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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同寝室有一个年轻的同学，大

家喊他名字中一个字：阿琦。听

说当过兵，退伍回乡干了两年活，赶上了高

考，78年入学。

第一次上体育课，他走队列步时怎么看

都不顺眼，不是慢半拍，就是该出右脚时他

出左脚，害得我们这一排总被罚重走。终

于，黄老师忍无可忍，几乎对他叫起来：“你

之前兵是怎么当的？”第二次还是体育课，接

力赛，我在他前面，跑完交棒给他，这老先生

不知做预备接棒的动作，却在抓棒的一刹那

突然发力，胳膊肘砸到我的左胸，痛得我蹲

了下来连连哈气，脸都歪了。

室友们议论，这家伙动作这样不协调，

还能当上兵，家里没准是公社头头，走的后

门。 不料，他风闻了，当晚熄灯后的“黑话

会”上就痛说家史。原来他父亲是大军渡江

打断了一条腿的残废军人，母亲也体弱多

病，早年去世。他从小是哥嫂拉扯长大后当

的兵，家中还有一个先天残疾的弟弟。“如果

家里有门路，退伍还能又回来种地吗？”说罢

哽咽起来。大家都沉默了。

他学习刻苦，有古文底子，不时冒出几

句古诗文，与人争论起来还犯着点耿介之

气，但事毕又和好如初。所以逐渐大家都喜

欢上他了。

毕业那年，他被分配到江南一所重点中

学，没几年就在那个地区崭露头角，常被省

市教研部门召去开会、编教材，就此结识了

省内的很多历史教师。有一次，一个名牌大

学附中的老师告诉他，尚缺一个高中历史老

师，问之：“可愿屈就？”他大喜过望，自己孤

身一人，尚未婚配，哪里教书不一样呢，何况

是到省城来，何乐不为？没几个回合，他就

顺顺当当调过来了。

后来，他说自己调对了，因为之后就接

连撞大运。先是桃花运。他常到我家玩，

我妈见他忠厚朴实、一表人才，就帮他牵

线，把一个老同事的女儿、安农大毕业的

徐姑娘介绍给他。两人一见钟情，很快成

婚，不久就生了个大头儿子。后来又褔星

高照，恰逢学校分房，他享受大学副教授

待遇，得到一套三室一厅房子。三口之家

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如今，阿琦夫妇也都光荣退休了，儿子

大学毕业到深圳工作，在南方找个对象，为

吴家添了个孙子。两口子欢欢喜喜南下当

“研究孙”去了。

“阿琦”的故事 □莫欣

大

日，我阅读了《母亲给了盖茨什么》

一文。读后，我掩卷长思：盖茨到

底从母亲那儿继承了什么？我虽没有得到

答案，但我似乎感觉到，这位独步天下的亿

万富翁，从他母亲那儿得到了一份被许多母

亲所忽视的东西——赏识。

赏识，源于爱和尊重；赏识是一种理解和

信任；赏识更是一种激励和引导。心理学家曾

做过一次有趣的实验，实验说明：家长或教师

对孩子有更多信心和好感时，孩子很容易从

这种赏识中得到激励，因而会有更大的进

步。作家林清玄当年做记者时，曾报道了一

个作案手法十分细腻的小偷，犯案上千次，才

第一次被捉到。在文章最后，他情不自禁地

感叹：“像心思如此细密、手法那么灵巧、风格

这样独特的小偷，做任何一行都会有成就的

吧！”后来，当年的小偷成了几家羊肉炉店的

老板。在一次偶遇中，这位老板十分感激地

对林清玄说：“林先生写的那篇稿子，打破了我

生活的盲点，使我想：为什么我除了做小偷，自

己没有想过做正当的事情呢？”从此,他重新做

人。试想如果没有林清玄当年对小偷的“欣赏”，

恐怕也就不会有他今天的事业和成就了吧？

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渴望得到别

