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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的阳光依旧浓烈，早晚还是
有一丝初秋的清爽，慷慨地洒在校园
的每一个角落。校园大门敞开，像是
一个温暖的怀抱，热情地迎接着归来
的学子和初来的新生。

走进校园，那熟悉的气息扑面而
来，仿佛是一位久违的老友，亲切而令
人安心。操场上的青草在微风中轻轻
摇曳，它们似乎刚刚从沉睡中苏醒，带
着些许慵懒，却又充满生机。假期里
的操场是安静的，只有偶尔掠过的飞
鸟会打破这份宁静。而如今，孩子们
的欢笑声、脚步声让这片草地重新焕
发出活力，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假期
的宁静与此刻的热闹。那片操场，曾
见证过多少青春的奔跑与追逐，承载
过多少梦想的起飞与降落。

教室里，桌椅摆放得整整齐齐，像
是等待检阅的士兵。黑板上还残留着
老师放假前留下的最后一行字，此时
却让人感到一种崭新的期待。那些熟
悉的桌椅，曾经承载着我们的思考、欢
笑和梦想，如今又将见证新的成长和
奋斗。窗户被擦得一尘不染，阳光透
过玻璃，在地面上洒下一片片明亮的
光斑。墙上的奖状和优秀作品展示，
记录着过去的荣耀与成就，也激励着
我们在新的学期继续努力。

同学们的欢声笑语在走廊里回
荡，声音此起彼伏，交织成一曲充满活
力的交响曲。有的在分享着假期的趣
事，眉飞色舞地讲述着旅途中的奇闻

异景，或是与家人共度的温馨时光。
那生动的描述，仿佛将大家都带入了
那些美好的场景之中，让人感同身受；
有的在谈论着新的课程，对即将开启
的知识之旅充满好奇和期待。他们兴
奋地交流着对不同学科的见解，想象
着在课堂上能够学到更多的知识，开
拓自己的视野；还有的在憧憬着这一
学期的精彩，想象着在运动会上一展
身手，在文艺表演中大放异彩。他们
的脸上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对知识的
渴望，那明亮的眼神中闪烁着对未来
的无限憧憬。

老师们忙碌的身影穿梭在校园的
各个角落，他们精心准备着教案，用微
笑和关怀迎接每一位学生。那亲切的
眼神，如同明灯，照亮了学生们前行的
道路。办公室里，老师们围坐在一起，
热烈地讨论着教学计划，如何让课程
更加生动有趣，如何帮助每一位学生
取得进步。他们的声音中充满了责任
和热情，为了学生的成长，他们愿意付
出更多的心血和努力，精心设计每一
堂课，寻找最适合学生的教学方法，耐
心解答每一个问题，关心着每一个学
生的成长。

新的课本散发着淡淡的墨香，翻
开第一页，仿佛打开了一扇通往知识
宝库的大门。那崭新的书页，洁白如
雪，等待着我们用智慧和汗水去书写
属于自己的精彩。书包里装满了梦想
和希望，每一支笔都准备好书写新的

篇章，每一个笔记本都期待着记录下
成长的足迹。我们带着对未知的探索
欲望，走进知识的殿堂，去追寻真理的
光芒。在知识的海洋里，我们将如饥
似渴地汲取营养，不断充实自己。

校园的花坛里，花朵争奇斗艳，红
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它们似
乎也感受到了开学的喜悦，在微风中
轻轻点头，为校园增添了一抹绚丽的
色彩。蜜蜂在花丛中忙碌地飞舞，采
集着甜蜜的花粉，它们的勤劳仿佛在
告诉我们，只有付出，才有收获。蝴蝶
在花丛中翩翩起舞，与花朵相互映衬，
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每一朵花都
有自己独特的姿态和芬芳，它们共同
装点着校园的美丽，也让我们感受到
生命的多姿多彩。

操场上，国旗在风中飘扬，那鲜艳
的红色是我们心中的骄傲和信仰。开
学典礼上，校长的讲话激励着每一位
同学，鼓励我们在新的学期里勤奋学
习，勇敢追求梦想。他的话语如同一
阵春风，吹走了我们心中的迷茫，点燃
了我们奋斗的激情。国歌声响起，全
体师生庄严肃立，那一刻，我们心中充
满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信心。
我们深知，自己的成长与祖国的发展
息息相关，只有努力学习，才能为祖国
的繁荣贡献自己的力量。

