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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中
间，唐运瑞老师一直是水浸坪公社乌
鸦井完小六年级毕业班的专职语文老
师。唐老师深受学生的尊敬和爱戴，乌
鸦井完小所有的老师都很崇拜他。

我是在1961年9月入乌鸦井完小
读一年级时认识他的。唐老师中等偏
矮的个子，方圆的脸，一双圆溜溜的眼
睛总是泛着聪慧而又带点狡黠的光
芒，宽阔的嘴巴上蓄起了两撇卓别林
式的八字胡。他总是乐观而又有点神
秘地微笑着，整个面容和神情显得既
可爱又滑稽。他的穿着也很特别，春秋
时节穿西装；夏天穿夏威夷式纺绸白
衬衫和西装短裤，脚蹬一双牛皮绑带
木屐子；冬天戴瓜皮帽、穿对襟棉袄和
棉裤，棉袄外面套着一件黄鼠狼皮做
的毛背心，脚穿黑色皮鞋。

他的身材很肥胖，老师们就给他
取了个绰号，叫他“唐胖子”。实际上，
这个绰号只有几个年龄与他差不多大
的老师偶尔叫一叫，绝大多数老师见
着他都是毕恭毕敬地叫他“唐老师”。
他青年时期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后来在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1949年
后，他回到水浸坪公社乌鸦井完小做
了一名语文教师。

唐老师当时是乌鸦井完小年龄最
大的老师。由于路远，交通不便，家里
也没有其他亲人，他就长期住在学校。
他的老婆每学期休一次假，从湘雅医
院来这里住上一个月左右。我去上学
的那一年，他刚好 50 岁。我父亲也是
这个学校的老师，我和父亲一起住校。

也许是我小小年纪就上学的原
因，乌鸦井完小的老师都很喜爱我。唐
老师经常挺着大肚子走到我面前来逗
我玩，要我做他的干儿子。学校养了五
六头山羊，唐老师很喜欢放羊，每天下
午一放学吃了晚餐后，他就要我和他
一起到校外的山坡上去放羊。一开始，
我有点害羞，不愿意跟他走。他就拍着
他的大肚子对我说：“你看，我的肚子
为什么这么大？我这里面装的全是故
事啊！你跟我去放羊，我就讲故事给你
听啊！”我一听他说会给我讲故事，心

里立即乐了，就高高兴兴地跟着他到
校外放羊去。

我们把羊牵到山上后，唐老师就
叫我学他的样子，把拴羊的绳子一圈
一圈地盘到羊的脖子上扎好，然后，拍
拍山羊的脊背，说：“去吧，那边好多的
草啊，吃饱了再回来啊。”山羊就发出

“咩咩”的叫声，欢快地吃草去了。
唐老师找了一块很大而又干净的

石板坐下去，招呼我坐到他的身旁，亲
切地问我：“上学好不好？”我说：“当然
好啊。”他摸摸我的脑袋，笑着说：“一个
人要读书学文化，有了文化，就可以到
大城市里去生活。”我就好奇地问他：

“大城市是什么样子的呢？”他说：“大城
市有很多很多的高楼，有很多宽阔的街
道，街道两边都是店铺，卖各种各样好
吃的东西。城市里有电灯，晚上各家各
户的电灯会亮起来，好像是天上的星星
落下来了一样，到处是通明透亮的
……”我听得有点入迷了，就兴奋地说：

“那我今后也要到城市里去。”他说：“你
有这个想法就很好，但是，你要实现到
大城市去生活的梦想，就一定要努力学
习，将来考上大学。”唐老师把别在身上
的铜水烟管取下来，再把一张毛边纸递
给我，要我帮他把纸搓成一根纸条子，
用来做点烟的“纸明子”。他一边从烟荷
包里掏出烟丝往烟锅上装，一边对我
说：“你现在是读一年级，主要任务是识
字学习。要认得老师教过的字，也要会
写老师教过的字，不要写错别字。一个
人写错别字，不仅会闹笑话，有时还会
把意思搞反了，生出一些事故来。”

