
6 2023年4月26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 蔡 静

美 编 / 杨文花

电 话：029-87335695
E-mail：jsb8211@163.com文 苑文 苑

小 小 说小 小 说

百百
随笔家家

印象 中 ，校 史 馆 就 如 丰 碑 一
般 ，静 静 地 矗 立 在 校 园 的 西 北
角。因为工作缘故，我曾多次进馆
参观。近日工作繁琐，忙里偷闲中
校园漫步，不知不觉走到了校史馆
门口，想来难得闲暇，不如再进去
看看。

刚进史馆，最引人注目的依然
是首任校长蔡子伟先生高大雄伟
的塑像，我不免想起先生在革命
最艰难困苦的 1927 年 8 月，毅然加
入党组织的勇气与信念……1938
年夏，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
沦陷区不断扩大，各地有志青年
纷 纷 来 到 延 安 寻 求 抗 日 救 国 之
道，建立一所以“抗战建国”为目
标的学校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
之下，先生积极响应边区政府的
号召，筹建并担任陕甘宁边区中
学 首 任 校 长 ，半 座 破 庙 ，一 口 铁
锅。先生一面修补校舍，购置设
备，一面进行招生。

学校对学生不设门槛，随到随
学，根据文化程度编入不同的班
级。当时的学生有边区青年、烈
士子弟，有经过长征洗礼的“红小
鬼”，还有当地的中下贫农……没
有教室宿舍，学生自己动手挖窑
洞；没有桌椅，取来木板代替；没
有课本，教员自己编写。开学时，
共有教员 11 人，学生 227 人（《陕西
延安中学校志》2008 年版，P75）。
尽管条件艰苦，先生在开学典礼
上依然信心百倍地讲道：“要把边
区 中 学 办 成 真 正 国 防 教 育 的 模
范。”在抗战期间，边区中学的命运
和祖国人民紧紧相连，校址随着抗
战的需要多次迁移，教员、学生也
根据抗战的需要，随时随地都可能
变成战斗员、医护人员。在这个过
程中，也发生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感
人故事……

顺着史馆的方向，《周恩来、邓
颖超看望陶行知先生》的照片吸引
了我。1946 年，教育家陶行知先生
病重。在这期间，周恩来、邓颖超
前往探望。同年 7 月 25 日，先生病
逝。边区政府为了纪念陶先生对
中国教育的卓越贡献，将“边区中

学 ”改 名“行 知 中 学 ”。 1947 年 3
月，胡宗南进攻延安，“行知中学”
的师生随着毛主席转战大陕北。
听到蟠龙镇大捷的喜讯时，全校师
生在安塞县真武洞的山坡上参与
了周恩来同志亲自主持的庆祝典
礼暨“五四”纪念大会。在这期间，
毛主席还给任弼时的女儿、行知中
学的学生任志远题词“光明在前”，
这既是对“行知中学”师生的鼓舞，
也是对中国革命前景和国家命运
的美好憧憬。

穿越战火纷飞的岁月，我终于
来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展厅。
全新的面貌，全新的任务：“行知
中学”完成了它为革命培养干部
的使命，转化为普通中学——为高
等教育培育优秀人才。根据中央
人民政府教育部文件，1951 年初，

“行知中学”正式更名为“陕西延
安中学”。此后，学校管理逐渐成
熟，实行公开聘任校长制，马润之
先生任校长。随后，校务委员会、
党委会、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会、

共青团、妇委会等一系列教职工
团体陆续成立，思想政治工作、教
学工作、后勤工作、保卫工作有条
不紊地进行。虽然十年“浩劫”让
全国人民历经磨难，但是陕西延
安中学一直在黑暗中探索，在曲
折中前进，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
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有在行政
岗位上为人民服务的前国务院总
理李鹏同志，有为国家战略发展
隐姓埋名的“中国核潜艇之父”彭
士禄，也有在我国高等学府北京
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任党委
书 记 、教 授 、博 士 生 导 师 的 傅 绥
燕，更有在国家高精科技领域默
默奉献的“长征五号”系列运载火
箭总设计师李东……与此同时，陕
西延安中学也得到了一届又一届
国 家 、省 、市 级 领 导 的 关 心 和 肯
定。有 1947 年毛泽东主席“光明在
前”的美好愿景，有 1950 年周恩来
总理“艰苦奋斗，努力学习”的殷切
希望，也有 1998 年江泽民总书记