图书馆里，书籍整齐地排列在书
架上，等待着同学们的翻阅。这里是
知识的宝库，每一本书都是一扇通向

不同世界的窗户。在安静的氛围中，
我们可以沉浸在书的海洋里，与古今
中外的智者对话，领略人类文明的博
大精深。实验室里，仪器设备摆放有
序，散发着科学的气息。同学们好奇
而专注的眼神，透露出对未知世界的
探索欲望，仿佛即将揭开宇宙的奥秘。

开学了，校园的每个角落都充满
了希望与活力。我们在这方天地里，
怀揣着梦想，迈出坚定的步伐。此刻
的校园，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是一
首激昂奋进的乐章，更是一座孕育希
望的灯塔。

未来的日子里，或许会有挫折与
困难，但我们无所畏惧。因为在这开
学的时刻，我们已鼓起勇气与决心，向
着远方的星辰大海，扬帆远航。当我
们回首这段时光，定会为今日的勤奋
而骄傲。让我们在这新的学期，书写
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留下青春最美
的印记。开学了，新的起点，新的诗与
远方，我们的又一个故事，或许才刚刚
开始……

每个人在求学生涯中，都会遇到
许许多多的老师。我遇到的老师当
中，最难忘的是一位与我同姓的老师。

上初中一年级那年，我13岁。魏
老师走上讲台的那一刻，我和同学们
惊呆了，她年轻有气质，皮肤白皙，乌
黑亮丽的长发，瓜子脸，眼睛大大的，
身穿米白色套裙。通过她的自我介
绍，我们对她有了初步的认识，她才
22岁，刚从本地师范大学毕业。她不
教语数外，教地理，担任我们的班主
任。当她走下讲台，从同学们课桌边
走过，散发出一股淡淡的香气。跟戴
望舒《雨巷》中的丁香姑娘模样一般，
美极了。

进入初中时，我的身高就有一米
七，坐在教室的最后排。我性格内向，
很少跟老师和同学们交流，我把精力
都集中在学习上。一开始，魏老师并
没有关注我。第一次期中考试后，我
的成绩不错。魏老师第一次让班长通
知我去她的办公室，在去办公室的路
上，我心里偷着乐，魏老师可能会表扬

我。满怀喜悦的我到了办公室，轻轻
地叫了一声：“魏老师。”魏老师正在看
一张试卷，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我
们五百年前是一家呢。”接着她说，“还
真小看你了，没想到这次考得这么好，
各科成绩都不错。”魏老师说话的眼睛
放着异样的光彩，充满了惊讶，随后是
赞许鼓励的目光。我读懂了魏老师的
目光，她希望我不要骄傲，继续努力，
争取更好的成绩。

初次体会魏老师的目光，我感到
无比温暖。当时我心想，她是一位和
蔼可亲的老师，属于知心姐姐类型。
但是一次地理考试，打破了我对魏老
师的认识，这次地理考试，虽然我得了
高分，但由于我看题不仔细，把两道很
简单的题目写错了。魏老师不但在我
的试卷错误处打了两把大叉，还叫我
去办公室谈了话，严厉地批评了我粗
心的毛病，她说：“本来满分，就是由于
粗心，把两道简单的题做错了。”还告
诉我做完题目后要仔细检查，并让我
准备错题本，记下，没事就可以看看，

自我反省，改掉粗心的毛病。此时，她
的目光是严厉的，如剑一般，直射我的
眼睛，让我的心涩涩的。不仅如此，她
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指出我考试出
错的题目，出错的原因，我低着头，脸
羞得像个大红苹果，心中默默地念叨，
时间快过去吧。

此时此刻，魏老师的目光就是严
厉的了，不再是大姐姐类型，而是一位
严苛的老学究类型老师，但现在想来，
她是善意。初二下学期，经同学们投
票，我担任了班级生活委员。当教室
的吊灯坏了，要申请经费维修，我立即
打了报告，让魏老师签字，魏老师看了
报告后，并没有说什么，立即签了字，
她的目光充满了信任，对我做事很是
放心。初三上学期，由于班级纪律委
员做大好人，不管事，班级课堂纪律有
所松懈，几位任课老师向班主任魏老
师反映了这一问题，魏老师得知后，心
里很急，经过与任课老师沟通，并与班
干部开会及与同学交流，她决定让我
兼任班级纪律委员。她找我谈话时，