……
就这样，我很快就喜欢上唐老师

了，每天一放学吃了晚饭后，我就主动邀
唐老师去放羊。唐老师就继续给我讲李
白的故事，讲杜甫的故事，讲解缙如何用
对联和财主斗争的故事。再后来，他又指
导我造句写短文。他告诉我，要写好作
文，首先就要学会描写，而要学会描写，
就要善于观察，抓住事物的特点来写。

有天下午，唐老师要我口述对正
在吃草的山羊的描写。我想了想后，就
说：“在我们这一群山羊中，我最喜欢

那头老公羊，因为它很勇敢，总是走在
前面带路。当它发现一处青草后，就

‘咩咩’地叫几声，招呼后面的母羊把
小羊带过去。它个子高高的，头上有两
只弯弯的角，像小女孩的两条辫子。在
它的下巴上长有一把好看的胡子，就
像唐老师的胡子一样可爱……”说到
这里，我就停下来，对着唐老师调皮地
发出“嗤嗤”的笑声。唐老师就装着嗔
怒的样子，伸出手在我的脸上轻轻地
拧了一把，说：“你这个臭小子，我的胡
子是那样的吗？”然后，他一把将我搂
进怀里，赞扬地说：“你真有灵性啊！好
好读书吧，以后一定有出息。”

后来，唐老师就给我讲唐诗宋词，
教我写作文。他从写记叙文开始教起，
告诉我写记叙文可以用顺叙的方法，
也可以用倒叙的方法，中间也可以插
叙……对一个事物不能面面俱到，要
重点写最具特点的东西。接下来，他就
以《我的学校》为题，要我谈自己的设
想。我说，首先要简单介绍我们的学
校，然后重点写学校最可爱最美丽的
地方，最后写自己的感想。他听了后，
又接着问：“那你觉得我们学校哪些地
方是最值得写的呢？你打算按怎样的
顺序来写呢？”我说：“应该由校门往里
面写，值得写的是校门的石雕牌楼
……”唐老师满意地点了点头，说：“很
好。那你就按照这样的想法把文章写
出来吧。”过了一两天，我就把文章写
出来了，交给了唐老师。他看了后，连
声说：“写得好！写得好！”后来，我这篇
文章被刊发在由武冈教研室编印的

《小学生优秀作文》上。
和唐老师相处久了，我也就完全

消除了畏惧感，我们是师生却像父子。
后来，由于我父亲调离了乌鸦井完

小，我在小学二年级结束后，也就转学
去了父亲工作的学校。从此，我就和唐
老师失去了联系……再后来，我只要一
回忆自己的求学过程，我就会想起唐运
瑞老师。他虽然不是我的授业老师，但
我受他的怜爱和教诲多啊！几度春风化
绸缪，非是业师恩泽深啊！
（邓星汉，武冈市芙蓉学校第一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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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 是 业 师 恩 泽 深
邓星汉

时光匆匆，又到了一年一度的
教师节，我不由想起恩师黄正平来。

三十多年前，我刚中师毕业，被
分在县城一所重点小学任教。黄老
师也刚调到教研室，负责小学语文
教学研究。我有幸成为他的辅导对
象。从此，我们便结下了师生缘。当
时，他年近五旬，个子不高，目光如
炬，精神矍铄。他指导青年教师细致
热情，却也十分严苛。

是他辅导我上了第一堂公开
课。站讲台的位置、握教鞭的姿势、
语速的快慢、内容的表达、提问的技
巧、板书的设计，他一边讲一边给我
示范。我一遍又一遍地试教，他在下
面瞪大眼睛，一字不漏地听、记，偶
尔会凶我一两句。然后他又一个问
题一个问题帮我解决，不厌其烦。因
为辅导我，他每次回家时都已灯火
阑珊，我心里常怀愧疚。后来，我上
的这堂公开课获得了市二等奖 ，
他挺为我高兴的。

