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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韩兰英老师离开我们半个

世纪了，但她依然活在我的心中。她

爱岗敬业的工作精神，坚忍不拔的生

活态度和清白做人的高尚品质，一直

激励和鼓舞着我。

新中国成立前后，韩兰英曾在临

汾县的几个村镇小学任教，1958年我

调入伊村小学，与韩老师同住一间

房，同吃一锅饭，同点一盏灯，朝夕相

处，共事 6 年，她给我留下了一生难

忘的印象。

韩老师比我大 12岁，我称她“大

姐”。大姐个子不高，齐耳短发，平时

言语不多，稳重大方，对人宽厚，和蔼

慈祥。我和韩老师挤住一间小屋，她

和两个孩子睡一个大炕，我在另一侧

支一张单人床，窗台下是我们共用的

一张办公桌，我们在桌前煤油灯下备

课批改作业，也做一些针线活。

那些年韩老师 30多元的工资供

养着全家六口人生活，她把仅有的一

些细粮留给孩子，自己吃粗粮，隔三

岔五总要去村外挖些野菜，以补粮食

不足。她缝制的一件月白色对襟单

衫一穿就是十多年，直到她去世。

1958 年我们响应国家“全民动

手，大办农业”的号召，在校园内办起

了“小农场”，种了蔬菜。有一次下课

后，韩老师看见五岁的小儿子一手拿

着一个窝头，一手拿着一棵小葱——

小葱是在菜园里拔的。很少发脾气

的她发了火，训斥儿子之后又让儿子

舀了一瓢水把那棵葱苗栽种到原来

的地方。

1959年开展“教育改革”，韩老师

积极参与，背上干粮徒步去周边学校

参观取经，经过几个月奋战终于制作

完成了多项新教具。她制作的大型

沙盘“红军长征路线图”颇为引人注

目。之后韩老师又在“小农场”试验

成功了马铃薯与西红柿的嫁接……

这一次次改革探索受到了师生欢迎

并被广为传颂。

韩老师不仅是班主任也是小学

部主任，承担的任务艰巨。但她生性

好强，从未因自己的事影响教学。她

甚至经常牺牲节假日挨门逐户家访、

补课、劝解辍学孩子返校读书。我曾

多次和韩老师去辍学学生家中走访，

有一次遭遇大黄狗，韩老师的棉裤被

撕开了一条一尺多长的大口子，幸好

没有伤及皮肉，学生家长闻声赶来才

解了围……也就是这样的“诚心”，让

家长决定送孩子返校上学。

那时候，韩老师带的班级辍学学

生返校率达百分之百，为此得到上级

的表彰和全校老师的称赞。校长邵

青铎怕她身体受不了，多次特批她休

假看病，她却总说，我还能坚持，等这

批学生毕业后再说……没想到韩老

师因劳累过度，积郁成疾，1968年 2

月 12 日永远离开了她的学生，时年

48岁。学生闻讯而至，匍匐灵前，长

跪不起……

一位从事援外的专家曾是韩老

师的学生，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韩老师不仅把我当学生，更把我当

儿子……是韩老师教我迈开了人生

的第一步，后来我成了全村少有的大

学生之一。每当我前进一步，都会忆

起我的启蒙老师——韩兰英妈妈。”