肯定了我的上课纪律，并让我担任班
级纪律委员，希望我切实履行职责。
她的目光是坚定的，我读懂了，她是全
力支持我的工作。经过一段时间我的
监督与同学们的自觉，班级的课堂纪
律有了很大改善。魏老师看在眼中，
喜在心中，她的目光是喜悦的。全班
同学的共同进步成长就是给魏老师最
好的礼物，她的心得到了安慰，从每天
遇见我她闪闪的目光中可以体会。

魏老师整整当了我三年班主任，
她的目光伴随了我整个初中学习生
涯。岁月不居，时光飞逝，二十多年过
去，如今魏老师已是一所中学的副校
长，中学特级教师。本家老师不但教
给我文化知识，还从小事中让我明白
一些道理。曾经本家老师的目光，还
有那份毫无杂质、毫无保留、纯真的、
纯粹的师生情谊，让我终生难忘！回
想当年，本家老师的目光有时如阳光
般，有时如清风般，有时如暴雨般，有
时如雨露般，无论温柔、严厉与苛刻，
都是我前行的不竭动力。

秋天的梦境

□蒋光明

把你的小手
轻轻搭在我的肩上
三尺讲台前的我们
便成了一生的伴侣

这偶然的默契
激励着旋转的脚步
我们走过多少人生的坎坷
那种姿态窘迫而寒碜
就在眼前
无数的花朵如谷雨纷纷
融入土地
而后消失

头发开始斑白
我们浇灌一茬又一茬的禾苗
像山背面的松枝
越过多少的暗淡时光
迎来新春
凝眸相望
教书育人
一页一页翻过的风景
总是清新静美

为了一年又一年
春华秋实的甜蜜
青春的你和我在校园里
送走多少寒夜
迎来多少黎明

我们要珍惜这有缘的一生
如春风融入花蕾
如秋叶拥抱泥土
热闹与恬静
都是我们温柔的奉献
听那考场的沙沙笔声
是续接我们年轻的优美琴音
如九月的书声响遍山海
这是你的梦境
也是我的梦境
是所有教坛伉俪的梦境

奔 跑

□李金玉

踩着点闪进车厢
耳边“嗖嗖”的凉风来自山谷
零星的野花开在枕木旁

快过期的电影卡
将银幕上的镜头徐徐推开

火车呼啸而过
太阳和月亮落在后面
那个结尾很遥远
还听不见“哒哒”的马蹄声

月亮有好多造型
都是奔跑的姿势
她模仿了最美的一种
裱成一幅画

火车停下来时
山坡的斜度缓了下来
风也慢下来。她的身边
开出了蓝色小花

对未来露出微笑

□吴文政

窗外格外的晴朗
天空像海水一样湛蓝
星光明亮
这样的时光，多想呵
永远在身边
让星光把我们一起照亮
我的孩子
如果快乐，就一起快乐
如果悲伤，就一起悲伤
塘边红色的美人蕉
开了一茬又一茬
开学的朗朗书声
唤回了我乡间的童年时光

多想和你们永远在一起
我的孩子
多想与你时刻一起
被风吹着，并着肩
轻轻地仰望
稍远一点儿的湖
就像站在故乡的山巅
看稍远一点的麦田和村庄
心头泛动莫名的感动
和对远方的向往
如果感到悲伤就一起悲伤
如果感到幸福
我们就一起对未来露出微笑

1988年，我转学到铁匠沟中学上初
三，三位老师分别教语文、数学、英语。
语文老师田进先生，个子瘦高，语调沉
稳，二十六七岁的样子，是我们初三（1）
班班主任。学生之中流传许多关于田
老师的掌故，比如说他脚不大，与身材
不成正比；比如说他很“迂”，处事不大
灵活等等。

田老师是学校的金牌语文老师，初
上几节课让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很多作
业题型，以前闻所未闻，做起来不适
应。田老师很不客气地说，你们这几个
转学来的学生，怎么门都没有。从上小
学开始，我一直都是语文“金牌学生”，
听了田老师的话不免不服气，寻思着找
个机会为自己正名。机会终于来了，我
煞费苦心地写了第一篇作文，自己跑进
办公室放到了田老师桌上。十分钟后，
田老师拿着我的作文本满脸笑容地走
进教室，对这篇作文大加褒扬。因为田
老师的鼓励，事隔多年我还清楚地记得
这篇作文，并且在多年前办作文辅导班
时，用这个旧瓶装新酒教学生如何写，
效果居然还不错。

