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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凌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兼职教授

蓝天白云下，青山绿水间，聆听小
鸟呢喃，远离都市的喧嚣，仰首与蓝天
对望， 俯首与土地亲近……作为一名
乡村教师，我有一个“开心农场”。

想当初，由于长期伏案工作，步入
“知天命”的我，颈椎、腰椎都出现了毛
病 ，加上身体发胖 ，出现了 “三高 ”症
状，一堂课下来总是气喘吁吁。日益不
适的身体，几乎让我告别讲台。医生叮
咛我，要多运动，多吃果蔬少吃肉。

为了摆脱窘境， 保留心中那块神
圣的“三分地”，我决心按照医生的要
求， 加强锻炼。 如何锻炼？ 我左思右
想———像年轻教师一样， 在运动场上
打篮球、踢足球等 ，每天坚持场上剧
烈运动，我这“老胳膊老腿”显然吃不
消；一个人没事常在山林里转，做“光
杆司令 ”，也不妥 ；种花养鸟 ，我还不
到那样的年纪。 思来想去，我选择从
学校附近老乡家里借用一块自留地，
作为坚持锻炼身体、改善个人生活的
“基地”。 打那以后，我利用课余时间，
拜老乡为师 ，甘当小学生 ，尝试着翻
土撒种、浇水施肥、除草采摘，耕耘起
自己的 “三分地”， 玩起了现实版的
“开心农场”。

起初，我没有古人“采菊东篱下”
的闲情，也没有今人“赠人玫瑰”的逸
致， 只想坚持锻炼。 可每每劳作半小
时，就觉得腰酸背痛，双手时常也起血
泡。那年恰逢“秋老虎”，刚刚浇过水的
土，经太阳一晒，又变得干硬，我不得
不重新担水行走于烈日之下。 不久，
我被太阳晒得像泥鳅一样 ， 黑不溜
秋。 冬去春来，我逐渐懂得，种菜是和
季节之间的一场“争夺战”，是与杂草
和害虫之间的“生死战”，需要不失时
机地与时间赛跑 ， 需要巧妙地与杂
草、病虫害抗争。 否则，将一无所获。
从那时起 ，隔三岔五 ，特别是周末放
假 ，别人休息时 ，我便下到菜园去忙
碌。 终于，目睹从种子发芽到果蔬飘
香，我感觉所有的辛劳烟消云散。 这
种成功的喜悦从未有过，让我备感欣
慰，并乐此不疲。

在农民朋友的帮助和自己不懈
努力下 ，如今 ，菜园子里各种时令果
蔬还真不少。 辣椒、茄子、韭菜、豆角
等有机蔬菜，应有尽有。 每每到菜园
一转，总能满载而归。 除了满足自家
需求之外，也尽可能地满足亲朋好友
之需。 过去，我也经常为农药、化肥、
食品安全等“世界难题”发愁，而今面
对一年四季果蔬不断， 绿色又安全，
我忙于 “偷乐 ”，少了埋怨愤懑 ，多了
健康休闲。

一脚沾上泥土，一脚迈向讲台。经
营自己的“开心农场”之后，大家都夸
我是“一个真正的农村教师”。 享受安
适静谧， 挥洒劳动汗水， 追求美好幸
福，养成良好的工作生活习惯，保持旺
盛的工作干劲和生活热情。 这也是一
种为师的洒脱吧。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赣州市章贡
区沙石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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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

“来来来，喝一碗热腾腾的心灵
鸡汤吧。 ”