“发扬革命传统，办好延安中学”的

细致叮咛，更有 2008 年延安市副市
长冯继红“继承优良传统，创建示
范中学”的再三嘱托（《陕西延安中
学校志》2008年版，扉页内容）。

继续缓步向前，历史画卷不断
在我眼前展开，而且卷面越来越
美，越来越清晰。我看到了我们近
几届校级领导的亲切面容和拳拳
之心，更看到了延安中学历届优秀
校友的卓越成就……时光无痕，记
忆有印，我再次来到了校史馆门
口，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2 年 10 月
26 日进校参观嘱托的历史画面扑
面而来。总书记的亲切嘱托回荡
耳畔：“坚持用延安精神教书育人，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弘扬革命传
统，培育时代新人。”

“聆听”完总书记的嘱托，漫步
史海，一抬头，映入眼帘的依然是
首任校长蔡子伟先生伟岸的塑像，
先生的教育初衷重温心田——“要
把边区中学办成真正国防教育的
模范”。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延
安中学在战火的洗礼中完成了它

“国防教育”的使命，但是峰回路
转、九曲绕弯，延安中学的红色基
因血脉相连、抽刀难断。突然间，
我顿悟了，多日来的困惑一扫而
空，听从党中央毛主席、周恩来的
号召——“努力学习，艰苦奋斗”，
听从习近平总书记的细致叮咛，坚
持用延安精神武装自身，坚持用延
安精神教书育人，深刻领悟“培养什
么人”“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
的问题，让延安这块儿革命的圣地，
开出绚丽的花朵，让老
一辈革命家、教育家的
教育初心，薪火相传，
历久弥新。

狂风裹挟着黄沙劈头盖脸地
甩在禹的脸上。禹睁不开眼，喉
咙 里 滚 出 一 串 从 未 听 过 的 声
音。他顾不了身边的琳，本能地
弓着身子，背向风。风刚走，雨
来了，如瓢泼。禹心里慌乱，刺
猬般踡缩在沙滩上。

转眼之间，暴风雨过去了。
禹从沙滩上爬起来，只见琳的头
上裹着衣服，从容地站着。琳看
禹，满头满脸，都是黄沙和雨水；
禹看琳，被衣服包裹的脑袋，干
干净净，甚至没有一滴雨水。禹
好像冷，浑身抖。琳说：“跑几
步，暖暖身体。”禹摇头，一副力
不从心的样子。

“彩虹，彩虹。”琳兴奋地喊
叫起来。是的，十步之外就是一
道彩虹。琳喜欢彩虹，喜欢画彩
虹。禹知道琳喜欢彩虹，但凡找
到有关彩虹的图片，都会第一时
间送给琳。每次送图片时，禹的
脸红红的。

禹和琳是高二同学。禹是学
习委员，学习冒尖；琳是文艺委
员，成绩紧随禹。琳喜欢蓝色，
穿天蓝色长裙、天蓝色凉鞋，甚
至，发卡都是天蓝色的。不知从
哪天开始，禹就想多看一眼琳。
以至于他只要看见天蓝色的东
西就会想起琳，想起那张阳光含

笑的脸。禹常做梦，梦里是海
滩，蓝汪汪一片。他找不到身着
天蓝色长裙的琳，就拼命喊。宿
舍同学都听见禹喊琳，就笑，就
追问。禹说：“我妹妹叫琳，常
喊，习惯了。”同学们半信半疑，
但这件事变成了一个话题，不时
就会被同学们翻出来晒晒。

琳也知道禹在看她，可她不
看禹，她知道禹在想什么。学习
交流与班务工作需要和禹沟通，
琳落落大方。禹憋不住了，拿着
彩虹图片送给琳，怯怯地说：“听
说影院周末上演好莱坞大片，有
兴趣吗？”琳端详着图片，说：“这
道彩虹，没有根儿，浮在树上，会
栽跟头的。”禹以为琳没听清，轻
咳一声，想继续说，琳把食指竖
在嘴巴上。禹红着脸，知趣离
开。一扇打开的窗，再想关严
实，已是不太可能了。禹常想天
蓝色，分了心，期末考试，琳排在
禹前面。