不久，我准备上公开课《乌鸦喝
水》，他又牺牲了很多时间，为我一
次次“磨课”。这次我为他争了口气，
斩获邵阳市优质课大赛一等奖。此
后，我不断承担各级公开课、观摩
课、竞赛课，慢慢得到了历练，获奖
也越来越多，成为学校语文教学骨
干。后在他的指导下，我承担了“小
学快速作文”课题研究。1992年春，
邵阳市“快速作文研讨会”召开。会
上，我与湖北、衡阳的数位专家学者
同台“献艺”，获得好评，黄老师甚感
欣慰。后来，县教研室创刊《溪边花
卉》，给全县学子提供写作及展示平
台。我与黄老师及其他编委老师，闲

暇一道为学生改稿编辑，还把学生
的好文章推向其他刊物。那十年，黄
老师竭尽全力培养我，我们凝结出
深厚的师生情。

1995年秋，我来到广州黄埔，离
开了家乡与我的恩师。黄老师渐渐老
了，退休了。我只能于回老家时抽空去
看望他。由于我以前经常登门求教，与
师母与黄老师的儿女们都很熟，吃过
好多回师母做的饭菜。黄老师的女儿
秉承父愿，成为一位优秀的中学语文
教师。他的大儿子热爱诗歌创作，小有
名气。看着黄老师儿孙绕膝，身体也健
朗，我为他高兴。因自己后来的发展总
未遂意，心中时有愧疚，故也觉羞于见
他。而他从未流露一丝不悦，每次见面
他都特别高兴。他的那些鼓励话语，时
时在我的耳畔萦绕。

这三年，黄老师连续失去了三
位最亲的人，对他的打击何其沉痛。
我远在千里之外，听到一个个噩耗
皆为事后，未能近前劝慰他，实觉愧
疚。前不久，听说他在家里摔伤，真
乃雪上加霜。

黄老师对我的点点滴滴的教诲
都印在我的心坎，一刻也不敢忘记。
他一身清风，他的敬业与不苟，他的
诲人不倦，他的宽厚仁慈，一直铭记
我的心中。

如今我的学生也已长大，也多
有出息。此次教师节，三位学生从不
同的城市来探望我，让我甚感欣慰。
人生短短一辈子，知己难遇，恩师、
高徒难求。如今我也年过半百，仍愿
以他为镜，勤耕于文字，尽所能做公
益，以求余年精神充盈。

（孙纵香，邵阳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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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师 节 里 念 师 恩
孙纵香

野百合肆意地开
山谷里回荡着朴素的方言
掬一捧溪水
足以洗净奔波之苦

曲溪村的万物
皆心怀慈悲
内心清澈的人
才配得上这里的柔软

命名

并不是有山有水
就能被命名为曲溪村

水，须源于宝鼎山的余脉
有着慈悲的心肠
山，须怀揣着万千竹木
有着谦谦君子的风骨
每一个烟囱，都会在黄昏
披上灰白色的纱巾
秋收后，田里总有几线稻穗
等着被人想起
（陶小青，绥宁人，湖南省诗歌

学会会员）

曲 溪 村
（外一首）

陶小青

自从离开故土水与山
只剩下漂泊与喟叹
在水泥丛林漫无目标穿行
徒余对家乡的挂牵与思念

终有那么一天
扛起拉不响的二胡
背起喘气不休的行囊

回故乡，看黄昏炊烟
昏花中，恍惚母亲的慈颜
故乡的炊烟

随风漫卷
其中有琐呐声声
还有童年的欢笑与梦幻
哦，炊烟炊烟，等着我
牵着牛，看诗情画意满山转
把老屋前的小路踏笑踩弯

（戴苗起，邵阳学院教授）

又 见 炊 烟
戴苗起

每到柿子成熟时节，老李就来
市场摆摊，把柿子层层叠成金字塔
模样。柿子红彤彤的，饱满而锃亮，
很吸引人。我通常都会带几个回来，
也正是因为如此，老李偏爱我，每次
特意给我留几个。