高考前后，或许是忧心“范进中
举”的闹剧重演，或许是惧怕落榜者
轻生的悲剧再现，网络上，安慰高考
生的一大波鸡汤式的励志故事正在
汹涌来袭。

先有一道咄咄逼人的考题横空
出世———这两份名单， 哪份你认识
的人多一些？

一份是，傅以渐、王式丹、毕沅、
林召堂、王云锦、刘子壮、陈沆、刘福
姚；另一份是，曹雪芹、胡雪岩、顾炎
武 、金圣叹 、黄宗羲 、吴敬梓 、蒲松
龄、洪秀全。

看起来，选择并不困难。 如果不
是向来两耳不闻窗外事，也从来不读
圣贤书，想来这道题谁也不会答错。

但答案揭晓， 还是令人大跌眼
镜———前者全是清朝科举状元 ，后
者全是当时的落第秀才。

于是，被“调侃”了的做题者恍
然大悟：答案背后，远不止对错那么
简单。

紧随其后，一份“当代中国的十
大落榜名人”名录张榜公布，引起轰
动。 这其中，马云、孟非、宋丹丹、巩
俐、汤唯、俞敏洪、徐静蕾等在当今商
界、娱乐界等领域成就斐然的一众人
等赫然在列，而他们，无一例外都曾
是高考落榜生。至于马云当年高考数
学仅得 1 分，俞敏洪英语仅得 33 分，
孟非落榜后去深圳打工等知名落榜
生的“悲惨”故事，更是流传甚广。

考试成绩好的状元们少有青史
留名，反而是落第者或成为文学家，
写出传世名著； 或成为行业领袖人
物，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 此
番光景，恰与近来在广泛流传的“状
元未必真豪杰”论调如出一辙。 有媒
体查阅了 1977 年到 2009 年 32 年
来全国的 124 名高考状元， 公布了
他们的职业发展调查报告，并称“他
们一个都没有成为所从事职业领域
的领军人物”。

会心的人自然付之一笑， 但较
真的人还要刨根问底。

状元无能， 落第有理， 此事当
真？ 有将信将疑的“好事者”查经据
典，另辟蹊径地列出了第三份名单：
王维、文天祥、柳公权、贺知章、郭子
仪、苏轼、张居正。 除了苏张二人因
才气过于出众而被考官刻意压制以
外，余者无一不是状元。 这几人，与
曹雪芹、胡雪岩、顾炎武等人相较 ，
名气可有丝毫逊色？

而自新中国恢复高考以来斩获
状元头衔的人们，虽未必人人成功，
但大多数今天也成了大学教授、企
业董事长等精英人士， 堪称社会的
栋梁。 那些落榜的“行业领军人物”
如马云者，事实上也只是少数，他们
的故事很难说具有普适性。

或成或败，实与“状元”、“落榜
者”的身份无多少关联。 毕竟，无论
中举还是落榜，是金子总会发光。

鸡汤虽鲜，不可贪杯。 人们苦心
孤诣地列出各类名单， 搜罗各种故
事，更多的还是想告诫毕业生，不必
太在意一时之得失， 比高考更重要
的事情，还有许多。

正如一位校长在毕业寄语里写
道：“再回忆高考/其实本质上没有
考得好与差的说法/重要的是所有
的年轻人在一起/做份试题/然后决
定去哪座城市/做什么工作/今后和
谁相知/和谁一起旅行/和谁走一辈
子/不管故事怎样/结局如何/一切
都是美好的……”

人生是场马拉松，胜败之分，又
岂是一场考试可以决定的？

仔细思量， 倒是南京胜棋楼上
一副经典对联的下片， 正可以作为
注脚———“胜固欣然， 败亦可喜，如
何结局，浪淘尽千古英雄……”

（黄浩）

状元与落榜生

高考日，男孩比平时整整早起了一个
小时。 不为别的，只是担心在赶往考场的
路上，会发生一些意外，耽误他参加高考。

刷牙、洗脸，吃着母亲为他准备的早餐，
只用了十分钟的时间。 做完这些，男孩把考
试必须带的身份证、 准考证等放进包里，转
身对在厨房忙着的母亲说，妈，我走了。

孩子，小心点。妈妈没时间陪你去，一
切靠你自己了。 母亲内疚地说。

男孩理解母亲， 从他懂事那时起，男
孩就发现了自己和别人不一样的地方，比
如，别的孩子有好玩的玩具，他没有；别的
孩子到处吃好吃的，他没有；最为明显的
是，别的孩子都有一个父亲，他也没有。

等他懂事了，从邻居躲躲闪闪的话语
中，男孩终于知道了，原来在他很小的时
候，父亲就离家出走了。

好几次，在睡梦中，他都能听到母亲
躲在被窝里哭泣，懂事的他，隐隐约约地
懂得了母亲内心的痛苦。 从那以后，他只
在心里默默地呼唤着“爸爸”两个字，在母
亲面前，男孩却总能强颜欢笑。