韩老师用赤诚的爱唤醒了无数

迷惘，哺育了无数自信，催发了无数

征帆……她是我人生路上奋斗的楷

模，让我们永远记住她的名字——韩

兰英。

（作者系山西省临汾市南街小学

退休教师）

每个人在人生道路上注定会遇到

很多人，最幸运的莫过于求学路上遇

到几位好老师。

我生长在宁夏西海固地区，小学

和初中都是在彭阳县乡下的崾岘学校

就读的，高中考入了固原市第一中

学。这期间受过近百名不同年龄、不

同学科教师的教诲。他们以最朴素的

情感、最执着的努力、最坚韧的毅力，

以内心的丰富、精神的高洁，用真理、

智慧和爱的光焰，照亮了我学海初航

的崭新之路，拨亮了我人生起步的航

标之灯。

胡老师是我上小学三年级时的班

主任兼语文老师。她不施粉黛，总是

面带微笑，关心似大姐、细腻如母亲。

有一天早读时我肚子疼，胡老师发现

后便把我扶到她住的窑洞，倒了一杯

热水给我喝，之后又扶我到她的床上

休息。一个不到 10 岁的农家“土”孩

子，第一次睡在老师干净绵软的床上，

疼痛竟然慢慢减轻了，而“老师”这个

神圣的称呼却无限放大了……

初中一二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

老师杨田玉，幽默风趣、宽厚豁达，是

严师更是慈父。特别是他安于清贫、

超然物外的气度让我们更加敬重。

1978 年固原一中首次在全县范围内

公开招考选拔高一新生，而我就读的

崾岘中学离彭阳中学考点较远，杨老

师便带我们初中毕业生提前一天步

行赶到彭阳中学所在地，住在当时地

上铺着麦草的彭阳公社大礼堂内。

晚上杨老师发现我有些发烧，便立即

带我到公社医院，给我服药、打针并

付了医药费。我还清楚地记得，医生

了解情况后很惊讶：“这是你的学

生？我还以为是你的娃娃呢。”而我

也没有辜负老师的辛勤付出，以彭阳

公社第一名的成绩被固原一中“尖子

班”录取。

在我读小学五年级和初中一二

年级时，王国玺一直是我的数学老

师，他是恩师更像兄长。那时王老

师虽是师范毕业初登讲台，但他学

识扎实，“传道”有道、“授业”精业、

“解惑”不惑，特别是他严谨治学、因

人施教、诲人不倦的精神让我铭记

于心。也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学懂

了数学、迷上了数学，后来如愿成了

一名数学教师。

王笑婷是我就读高一年级时的班

主任和语文老师。她走路风风火火，

说话满面笑意，给人一种亲切感。一

次，我不小心挂破了裤子，王老师为我

清洗缝补。国庆节时我请假回家，第

二天返校时王老师给我送来两个油

饼，说：“这是国庆节学校学生灶做的，

这是你的，赶快吃了。”她似乎还问了

一些什么，但泪眼蒙胧的我已是一句

话也说不出来……

“辛勤的园丁”“燃烧的红烛”“吐

丝的春蚕”“灵魂的工程师”……加减

乘除，算不尽老师的奉献；诗词歌赋，

颂不完老师的付出。这些美誉，凸显

的只是教师的神圣职业和崇高地位，

彰显的只是教师渊博的学识才华、高

尚的师德风范，以及提携后学、甘为人

梯的职业精神和诲人不倦、不求回报

的师者之心。面对老师为造就学生的

未来而奉献付出的一生，每一个人都

应该心存感念。

当时光流过三尺讲台，照亮心路

的那盏明灯就成为一道风景，那就是

“诗和远方”，是一首播种春天、播种理

想、播种未来的诗，是一个令人企慕

的、崇敬的、仰望的远方。

“教师重要，就在于教师的工作是

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工作。”