离校那天，禹低着头，丢了
魂似的，漫不经心地走。琳来
了，一脸笑。“明天去响沙湾，有
兴趣吗？”琳还是一身天蓝色，
看禹。禹红着脸，鸡啄米似的
点头。

暑假第一天，天气甚好。禹
和琳都穿运动装，商量好似的。
只不过禹只穿 T 恤，琳的胳膊上
还搭着一件外套。禹问琳，“需
要准备啥东西吗？”琳说：“从城
里到响沙湾，五公里，徒步，啥东
西都不带，体验荒野求生。”禹笑
了，啥都没说，心想，大显身手的
好机会终于到了。

五公里路用脚量也不算短。
起初禹在前，不时转过身等琳。
琳走得不紧不慢。路程过半，禹
在琳身后，头上有冒不完的汗
水。到响沙湾，禹瘫坐在沙滩

上，脚上起了水泡，不说疼也不
给琳看。琳像有使不完的劲儿，
绕响沙湾的海子兜了一圈。

火辣辣的太阳挂在头顶，他
俩肚子饿了。琳说：“钓鱼，烤着
吃。”禹摊摊手，“拿什么钓？”琳
说：“你是男子汉，你想办法。”禹
一脸苦笑。琳折沙柳枝去皮，枝
作钓鱼竿，皮作鱼线，拆下发卡
上的钢针作鱼钩。至于诱饵，沙
滩上到处是爬来爬去的昆虫，随
手可取。禹瞪大眼看，插不上
手，心里不是滋味。

海子里的鱼多，琳轻松得
手。烤鱼得有火。琳说：“你是
男子汉，你想办法。”禹说：“我
回城买。”琳笑了，“一脚的水
泡，怎么走？”琳环顾响沙湾，看
见沙柳丛中有啤酒瓶。她砸瓶
取底儿，迎着太阳，聚光，照在沙
柳柔软的枯叶上。没多久，枯叶
冒烟，琳俯身吹，烟变成火。禹
看着跳跃的火苗，感觉心里的那
团火已经烧到了尽头。他的脑
袋像撞了树桩，沉沉的，心里挺
不是滋味。

烤鱼的香味弥散在沙滩上，
琳吃得津津有味，禹吃得如鲠在
喉。禹觉得琳像一面镜子，照出
他的单纯与单薄。他明白，自己
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即使脚上
起了水泡，也得继续走，走向成
熟，或许才能走进那片天蓝色的
世界。

禹抬头看天，一团乌云。转
眼间，风来了，云就变成雨，禹
变成落汤鸡。琳从兜里掏出纸
巾，递给禹。禹没擦脸，也没脸
擦。禹抬头看琳，琳在看彩虹，
最后，禹和琳的目光相遇在彩
虹上。琳说：“我喜欢彩虹，不只
是那绚丽的色彩，更喜欢它丰富
的内涵。”

一 夜 春 雨 ，洗 净 雾 霾 和 尘
埃，大地清朗，流水潺潺。坐落
在半山坡的校园，雨后的各种常
绿树木更显苍翠。七棵红叶李
粉花褪尽，嫩红新叶和深红花萼
像细碎焰火，在绿草地上空摇
曳。五棵碧桃繁花累累，垂挂的
串串水珠如钻石般发出光芒。

被满园的八哥和喜鹊叫醒，
老郭照例一早来操场转悠。水
洼里的水流向暗沟，草地上一汪
一汪浅水，小湖泊似的发着光。
空气中飞散着零星雨沫儿，扑在
脸上沁凉沁凉。老郭甩着双臂，
哼着小曲儿，在校园小树林里踩
来踩去。

他取下老花镜，仰着脸查看
每一棵树。一丛绽放嫩芽的石
榴，眼见着高过了他雪白的头
顶。一排高大的樟树，青叶像打
过蜡。一长溜儿玉兰树，吐着浅
青色新芽……一棵棵树看过去，
每一棵树都在分分秒秒地变化
着，老郭甚至看到嫩芽如鸡雏的
小嘴啄着天空。

老郭走着走着，上学时间到
了。来自各村的孩子换上了轻
薄的春装，陆续走进校园。不一
会儿，老郭的身后便跟成了一个
小队伍。这样的队伍已经很多个
年头了。这些跟着的小兵，都是
一二年级的小不点儿。他们或穿
粉红纱裙，或穿果绿套装，和老郭
一个节奏地甩着小手臂。为了跟
上老郭，他们的小腿迈得飞快。