母亲为了给他创造更好的条件，每天
早出晚归， 而干的却是工资不高的钟点
工。 有时候回家早了，母亲还会到外面去
捡饮料瓶去卖。有时他要帮母亲做点家务
活，总被母亲阻止了，母亲只要他好好学
习，学好本领，长大才能过上好日子。男孩

听了母亲的话，总是默默地点点头。
一天又一天，多年的 365 天，男孩渐

渐长大 ，上完初中 ，上完高中 ，迎来了高
考。 在他的面前，出现了一道曙光，他终
于看到了希望。 并且， 男孩有十足的把
握，自己能考出不错的成绩，等过几年大
学毕业，就可以出来工作。 到那时，母亲，
为了他操劳一生的母亲， 就可以好好地
颐养天年了。

男孩边走，边想着。几分钟之后，男孩
来到了公交站点，等着坐公交车去考场。

5 分钟，10 分钟，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
去，他经常坐的 46 路车却不见踪影。半个
小时过去了，男孩开始焦急起来。 虽然出
门之前，母亲千叮万嘱，坐不到公交车一
定要记得打车，可是想着将要付几十元的
士车费，他想想还是忍了下来。

又是几分钟过去了。再不走就来不及
了，他决定豁出去了，就打一次车吧。这样
想着，他向前走了几步，向的士挥手。可是
这时的的士，却比刚才更不好打了，都在
转着四个轮子飞快地奔跑着。男孩的内心
开始焦急，眼见再不走就会迟到。 他不免
心急如焚，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

年轻人，你是要参加高考吗？路边，一
辆黑色的小车缓缓地停了下来，车主摇下
车窗，探出头来问他。

是啊！的士真难打，再不走来不及了。

男孩焦急地说。
上车吧，我送你。 对方说。
男孩有点忸怩，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回

答。 并不是不放心让对方送，毕竟和人家
素不相识，会让男孩心里觉得不安。

上车吧，别犹豫了。 男人和蔼地说。
不能再等了。他想了想，果断地上了车。
车主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戴着一

副眼镜，面容和蔼。车在行驶的过程中，男
孩知道这个男人的儿子去年高考，被一所
重点大学录取。 也是在去年，男人听他儿
子说高考日有同学因为打不到车或者堵
车，考试差点迟到。 那时，男人就决定，在
高考的这几天，出来送学生参加高考。 刚
才在公交车站， 男人看到男孩焦急的眼
神，再看男孩一身学生装，便猜到了几分，
主动上前打招呼。

车在考场附近停下的时候，男孩看了
看手表，感动地对男人说了声“谢谢”。 男
孩想打听男人的手机号码，想在合适的时
候发个短信跟对方道谢， 男人微微笑了
笑，说，年轻人，赶紧进去吧，举手之劳不
用想那么多， 你就当我是你的陌生父亲
吧。 说完，男人驱车走了。

陌生父亲！ 男孩的心里涌起一股暖
流，这亲切的称呼使他在内心幻想着自己
亲生父亲的样子。 他会心地笑了笑，迈着
坚定的步伐向考场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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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吧

生活大爆炸 5超越平凡的力量
———电影《我的教师生涯》里的教育启示

叙事平淡， 一如片名———《我的教师
生涯》，故事琐碎，如一日三餐粗茶淡饭。
然而，静静流淌的时光变幻之中，不变的
是一位乡村教师 40 年对孩子的爱和对教
育理念的坚守。 影片的最后，当我看到发
花白、背微驼的陈玉老师，在自家小院为
陪伴了他一生、也等待了他一生的女人拉
起手风琴的时候，自己已泪流满面。

教师是渺小的， 在那些特殊的年代
（“大跃进”、“文革”）尤其如此。 生活的清
苦、环境的灰暗，这似乎还在其次；更艰难
的是，面对人们脑海中根深蒂固的落后教
育观，以及无所不在的野蛮权力场，陈玉
感觉到自己如草芥般微不足道，这种无力
感伴随着他的整个教育生涯。 严厉的体
罚，只顾及眼前的教学、无视学生特长发
展的粗暴管理，副科理所当然地让位于主
科的“主流意识”与“集体选择”等，有时压
得他几乎喘不过气来。 那个年代里，对教