诚哉斯言。

（作者系宁夏彭阳县第一中学原

团委书记，退休教师）

好老师为我点亮心灯
□杨治安

听闻老师盘青石先生仙归，心情

异常难过。一时之间，满脑子都是

20 年前高中岁月与先生在一起的种

种场景，人生艰难，可美好年华总是

荏苒而又短暂，让人只生无限怀念

与愧疚。盘先生于我心中之形象，

身材魁梧宽大而行动敏捷，行事必

亲身举动，对学生大小事均操心，言

语有力严厉，激扬万字，情理兼备，

良师一人矣。

先生每天晨时趋步至男女寝室

叫起，冬天有赖床之人必被其亲自拉

起，大家虽不高兴但从未怪罪。至夜

就寝，先生又在屋外踱步守候纪律，

吾等常听到他的喝斥，直到大家平安

入睡方才离开，有时男女寝室来回跑

动，难以想象先生恪尽职守之勤与暗

生牢骚之苦。

听先生聊过他的人生故事，1936

年生人，亦是苦孩子励志而成，我受启

发便始于此，认为读书确实可以改变

命运。高一第一学期中，我的学业成

绩在全班107人中居第七，全年级500

人中第二十；到了期末，我便跃居年级

之首，并且此后一直保持第一的名次，

学习自信空前高涨，这同时也启蒙了

自己对人生的自信，这是我努力探寻

广阔世界最初的动力之一。

高二文理分班，我本已选了理科，

但先生从国家高度指导我选择文科，

告诉我男儿志在远方和报效国家，从

此真正改变了我人生方向。如今看

来，虽然文科之路实在不适合我，但先

生的品质和责任感却让我受益终身。

高三的元旦晚会，我至今记得上台演

唱《梦醒时分》，但五音不全只唱出几

句词，便失忆一般呆滞在讲台上，但先

生最后说我的声音真不错，一时记忆

不浅。

当初学校与家相距数十里，往来

均需要车以载之。因家贫，每周归乡

步行跋涉，归校乃求搭三轮，正所谓求

学无坦途。三年苦读中亦有趣事，偶

记几桩分享。开学后，盘先生为同学

排座。先叫名者先进教室选坐，我个

子小爬楼动作也慢，最后只落得坐后

三排，不敢“抗议”，只能听命。又一日

大早轮值，因起床迟无暇打扫男厕。

不料数十分钟后盘先生冲入教室，查

问谁之责，并言”学优岂可自傲”“一厕

不扫何以扫天下”，我听有愧色，主动

担责重返再扫。此事影响深远，盘先

生果然平等待学生，而不因成绩优劣

作评。盘先生待我尤为宠爱，起初许

多人认为是成绩第一的原因，实因自

己当年勤学自律又能守纪自觉——这

才是对先生的公正评价。

盘先生教高中政治，政治课喜爱

者不多，我算不上特别喜欢，但上课一

定认真学，尤其对时事内容异常敏感，

动态掌握和背诵都十分用心，所以先

生经常提问我问题，总之表现不错，获

得先生的特别信任，得以去他家里帮

忙誊印试卷，觉得十分荣耀。然而令

人感动的是，盘先生不知从何处弄来

英语听力资料作为我们晚读学习内容

并亲自监督数个学期，这在当时是怎

样的勇气和眼光啊！

后来读大学时，听同学说盘先生

常念叨我的名字，那关切和深情令大

家羡慕。呜呼，恩师待我恩重如山。

然仿佛有宿命，先生鼓励我走远，果然

远走他乡工作，以致多年不曾多见先

生。若干年前最后一次看望，先生已

不能认出。

我悲伤不己，只叹岁月无情催

人老。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更重要的是

先生在我的生命中已成“重要他人”。

盘先生不再在这个世界上，但他的风

范和育人品格永留我心田。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外国语学校教师）

盘先生永驻我心
□黄维全

最难忘你的最难忘你的““英英””姿姿
□邵宝锭

记忆中的李吉林老师记忆中的李吉林老师
□刘卫锋

有一种记忆叫温暖，有一种思绪叫怀念。
那些留在我们生命里的情谊担当，那些影响我们成长的品质精神，总是伴随着那些远去的身影，在特

别的时光里再度浮现……
生命里的好老师，每一次想起都倍感幸运；成长中的引路人，每一次追思都感慨万千。
在这既是自然节气也是传统节日的清明节里，我们一起礼敬师长、慎终追远，追思那些远去的师者。