不知有多少鸟儿在他们头
顶唱着歌。这些孩子一边走一
边问：“郭爷爷，咕咕咕的是什
么鸟？”“郭爷爷 ，唧唧咕的是
什么鸟？”孩子们就这么认识了
不少鸟儿：翅膀上开白花的八
哥、浑身乌黑调皮的乌鸫、脖子
上围着珍珠的斑鸠、腹部白白
的喜鹊……

记 得 有 一 次 ，他 们 走 着 走
着，就有五只不同颜色的鸟儿落
在草地上，蹦跳着找食。老郭停
住脚步，孩子们也停下，大气不
出地看着。老郭用只有孩子们
才听得见的声音说：这是鸽子，
村里谁家养的，飞到学校里来读
书了。一个淘气的男生“嚯”的
一声，鸽子扑棱棱飞起来，落到
墙头上，对着这帮红脸蛋的娃娃

“咕咕”叫。自此，全校的孩子常
看到五只漂亮的鸽子来小树林
的草地上踱步。

这队小兵，不仅认识了很多
鸟儿，还记住了多种花木的名
字：红檵木、山茶花、含笑花、石
榴花、红叶石楠……三月里，校
园草地上开满了蒲公英，小兵
们很想采几朵玩一玩，又怕老
郭瞪眼睛。直到花儿开得特别
密的那一天，老郭带他们编花
环，把几个小姑娘打扮成花仙
子。那个晴好的春日，校园里
的笑声被风吹着，从半山腰飘
到了山下的小镇。

老郭走了一圈又一圈，觉得
有点累，便在银杏树下停下来。

他仰起头，后脑勺几乎要碰到后
背。他仔细搜寻着银杏树伸向
半空的每一根枝条，略带弧度的
灰白色枝干上，爆出一个个纺锤
形的小疙瘩，却找不见一星儿绿
色的影子。

老郭有点着急。这棵银杏
树可是校园里仅有的一棵，是老
郭眼中美到极致的一棵树。从
前老郭常去城里办事，看到几条
街 道 都 种 了 高 高 大 大 的 银 杏
树。秋天里，种着银杏树的街道
金灿灿的，一树一树亮黄的叶
子，像学校美术老师画出来的
画。老郭便一直想在校园里种
上一片银杏树。

十年前的初春，大卡车运来
一车树苗，随车跟来的园艺工人
将树苗分散在各处。那时，老郭
还是一名数学老师，两鬓染着零
星霜花，也没有戴老花镜。老郭
从树苗里翻出了七棵红叶李，一
棵小银杏树。他亲手将七棵李
树在北墙下栽成“北斗七星”，然
后握着银杏树苗直发呆。他摩
挲着光秃秃的树干，疑惑地问园
艺 工 人 ：“ 怎 么 只 有 一 棵 银 杏
树？怎么只有一棵银杏树？”

老郭将银杏树种在教学楼
旁的一小片空地上。呼吸着山
上清新的空气，银杏树攒着劲伸
枝展叶。第三年春天，颀长秀美
的银杏树长到了一楼那么高，扇
形 绿 叶 子 在 山 风 里 鼓 着 小 手
掌。这一年，新建的食堂投入使
用，教室里装了多媒体设备。这
一年，老郭在购买食堂炊具的途
中遇到车祸，大脑受伤，从此离
开讲台。

转行做勤杂的老郭一刻也
不闲着：修剪花木、捡拾垃圾、管
理卫生工具、修补门窗桌凳……
深秋的一个清晨，山上下了薄薄
的水霜，天气有些寒凉。老郭在
清除黑土跑道上的几丛杂草时，
看到一个戴红领巾的小女娃在
打扫银杏叶。刚捡干净先前落
下的叶子，微风吹过，又落下一
些。小女孩不时哈一下手，继续
捡落叶。跑道上的老郭看得有
些心疼，撒腿往学校杂物间跑。
他找到一根长竹竿，来到银杏树
下，举起竹竿往树上一阵猛打，
半黄半青的银杏叶沙沙落下。
许多孩子围过来，不解地望着这
场叶子雨。

年轻的女校长在远处见到这
一幕，急得大喊：“老郭，老郭，快
停下，这是你和孩子们最喜欢的
一棵树，也是最漂亮的一棵树，你
让它的叶子自己飘下来吧！”老郭
恍然大悟似的，连忙放下竹竿，朝
着一圈娃娃嘿嘿地笑起来。