人的赞许与赏识，孩子与父母、学生与师长

……同样，每一个人也都应该学会去赞许和

赏识别人。

作为教师，我们更应该擦亮自己的双

眼，学会用睿智的目光去捕捉学生学习过程

中稍纵即逝的闪光点，及时而恰当地运用激

励的语言赏识学生，学生就会产生一种成就

感，渴望再次得到赏识的心理会激发他自觉

地学习。

作为教师，我们在课堂上应学会赏识学

生。“你真棒！”“你真聪明！”几句不经意的话

语对于我们教师来说太简单了，只不过是随

口说说而已，但对于学生来说太重要了，或

许能改变他的一生。

教师应学会赏识 □陈全文

近

日，在外忙碌了一上午之后，就近来到之心城觅食。

一下电梯就直奔那家情有独钟的餐馆，嚯，好家伙!过

道两侧早已横七竖八、挨挨挤挤坐满了等位的食客，玩手机

的，聊天的，逗弄孩子的，人潮涌动，人声鼎沸。其间，还有食

客不断涌入……于是只得按下性子，取了等位小票，加入执着

等待的“吃货大军”。某人多次劝我走人，可谁让我对他家忠

心耿耿呢？

旁边坐着一家三口——一对年轻的夫妇和十来岁的女

儿。女主人心神不宁，不停引颈眺望，男子则与女儿谈笑风

生。忽然，只见那女子快速站起来对走过来的大堂经理轻声

说：“你看，孩子饿了，撑不住快要晕倒了，麻烦你给通融下，找

个座呗……”经理一脸踌躇。可经不住那女子软磨硬泡、死缠

烂打，只好心领神会地对一服务员嘀咕了一声：“你悄悄带他

们进去找个座，别吱声！”那女子一听，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快

意，赶紧回头招呼父女二人，一家三口像一阵风似地飘了进

去。某人见了，不屑地低语：“典型的规则破坏者！”我淡然一

笑：“这种事又不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大惊小怪!生活中

这样的例子早已司空见惯！”

美籍华人作家林达在《历史深处的忧虑》一书中曾提到一件

事：一次，他陪同中国朋友游览美国大峡谷，朋友拿起空可乐罐，

随手就想扔进大峡谷，并说：“这么深的大峡谷，不留点纪念多可

惜啊！”林达吓了一跳，赶紧制止：“这是违法的！”要知道这里荒

无人烟，没有警察，没有监控，人们的自律完全出于对规则的敬

畏。这就是规则的力量！柏拉图说过：“规则是一种秩序，一种

对于快乐和欲望的控制。”在祖国的多座名山，我曾不止一次见

过一些身系保险绳、手拿铁叉、冒着粉身碎骨的危险下到万丈深

渊捡拾垃圾的保洁员，劳民伤财，战战兢兢，只为了捡起那一个

个被游客随意丢弃的、散落在山间的塑料袋、饮料瓶、包装袋

……人为造成他人毫无价值的牺牲与付出，于心何忍？

1998年日本广岛亚运会开幕式结束后，6万人的体育场竟

没有一片纸屑、一处痰痕、一瓣瓜子皮，全世界媒体都发文惊

叹：公民素质完爆其他发达国家。一位著名的台湾教授不由

为之惊呼：“可怕的大和民族！”日本人的爱国就是从一张纸做

起的。可见，区区一个弹丸之国之所以能从一个二战战败国

废墟上迅速崛起不是没有缘由的。貌似在日本是没有保洁员

这个职业的。这个体育场让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一尘不

染，更是一种无言的美丽——规则之美，制度之美，人性之美！

生活中，我们常听到小孩子们打嘴仗时的戏言：“没文化，

真可怕！”听了直觉好笑，多大点的孩子竟也敢探讨起文化

来！静下来细想，文化到底是什么呢？辞典中的定义实在晦

涩高深，过去人们的思维定势中，文化即是学历的代名词，可

央视名嘴白岩松云：“一个人有没有文化，并非看他学历高不

高，有学历的人不一定有文化，没学历的人不一定没文化。”

