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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月14日，我们到上海泰安路
76弄居民区拜访了著名音乐家贺绿汀。

那时候的名人很好找，我们拿着单
位提供的贺绿汀家庭住址，凭着单位开
具的介绍信，直接叩开了贺绿汀的家
门。给我们开门的正是贺绿汀夫人江瑞
芝。我们说是从邵阳来的，她马上让我
们进了门。没有要我们换拖鞋，也没有
任何询问，只是一味地说“请进请进”，看
上去她对我们是很信任的。我们主动拿
出了介绍信，她过了一眼，把介绍信递给
了坐在沙发上的老头子。我想，他就是
贺绿汀，怎么这样瘦？他确认我们是从
邵阳来的之后，马上给我们让座，他的夫
人接着给我们上了茶。

坐定之后，我们做了自我介绍。年长
者王道章，湖南大学邵阳分校副校长，现
退居二线，协助武冈师范筹备成立晏阳初
教育思想研究会。我，小邱，武冈师范的
语文老师，那时才 31 岁。我们介绍了来
拜访他的原因：武冈师范是平民教育家晏
阳初创办的，根据国家提倡发展职业教育
的政策精神，为促进乡村建设和当地教育
发展，武冈师范决定成立晏阳初教育思想
研究会，特来登门请教，请求他指导，并邀
请他担任研究会的顾问。

我们拿出当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周谷城题写的会名照片给他看了。
贺绿汀兴奋起来，突然提高了音调，用洪
亮的声音一路讲述当年中国教育改造的

盛况：
当时，一班文人高举教育救国的旗

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南方是主
张教育改造、知行合一的陶行知，北方是
倡导平民教育的晏阳初，号称“南陶北
晏”。其中，1926年晏阳初组织的“博士下
乡”，轰动一时。当时，晏阳初博士是中华
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他组织了500多
名知识分子，下到河北定县农村，开展乡
村建设实验。开办农民夜校，组织农民识
字，普及科普知识，试图以此教化百姓，通
过治愚，达到治贫，开启民智，改善民生，
达到教育救国之目的。

陶行知在南方发起教育改造运动，主
张知行合一，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
学校”“教学做合一”。他认为生活是教育
的目的，教育应该围绕生活、依靠生活，从
而改造生活。对这段在中国教育史上名
噪一时的佳话，贺绿汀如数家珍，赞不绝
口。因为，他曾经亲自参与了这一影响中
国教育的历史性活动。1938年前后，他在
陶行知创办的育才学校兼任音乐组主
任。1942年12月26日，贺绿汀与陶行知
率育才学校音乐组的学生，举办了育才学
校成立后的首场儿童音乐会，向重庆各界
人士展示了新式教育的成果。音乐会很
成功，得到了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沈
均儒、郭沫若、田汉等人的高度评价。

贺绿汀欣然答应我们的邀请，出任晏
阳初教育思想研究会顾问，而且一再向我

们宣讲自己的教育理念：现在的教育，特
别是职业教育，依然应该强调知行合一，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教育要为改善人民的
生活服务。他明确表示：坚决支持武冈师
范成立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会。随即在
我的笔记本上题写了赠言：“大力发展乡
村教育，普遍提高人民文化水平。”

谈完了主题，我们接着拉起了家常，
自然就讲到了一些人和事。当谈到这些
话题，他的神情突然凝重起来，声音也低
沉了……正颜厉色地批评了一些现象。
面对贺老的愤怒，我们不知道说什么，因
为我们是初次见面，而且时间这么短暂。
贺老的真性情来得这么快，我们一时难以
适应。贺夫人看出了我们的难色，便忙来
解释：“老头子这脾气改不掉了。”

短时间的近距离接触，让我明白：大
师自有大师脾气。贺绿汀的脾气，就是面
对大是大非，心存正义，不媚俗，有担当，
愿意挺身而出，直言不讳。他爱憎分明，
做得对的，做得好的，他毫不含糊，不吝
啬赞美，充分肯定，坚决支持；做得不对
的，做得不好的，他毫不留情，不给面子，
不管官大官小，该批评的批评，该骂的
骂。他的脾气既有文人的清高与傲气，
也有壮士之豪气。为了捍卫艺术的纯
洁，面对权贵，哪怕是牺牲自己，绝不低
头，绝不求饶。

（邱源海，武冈市政协原副主席、武冈
师范原副校长）

◆学林漫录

大 师 的 脾 气
——贺绿汀印象

邱源海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
在老家一所乡村中学任教。

那时候，南下打工潮还
比较汹涌。一些家庭贫困
特别是成绩不好的学生，觉
得反正升学无望，不如早点
外出务工以减轻家里的负
担。因而，春季学期之初，

“控流保学”就成了老师的
中心工作。

当时，我是一名初三班
主任，而毕业班级正是学生
流失的“重灾区”。寒假前，
我按学校要求，已对“动摇
分子”摸底造册，然后在开
学之际一一上门了解情况，
对有辍学念头者全力做工
作，动员其按时返校读书。