特别策划· 你的身影 我的怀念
江城三月，天气忽冷忽

热，阴晴不定。

南通师范二附小门前的建设

路两旁，树干粗壮的法国梧桐，光秃秃

的枝丫伸向天空。晴和的日子，一片

通透。每次路过，我都会不由自主侧

身望向那熟悉的校园。60 余年里，几

乎每天的早、中、晚，都曾准时进出校

门的那个身影，而今不在了……二附

小的甬道边，青葱的草地上，多了一尊

望向操场的雕塑。每一个走过的人，

都行走在李吉林老师深情的目光里。

这深情动人的目光，20 余年前我

即领受她的温暖。20世纪 90年代，还

在南通师范求学时，我在许多场合聆

听过李吉林老师对师范生的勉励；每

个人也都收到过《李吉林与青年教师

系列谈：小学语文情境教学》一书……

1999年8月，手持南通市教育局的一纸

通知，我走上了南通师范二附小的工

作岗位，有幸成了李老师的同事。

20 年的时光交集，李老师留给我

许多美好的回忆。

因为醉心教科研，我每天充满激

情进行着教改实践，且坚持深度阅读、

笔耕不辍，所以在世纪之初，我被李老

师吸收为情境教育研究所兼职理论组

成员。上午在后楼的教室上课，下午

到前面的镜心楼三楼江苏情境教育研

究所协助开展有关工作，参加李吉林

情境教育网的建设和《李吉林文集》的

前期资料整理等工作。其时因李老师

主持的国家级课题，我们一起开会、研

讨的频率是比较高的。研究所的一群

年轻人在李老师的带领下，交流学习

心得、探讨学术问题、谋划网站建设

……那时氛围轻松，李老师也会请人

买来水果、刚出炉的烧饼，招呼大家边

吃边聊。有几次，我吃东西不很主动，

李老师总是很热情地把水果塞到我手

里，还说男孩子不要太拘谨。后来我

离开学校到教育行政部门工作，每次

回到研究所参加会议或者研讨，发现

这种氛围一直延续着。夏天，碧绿的

藿香茶，一盘新鲜的荔枝或是一大把

香蕉；秋冬，一杯香茶，金灿灿的砂糖

橘、青绿的大枣、红彤彤的苹果……李

老师总是让你有宾至如归的亲切感。

不仅如此，她还会在某个新茶上市的

时节，送给你她信得过的高山有机

茶。有一次我读严清先生的文章，发

现他也获赠此茶。清明又至，那一缕

淡淡的茶香，氤氲在心，让无茶的日子

也温暖。

李老师总是很热心，对年轻人的

关心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着，很多师生

都得到过她的关怀。当年，我爱人怀

孕了，由于此前刚做过一次 B超，心里

很是忐忑，这事传到了李老师那里，她

很快给我推荐了一位妇产科的老专

家，让我们联系咨询。我爱人一心扑

在班级建设和语文教学上，开展创意

教学实践，教学质量好，并发表了许多

基于实践的文章。每次李老师在校园

里遇见她，总是不吝赞扬，还用自己的

方式表达对勤于探索的青年教师的支

持。2016 年我爱人班上的新书发布，

李老师到会讲话，勉励有加，并把《书

香巴学园》等书陈列在情境教育展览

馆的橱柜中。

2018年6月，为了情境教育的年度

活动，我们与李老师相聚在情境教育

研究所。李老师拿着馒头一边吃早

餐，一边闲谈。不知怎的，话题转到了

我的身上，李老师再一次建议我，应该

多写些自己的学术文章，不要被公文

公务埋没了才华。我一时无言以对，

有些惭愧。在场的成尚荣老师用方言

为我解围：“你倒好玩嘞，领导交办的

任务怎么好不做……”李老师没有多

说什么。到了月底的一天，我们又在

情境教育研究所商谈事情，这一次李

老师居然特聘我和南通师范二附小科

研处的生家琦担任江苏情境教育研究

所兼职副所长！很正式地颁发盖过章

的聘书之后，她又建议在场的南通市

教育局副局长金海清等人和她一起与

我们合影留念。一年后，李老师竟永

远离开了我们……

这几天，我又翻看那张照片，发现

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笑意。李老师笑

得最开心。现在看来，当时的她已经

有些消瘦，或许已经病了，只是她和我

们并没有察觉。众人身后的墙壁上，

是李老师当年应邀在北京阅兵观礼并

参加国庆招待会的留影，李老师满面

春风，相近款式的小碎花连衣裙，一样

嘴角上扬的甜甜笑意，一贯充满慈爱

的亲切眼神……照片上的李老师和生

活中的她，一样神采奕奕。她，就以这

样的姿态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作者系江苏省南通市教师发展

学院副院长）

追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