师生存空间的严重挤压，对教师生命尊严
的肆意践踏，更让以知识为生、以思想为
命的教师感受到压抑。

时至今日，作为个体的教师，力量仍
然有限。 然而电影中，从陈玉的教师生涯
来看， 我们从不缺乏思想高贵的教师，从
不缺乏心有大爱的教师，从不缺乏平凡而
不平庸的教师。

他可能在最贫困的深山村小教书，一
辈子都没走出过大山；他可能一人兼任学
校的校长 、教员 、炊事员 、保姆等所有角
色，因为学校只有他一个教师；他可能每
个月只有微不足道的薪水，养家糊口都成
问题。 然而，在他文弱的身躯里始终涌动
着高贵的思想。 看到学生受到严厉体罚，
他会感到不安，会不由自主地想阻止这样
的行为，尽管收效甚微；发现学生学习单
调，他会想方设法，甚至不惜与校长据理
力争，用音乐来熏陶学生的心灵、培养学

生的特长；感知到学生因对生理知识的无
知而出现心理问题， 他会不顾世俗压力，
给学生传授生理卫生知识，尽管因此会给
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他不会没有感
觉到其他教师为了提高考试成绩而拼命
挤占副科时间的“普遍压力”，但他依然选
择坚持上好所谓的“副科”，并且勇敢地面
对不解和质疑———“我按教学大纲上课有
错吗？ ”

心中存大爱的教师，即便在几乎与世
隔绝的村小里，也会为学生的长远未来而
考虑，而不是仅仅为乡亲们“写写对联、状
子，算算账”；他不让原本丰富多彩的教育
异化为学习和考试，而会为学生争取更自
由的教育发展空间， 包括坚持上好音乐
课、美术课；他会坚持“不能可惜了孩子”
的朴素想法，对那些有突出才能的学生进
行“重点培养”；他会让那些贫困、离家远
的学生住在自己家，与家人“同吃同住”；

他会“苦口婆心”地劝说家长送有潜力的
孩子去参加“声乐培训”，在家长无力承担
培训费用的情况下，他会自己掏腰包。 “可
不能对不起孩子”是他的一贯原则，尽管
会因爱学生而胜过， 或者错过爱家人，甚
至愧对家人。

乡村教师的人生是平凡的， 平凡得
有时会让人感到时光停滞。 然而，总有平
凡之中不失良知，平凡之中超越自我，平
凡之中坚守理念的“陈玉们”在坚守。 他
或她或许平常如邻家大哥大嫂， 平淡如
无色无味的白开水， 但在他或她静静流
淌的生命小溪里， 会有稳如磐石的做人
良知，会有期待远方的激情涟漪。 正是有
了 “陈玉们 ”无悔一生的平凡坚守 ，才照
亮了乡村孩子的前行之路， 也才撑起了
乡村教育的脊梁。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谷城县冷集镇第
三中学）

□刘义富

最优惠的价格 最实用的书讯
教师用书 校长用书 局长用书
购书热线：010-82296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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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个
“开心农场”

□衷 祥

《土地没有失
忆》 以一种类似油
画的方式， 给观者
带来了强烈的抽象
视觉体验。 画面中
的土黄色和褐色让
人联想到大地 ，而
艺术家笔下的土地
不 再 似 往 日 般 温
存， 色彩的独特肌
理不禁让我们联想
到干涸和枯萎的土
地， 这一切在浓烈
色彩的烘托下更是
显得伤痕累累。

对环境和土地
问题的揭示，体现了艺术家对于社会现实的关照，同时表现出对当下人们生存状态和心理的洞悉。 艺术家将人性与自然联
系在一起，流动的色彩仿佛成了被岁月冲刷后变得残缺不全的记忆。不过在画面中，我们也看到了积极的因素。画面中大片
热烈的红色，代表了土地本身孕育着的新希望。 饱和的红色、绿色与蓝色伴随着快速的运笔被定格在画面
上，与暖色调形成对比。同时，水彩的特性又赋予了画面以流动性和韵律感，仿佛让人们联想到这片土地上
曾经存在过的柳绿花红和盎然生机。艺术家希望通过这件作品告诉人们，正如对于过去的记忆总是深深根
植于人们的心中一样，土地本身具有记忆，它正用自己的方式，唤起人们对环境和现实问题的关注。

中国教师书画院

《土地没有失忆》

梁舒涵
（美术评论家、北京大学
艺术学院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