小勇（化名）是一个让
人头痛的主儿，也是我从心
底里不太想登门，认为“走
了也好”的对象。他长得五
大三粗，基础很差，从没有
好好听过一堂课，也没有一
门课分数能在及格线以
上。唯一的优点是爱好体
育，对老师还算有点礼貌。
因为成绩太差，加之不受老
师和同学待见，小勇已流露
过辍学的想法，因而被我登
记在册。

为了所谓“巩固率”，开
学前一天我还是来到了小
勇家走访。进得门来，听我
说完来意后，小勇和其家长
都有点意外。也许是他们
认为这个“问题孩子”，老师
巴不得眼不见心不烦，根本
不会“垂顾”吧。接过热茶，
我打量了一下堂屋四周，只

见一面墙壁上满贴着奖状，
不过其主人是小勇读高中
的姐姐，还有正在读小学的
妹妹。

然而，在诸多的奖状
中，却有一张显得特别另
类，上面有不太整齐的毛笔
字：“小勇在1992年度为爷
爷奶奶和爸爸妈妈干了很
多家务，被评为‘热爱劳动
好孩子’。特发此状，以资
鼓励。”“公章”很有意思，是
一个用墨水瓶盖蘸上红墨
水盖的圆圈，中间是颗五角
星，环绕五角星的，是钢笔
写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八个字。

见我久久凝视这张“奖
状”，不发一语，小勇父亲讪
讪地说：“杨老师，我这伢子
读书是不行，但在家里还是
蛮勤快，去年帮我们做了好
多事。所以，我和他爷爷奶
奶都认为应该发一张奖状，
也算是一种肯定和鼓励吧，
只是让您见笑了。”

此时此刻，我没有半点
其他想法，唯有感动与内
疚。原来，老师平时正眼都
难瞧一下的后进生，其实还
有被忽视的闪光的一面；原
来，在老师眼里很差的学
生，在家长眼里却是也能闪
光的“宝贝”……

在起身告辞时，我再没
有任何动摇与顾虑，坚定地
说：“小勇，你明天一定要按
时来报名，我在学校等你！”

（杨能广，任职于新邵
县融媒体中心）

震撼灵魂的“奖状”
杨能广

寇准，北宋历史上有名的
宰相，他力排众议，主张宋真
宗御驾亲征，打败辽国，缔结
了“澶渊之盟”，让北宋和辽国
和平共处几十年，功劳很大。
可最终，寇准离开权力核心，
凄惨地死在偏远的雷州。

19岁就中了进士的寇准
卓尔不群，28 岁时被宋太宗
直接提拔为枢密直学士兼任
吏部东铨，一举进入决策机
关，31 岁时被钦定为枢密副
使，跻身执政重臣。他直言敢
谏，忠贞爱国，可是命运坎坷，
晚年凄凉。一个重要的原因
是他性格过于耿直，树敌太
多，有才谋事，无术谋人。虽
然贵为宰相，但在皇帝面前，
他还是下级。可作为下级，他
多次顶撞上级。一次他在宫
中奏事，惹得太宗不高兴，拂
袖而去，他抓住宋太宗的袖子
将其拽回龙椅。他说话做事
不顾帝王的颜面和尊严。刘
皇后家人犯法，他坚持原则，
要处罚皇亲国戚。

寇准缺乏政治家应有的
气量，往往因言招祸。寇准虽
然因为才华和功劳，两次拜
相，可是无法和同僚处理好关
系，无法讨帝王欢心，也难以
长久得到帝王信任，同时爱得
罪人的寇准也无法得到同僚
的支持。在宋朝中央机关，有

“寇某上殿，百官股栗”的说
法，同僚都惧怕他。对于同
僚，他也一点不给面子，面对
自己的下级丁谓，他当众羞
辱。他眼里揉不得沙子，得罪
了想迁都南方的王钦若。他
在朝廷动不动就与人争论不
休，不依不饶。进士出身、探
花及第的寇准，看不起武官出
身的顶头上司张逊，两人意见
不合，争执的时候，丝毫不给
上司面子。张因此怀恨在心，
寇准第一次被贬就是得罪张
逊的结果。

寇准刚正不阿，光明磊
落，诚然值得颂扬。可是，少
年得志的寇准，做官做事过于
高调，时时率性而为。同时，
他的自身缺点也从不掩饰。
他出身豪门，生活奢靡；担任
副宰相负责人事安排时，对自
己喜欢的官员授予实职，不喜
欢的人授予虚职，引发众多官
员上书弹劾他擅权乱政。