学生宿舍是一排低矮的平房，每一
间人都塞得满满的，走进去都要侧着身
子。冬天，和我睡一铺的兄弟没打招呼，
就卷着他的铺盖辍学回家了，我对着一
床棉絮发愁，不知晚上怎么度过。田老
师查房看见了，马上叫我到他的寝室，我
怀着紧张的心情和他挤了一夜。第二天
和另一个同学商量好了共一个床铺，没
想到田老师又来叫我。从此直到学期结
束，我都赖在他寝室里没走，还偷偷喝过
他的酒。有一次很出乎我的意料，他问
我认不认识我们村里的某女，说当年有
人给他“介绍”过，没有成功。

田老师对古代汉语和古代文学研
究较深。讲起文言文某个字的用法，总
是不厌其烦地告诉大家，华工版的辅导
材料上是怎么讲的，人教版的是怎么讲
的，陕西师大版的是怎么讲的，而荆州
地区中考又是怎么给的答案。那时我
想，直接告诉我们中考答案不就行了，
讲那么多不吃亏吗？说他“迂”可能主
要是这方面的原因。

说说教数学的蔡烈山老师吧。起
初我非常怕他。原因有二：一是我的数
学太差，常常连最简单的题目都做错；
二是他长得一脸杀气，一开腔如打雷，
总让学生胆战心惊。我这样的“跛腿
子”，自然只敢站在远离他的地方了。
那时最怕他扯起嗓子大吼一声：“真不
知道有些人是怎么混进重点班来的！”
他没点名，我却总疑心是在说我。

大约老师总喜欢听话的学生。我
虽然数学成绩忝居全班倒数第五，但蔡
老师对我的表扬却渐渐多起来了。不
外乎就是态度端正、听课认真之类的。
对于这样的表扬，我深感有愧。自己最
清楚，端端正正貌似认真地在听他讲函
数方程式，想的却是下课后把田老师《宋
词鉴赏辞典》里的词再抄几首。不过蔡
老师并没有放弃过“挽救”我的机会，谈
心，激将法、个别辅导这些方法都用上
了，可惜我就是不开窍。可能是看到我
实在无可救药了，蔡老师就这样鼓励我：

“你的语文很好，数学很差。这就像一个
人瘸了一条腿，但他习惯了，有时走得比
两条腿的人还要好。”遗憾的是，我到今
天都还没“走”好，于人情世故之类的大
学问，依旧是茫茫然不明其里。

几个月后，蔡老师知道和我家还有
点亲戚关系，论起来我要叫他姑爷，于

是便让我住进了他家。经常会有这样
的情况，我下课了准备去食堂打饭，看
见碗里放着一条鲫鱼或青椒肉丝之类
的。原来他嘱咐过阿姨，做了好吃的别
忘了给我留一份。还有一次，我下了晚
自习写日记，表达对蔡老师偏爱成绩好
的学生的不满，他不知什么时候踱到我
背后，写完日记回过神来我才发现他，
不禁吓了一大跳，赶快用手捂住日记
本。他笑了笑，轻描淡写地说：“在写作
文啊！”就走开了。当时我觉得十分侥
幸，后来一想，他分明是看到了我写的
内容的。

教英语的朱振雷老师是位诗人，后
来从事新闻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中
期，朱老师可谓是得风气之先的人。那
时，他一头长发，抱着吉他高唱《站台》
的形象，很长时间内成为镇民的谈资。
前不久和一老友讲起陈年故事，他对朱
老师的概括便是“一把破吉他，几首朦
胧诗。”

朱老师上英语课的时候，常常穿插
进大量的中国历史知识。对外国的各
种新思潮的介绍、对社会焦点问题的评
述，都让我们耳目一新。他给我们讲现
代诗，我一直记得这句“古城墙是好多
好多女人的泪筑成的”，还有“我穿上朝
靴，走进吴敬梓的生活”。对我而言，这
些句子的确开启了一扇新的窗子。在
他的蜗居里，我第一次读了泰戈尔的

《园丁集》，郭沫若的《女神》，还有惠特
曼的《草叶集》。

一晃三十多年就过去了，蔡老师已
作古，想来田老师应该退休了。三十多
年来，我只和朱老师常有联系。今天想
起他们，想起少年时光，心里便增添了
一些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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