有句俗话，尽挑软柿子捏。我买柿
子，也习惯捏一捏，挑一挑。老李初次
见我，就已经感觉我的名堂多。为啥，
一大筐柿子，全选下来，也就买那么几
个。老李抱怨说，柿子都被我捏熟了。
从此，他每次把最熟的给我留几个，免
得我买相太难看，把顾客都吓跑了。

那天，我又来到市场，来到老李
的摊担前。但意外的是，摊担上都是
些硬硬的柿子，很多还很青涩。我有
点诧异，望着老李。老李的眼神有点
慌乱，连忙一阵解释。原来，他的小孙
子帮忙上树摘柿子，从树上摔下，送
进医院了。因急用钱，也就不管柿子
是青是红，全都一元一个贱卖了……

得知人没大事，我也舒了一口
气。随后，掏出几百块钱，把余下的
几十个柿子提了回来。我提着一筐
硬邦邦的柿子回了家，儿子看见了，
开玩笑说，老爸这是要换口味，啃

“硬骨头”了。
柿子没有熟透，硬得跟石头差

不多，又苦又涩，谁也不想下口。但
是，柿子是可以捂熟的，也可以晒熟
的，长在城里的娃娃又如何明白？我
把柿子挨个挑了下，没有损伤的，我
打算捂熟它们；有点损伤的，把皮削
了，趁着日头，放到外面晾晒。

我小时候，家门口有四叔种的
一棵柿子树。不记得它是什么时候
种下的，也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挂
果的。反正从我记事起，每年深秋时
节，柿叶飘落，树枝上挂满了柿子，
红的红，黄的黄。特别是熟透的柿子
火红火红，在秋日暖阳的照射下，晶
莹、圆润而鲜艳，诱人极了。只可惜，
我不是那枝头的鸟儿，可以把最鲜
美的柿子给啄食了。

我和几个小伙伴，终没有抵住
它的诱惑。在一个下午，蓄谋已久的
我们爬上了树。也许是慌乱，也许是
柿子树老了，一条树枝断了，我们和
那些还没熟的柿子摔在一起。没熟
的柿子是极其苦涩的，一点也不好
吃。但是不摔个鼻青脸肿，人又怎么
会知道呢。

树梢上的柿子熟得早，大部分
因为太高，被鸟啄食了。四叔把高高
的梯子架在树上，用钩子把熟透的
柿子钩进袋子。那个年代，柿子都是
要卖到城里去的。四叔的慷慨，让我
们这些穷娃们，都有了甜蜜的童年。

母亲把四叔送来的青涩的柿子，
埋在了谷仓里。变戏法似的，没几天，
一个个略带青涩的柿子就会慢慢地
变软，慢慢地变红。我急不可耐，母亲
也没办法，每天跑到谷仓，把柿子摸
出来，捏一捏。只有等我们的小手指
一碰就凹进去，这个时候才可以小心
翼翼地把柿子薄薄的外皮剥开。吮吸
一口，带着阳光的味道。

外婆家有棵老柿子树。每年过
年，外婆总要把珍藏的柿饼拿出来，
给她最疼爱的外孙。后来，我家里也
种下了柿子树。因我们常年在外，母
亲也有了晒柿饼的习惯，好留给她
的儿子、孙子。

我把削皮的柿子晒在阳台上，
经常捏一捏、翻一翻，把最好的阳光
给它。等它们变成一个个黝黑而甜
蜜的小柿饼，我要把它们带回家，送
给我年迈的母亲。因为外婆说，母亲
打小爱吃它。

我把没有损伤的柿子包好，塞
进谷堆里，经常翻一翻，捏一捏，给
它们足够的温暖。等它们变成一个
个红彤彤而又软绵绵的大柿花（家
乡称柿子为柿花），我要把它们带给
老李，要他送给那爬树摔伤的小娃
娃。因为老李说，小娃娃最听爷爷奶
奶的话。
（唐波，任职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乡土视野

柿 子
唐 波

湘 西 南 诗 会

水上森林

曾德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