回来的车上，交通电台 90.8 里飘出播音员温柔甜美的声

音：植根于内心的修养，无需别人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

的自由，为他人着想的善良。让昏昏欲睡的我顿时醍醐灌

顶。作家梁晓声的四句概括总算为文化找到了一个靠谱的解

释。而敬畏规则、坚守规则才是有文化的前提吧？！

规则之美 □黄琼

某

月 29 日，阴沉沉的下午，我的同事和好朋友

储鹏举走了！

早在二十多年前，我们就相识了。那时的我们都

还年轻，我从学校到局机关任办事员，鹏举从普通老师

一跃成为中关初中校长。那时的他瘦高身材，微微驮

背，仍不失英俊潇洒。第一次见面，就感觉到他的聪明

睿智，能言善道。

进机关第二年，我在例行检查中深深感觉到中关

初中管理得科学、规范,于是建议在中关召开全县初中

校长暨教导主任工作会议并得到领导批准。我们也

因此有了更多的接触。筹备工作中，我接受了他的许

多高见，同时深感自己虽然年长却不够成熟，会务安

排常常与现实脱节。而刚过而立之年的他，才华毕

现，考虑细致，办事沉稳。这次现场会也因为有他的

参与谋划和组织，获得圆满成功，得到了领导的肯定

和与会者的称赞。从此，鹏举这个年轻帅气校长的名

字，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里。

当年的中关初中条件艰苦，师生吃住都在破旧的

储氏宗祠里。祠堂阴冷潮湿，每到冬天，寒气逼人。鹏

举告诉我，冬天常常彻夜难眠，一晚上脚都是冰凉的。

2000年前后，学校得到一个项目——建新教学楼，

鹏举兴奋异常。为保质量、赶工期，他常常日夜守在工地

上。楼房建好了，身体过度透支的他落下了致命的病根

——重度肝炎,一个终生都摆脱不了的“魔鬼”。

鹏举不单单是一个工作中的拼命三郎，更是一个

善于学习、善于思考、敢于冲破困境闯出新路的人。接

手校长时的中关初中，只是全县48所初中里平平常常

的一所学校。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学校涌现出了一大

批现在在县内叫得响的好老师、名校长，教育质量连年

上台阶，学生综合素质不断攀升，中考水平大幅跃进，

一举成为全县最好的初中之一，政府、社会、家长好评如

潮。同一时期，他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这在我县教育史

上是极其罕见的荣誉。后来他又连续多年担任改名后

的南岳中学校长、中关中心学校校长，可以说多年如一

日，一边不间断治疗一边坚守在工作岗位。那时的他，

面色看上去已经很不好，是长期治病吃药的结果。

肝炎需要静养，不能疲劳。长期的超负荷工作，使

得鹏举的病情极不稳定。为了让他安心治病，局党组

经过慎重考虑，将其调至县教研室任教研员，没有安排

其他职务。是真金总是难掩其光芒。当了三年教研员

后，新来的领导在征求鹏举意见后决定让他再挑担子，

接任营养办主任一职。此时的营养办工作正好走到转

型期：从企业供餐向食堂供餐模式转变。旧的管理体

制不能完全延续，新的管理模式有待建立。经过一番

调研，鹏举在极短时间内就摸清了规律，建立起一套企

业供餐与食堂供餐并存的双轨模式，该模式一直沿用

至今。在营养办任劳任怨工作几年后，鹏举不顾领导

的挽留，毅然辞去了主任一职，来到督导室任专职督

学，因为此时他可能感觉到了身体的危机。

不久前的3月30日，鹏举随我一起到田头参加片

区教研会，随身携带着已经熬好的一大瓶中药,这个好

像是他身体状态欠佳时的常态装备。本来他的身体已

经有些吃不消，同去的同事也劝他别去。他想到刚好

可以召集与会的校长开个有关县教育局督导考核方案

的征求意见会，还是在我们出发之前赶到了车上。

从田头回来后没几天，鹏举就悄悄住院了。就在

住院期间，还几次回办公室处理手头上的工作。4 月

17 日前后，他将手头工作全部安排妥帖，全身心住院

时，无奈身体已是油尽灯枯，再也没能走出医院大门。

我不知道鹏举的童年、少年是怎样走过来的，但

自从他走上教育岗位后，我知道他每一步都留下了拂

之不去的脚印。这脚印深深地刻在了他的学生、同事

以及亲朋好友的心坎上，留给我们永恒的怀念！

永恒的怀念 □王启林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