此外，寇准气量狭小，过
于在意功名。他经常在宋真
宗面前说王旦的坏话，可是王
旦从来不说他的坏话，相反还
多次在皇帝面前为寇准美言，
这让宋真宗开始怀疑寇准的
人品。多次被贬的寇准，也从
不吸取教训，但这也正是他的
可爱之处。

（晓宇，邵阳媒体人）

◆煮酒论史

有才谋事、无术谋人的寇准
晓宇

近日，我从网上搜集历届中考语文试
题，突然被《天津市2021年中考语文试题》
刷亮了眼，里面的现代阅读题竟然选有王
继怀先生的散文《听雨》。我接连又点开几
套试卷，发现也有不少试卷选用了他的散
文。心中不禁为他欣喜，因为，他也算是半
个邵阳人，我与他算得上是半个老乡。

二十年前，王继怀先生曾在邵阳市教
委工作，我曾多次从报刊杂志上看他的教
育通讯、特写和散文。我曾跟他的同事刘君
打听过，他出生于溆浦一个叫善溪江的偏
僻小山村，父母是老实本分的农民。因为家
境穷，他高中毕业后曾南下广东打工两年，
再返回学校参加高考，结果一举成功。

随即，我从网上淘到了王继怀先生的
散文集《收集幸福》，立马挤时间认真阅读
起来。这本书收录了王继怀的95篇散文，
分成四辑。

第一辑“有朋自远方来”，选辑了《听
雨》《传递》等22篇散文，主要表达了对故
乡的绵绵情思。他在《听雨》中开篇写道：

“静坐在书桌前，窗外正下着雨。听着雨打
篷的声音，听着这温馨而又富有诗意的雨
声，我的思绪又回到了久别的故乡，耳畔
响起了儿时大山里的雨声，想起了一个个
关于听雨的故事。”这里作者听的是眼前

的都市之雨，思的是遥远的故乡之雨。小
时候的作者比较淘气：“微风细雨中，我常
赤着脚，斗笠也不戴，漫步在田野，任凭雨
淋着，享受着雨中的这份惬意。”即使是讨
得母亲的一番教育也在所不辞，天真可爱
的童趣跃然纸上。他还常常“闭上眼睛，静
静地听着雨打芭蕉，雨敲房顶，雨击田野，
雨落池塘……时大时小，时缓时急，时断
时续，时高时低。听其声，听其调，听其韵，
让心灵随着雨声的节奏一起飞舞。”听雨
都能听出如此诗意般的美感，难怪他的这
篇文章会被选为中考语文试题，被选入很
多版本的教辅读物。一个情感丰富的人，
故乡的一草一木，都会成为其寄托乡情的
载体。如《故乡的春笋》《故乡的楤木》《金
樱子酒》等篇章，非常感人，常会把读者悄
然带入到美丽的山乡，与作者一起重温那
贫寒而又快乐的童年。

第二辑“他乡成故乡”，选辑了《收集
幸福》《在城里有一块菜地》《故乡的夏夜》
等 22 篇散文。这一辑主要是写作者慢慢
融入城市生活，把“他乡变故乡”的过程，
并由此所产生的浓郁乡愁。像《他乡成故
乡》记叙的是他从广州乘高铁到邵阳，看
到这片熟稔的土地，回忆起自己在这个生
活了 11 年的“第二故乡”，心中涌起了无

限“怀乡恋土”的情愫。在他看来，“乡愁是
最诗意的风景”。故乡的淳朴与温情是作
者多年来游走异乡的底气，而都市的和谐
与包容是作者获得力量的源泉。

第三辑“生活需要诗意”，选辑了《懂
得感恩》《把喧闹声当成音乐》《掬水月在
手》等27篇散文。这一辑告诫人们不管是
生活在故乡还是在他乡，要学会享受生
活，感受生活的韵味，既要学会“欣赏你的
工作”“把喧闹声当成音乐”，也要“敢于断
舍离”“用好你的善意”，相信“希望的力
量”，让自己尽快进入“最好的状态”。

第四辑“笑着迎接每一天”，选辑了
《手扶犁耙眼向前》《换个角度》《活得有张
有弛》等24篇散文（或小品文）。这辑的主
题与第三辑的大多相近，写的是自己对生
活的感悟，内容信手写来，清新自然，如话
家常。作者用一双诗意之眼丈量生活，文
字里有历经坎坷后的豁达与超脱，亦有面
对顺境时的谦卑与沉潜。读了这辑文章，
读者会不由自主地对照自己，反思过去，
感恩人生。

总之，王继怀先生的散文，处处洋溢
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朴素真切的情感，给
人以温暖和力量。

（林日新，武冈市作协副主席）

给人以温暖和力量的佳作
——读王继怀散文集《收集幸福》

林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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