转眼就是经年，老郭将在这
个春天退休，告别校园。每天在
小树林里散步，他把跟着他转悠
的小兵唤到身边，抓紧时间教他
们认识空地上的草木：三月萢，
书名叫茅莓，二月开花三月红，
果子酸酸甜甜可以吃；鹅肠菜，
书名繁缕，不起眼的小白花，是
一年里开得最早的野花之一；野
黄瓜草，书名酢浆草，开小黄花，
结的果子像小黄瓜，它的根茎是
一味中药……白发的老郭领着
一群娃娃，穿行于浓酽的春色之
间，沐浴山风与草木之气，似乎
沉浸在一个久远的梦里……

满 园 芬 芳
□邱凤姣

春雨初霁，天朗气清，踏春
游 玩 ，与 一 树 泡 桐 花 撞 了 满
怀。这花正肆意绽放于枝头，
与一旁姹紫嫣红的牡丹相比，
竟也自有一番风流。

仰头伫立在这泡桐树下，
仔细端详。这泡桐树颀长挺
拔，枝丫直直伸向空中，喇叭状
的花朵，一簇簇、一串串，密密
匝匝挤满枝头，氤氲出一树紫
霞。微风拂过，风铃般在空中
摇曳生姿，缕缕清香，缥缈入
鼻。那一树繁花，虽不明艳，却
也有一种无言的气势。

我 是 熟 悉 泡 桐 花 的 。 儿
时，我们门前屋后，田间地头，
都会栽上几棵泡桐。父亲说，
泡桐树生命力强，不分土地好
赖，不畏酷热严寒，也不用多加
照料，四五年就可以成材。

旖旎春光中，一树树泡桐
花竞相开放，蜂蝶飞舞，是小城
最美的时节。母亲拿来竹篮和
一根长竹竿，竹竿顶头绑一把
镰刀，仰头举手，仔细地对准
花枝，“噗”一声，一簇桐花应
声而落。我跑过去，一串一串
捡起来放进竹篮里，趁空隙偷
偷摘一朵，拔掉花萼，露出白
嫩 的 小 管 子 ，用 舌 尖 舔 舔 花
蜜，蜜一般香甜。

很快，竹篮里满是花朵。
母亲坐在树下，一手拿着花枝，
一手轻轻把花瓣从花蒂处抽
出，一朵紫白便落于篮中。进
厨房，把桐花清洗干净，放在沸
腾的水中，等颜色微变，母亲利
索地捞出，再放冷水浸泡，搦出
水分，放于案板上，刀与板的碰
撞间桐花成了馅。或炒鸡蛋，
或蒸包子，或洗净后加面粉拌
匀做成煎饼。不论如何做，不
等出锅，那香味就已引得人垂
涎三尺。

杨柳风阴晴不定，一夜疾
风骤雨，桐花纷纷落下，成堆成
团，满地紫与白。我和伙伴在
树下，或踩花朵，发出“噗噗”
的声音；或把小钟般的花萼用

绳子穿起来，做成项链；或捡拾
一地花瓣，用小木棍刨一个小
土坑，将花瓣埋于土中……玩
得不亦乐乎。

读书以后，竟迷恋于文人
墨客笔下的桐花。《诗经》云：

“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
矣，于彼朝阳。”将桐花的大气
和仙意描绘得淋漓尽致。“拆桐
花烂漫，乍疏雨、洗清明。”柳
永笔下的桐花新奇生动，绚丽
烂漫，是疏雨如洗，晴明清新，
一派春日璀璨。桐花无语，自
有旁人称颂。

工作后的第二年，我去兰
考参观学习，见到了“焦桐”和

“焦林”。这泡桐不仅遮风挡
沙，还能制琴做筝。树犹人也，
在兰考，泡桐真正是“一棵树，
一个产业，一种精神”。

这 灼 灼 春 日 ，又 见 桐 花
开。那曾经甜在心头的桐花
馔，心心念念过的桐花诗，以及
暗暗藏于心的桐花精神，无一
不让我对它情有独钟，像它一
样用热烈和欢快去迎接生命赐
予的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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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

娟

红色教育 初心难忘
——再观陕西延安中学校史馆漫谈

□郭 博

彩 虹
□王 宇

采茶曲 周文静周文静 摄影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