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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负笈师大时 
李霆 

 

中国有很多师大。我说的是我的母校湖南师大。 

1987 年秋，我和几个同乡挑着行李，怀揣大学录取通知书，从各自的山村

出发，到师大报到。那时我还是个怀着梦想的年轻人，质朴而快乐，有一颗单

纯真挚的心灵，火辣辣的心里仿佛时刻有一团烧红的炭，凡是使人生高贵、开

阔的事物我都喜欢。 

许多东西都在无声无息且不可逆转的消逝中，它们活过一个时期，便同那

个时期一块死掉了。好在时光有它自己的眼睛，敏锐而公正，因而总有一些东

西留下来，直到今天还有意义。 

我想说的，就是我认为“直到今天还有意义”的一些事情。 

湖南师大位于长沙城西美丽的岳麓山下，真乃人文荟萃之地，古老的岳麓

书院就在一墙之隔的湖南大学，是天下读书人向往的圣地。古书院那幅很霸气

的门联“惟楚有材，於斯为盛”，虽然只著八字，可谓尽得风流，不知激励了多

少湖湘儿女，使你感觉生为一个湖南人而不成才，是很丢脸面的事，是负疚于

这深深庭院的。我那时喜欢晨跑，天没擦亮就从师大的宿舍出发，沿麓山路的

公交线路，短短十来分钟就跑入湖大校园（据说湖大是当时全国唯一一所没有

校门的大学，毛主席手书的“湖南大学”牌匾挂在一栋行政楼的门楣上），绕过

东方红广场，从岳麓书院被夜露打湿的台阶进山，沿绿草茵茵的山谷，终点到

达幽雅清旷的爱晚亭。在晨光熹微的山道，我想得多么美妙啊：等我有了学问，

我就可以做我喜欢的事情了。我那时是相信未来的，虽然我现在不信了。想想

后来历尽打击和失意（它怎样地耗损了我），如果不是那时培植起来的对自己的

信心，我也许早就垮了。是的，生活中总有一些东西是永恒不灭的，比如这千

年的庭院，这亭台，这记忆，无论是命运之手，还是人的一切误解都奈何它不

得。 

跟现在的世风不同，20 世纪 80 年代的大学，给人的印象是说得很少，做

得很好。那时的教授远没有现在的多，但个个真材实料，有口皆碑。凡做得上

教授的，一定是成就斐然，几乎人人都知道他（她）在哪方面卓有建树。我就

读时的物理系，正教授只有洪定国先生一人，攻量子力学的。洪教授曾做过伦

敦大学柏克贝学院的访问学者，师从于当代著名的量子物理学家与科学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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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家戴维-玻姆教授，是量子力学玻姆“量子势”诠释的坚定拥护者。就对量

子力学基础的认识而言，洪教授在国内的水平是一流的。我读到四年级时，恰

好他给本科生开了一门选修课，可能因为功课难，获取学分不容易，报名的学

生不多，包括我在内也就十几个。我对自己能否拿到学分也没把握，报名完全

是冲着洪教授的名声去的，想听听洪教授的课究竟如何卓异于人。果然，教授

就是不一般。那种治学的严谨和缜密，自洽的逻辑，科学的思维，美妙的勾勒，

令人耳目一新，绝没有一般老师的那股匠气。现在的教授能及于他的，我估计

也不是很多了。我们这一代，后来成为急剧转型的社会里的人，面对阴晴不定

的将来，常陷入焦虑里不知如何是好，因而时时怀念当年洪教授的那种定力，

那种不为时风所动的坚毅。那时洪教授喜欢对我们说一句话：“好运会来，但一

定是在努力之后。”那是一个敬重学问的年代，一个教授可以没有任何权位，但

却相当受人尊重。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大学之“大”，是因为人的学问大，德

行高，一旦轻视学问，学术腐败，唯权为上，所谓大学，怕是很难“大”起来

的。 

湖南师大素有开讲座的传统，门类之多，场次之频，令人目不暇接。我四

年里听过的讲座估计有一百多场，涉及科技、文学、音乐、时政、美术、历史

等等，印象最深的讲座是伍大希教授的，四年里就听了三次。他自称是闻一多

的关门弟子，我们熟悉的闻先生《最后一次的演讲》就是他现场笔录的。伍教

授的三次讲座都是这样开头：“世上有两种职业最受尊重，一是老师，二是医生。”

可能很多来听讲座的，也像我一样听过多次了，熟悉伍先生，所以当他说完“最

受尊重”，台下接着就是响亮的声音“一是老师，二是医生”，伍先生大笑，说

我们太聪明了。了解伍先生历史的人问他，国民党的牢您坐过，共产党的牢您

也坐过，有什么不同的感受。伍先生回答说：“一言难尽，各有千秋。”这是我

听过的化沉痛为幽默的最棒的语言。 

我虽然学的是理科，却热爱着文学，啃过许多古朴厚重的文字。我把这归

因于我的天性，我顽固地认为只有文学能识别人生。如果说一个缺乏文学熏陶

的社会，像聋子、哑巴和失语症患者组成的社会，那么没有文学熏陶的人生，

一定是空洞苍白的人生。从感情上说，我们这代人非常怀念 80 年代，那时的学

生生活充满了文学的影子，文学以主角之姿引领着我们的精神生活。校园里关

于文学的讲座，只要我知道的，一场也没落下。《围城》、《红楼梦》、《复活》和

《包法利夫人》等，都是听了讲座再读的，受益非浅。那时文风纯粹，语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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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那些研究者的文学功底之深，见解之独到，审美之兴奋，我永生铭记。现

在，我也囫囵吞枣地过了半辈子，活到了可以相信自己的直觉的年龄了，我想

说，世上没有幸福，只有些许一时一刻的满足。我要抓住的，只是这些难得的

“一时一刻”。 

 

 

 

 

 

 

最后一树桃花 
      

江南文学社     陆璐 

 

这年的桃花开得虽比往年迟，但到底还是开了，且开得比往年绚烂，似是生

命尽处最热烈的光辉。微风过处，桃花便漫天飞舞，随风飘散，弥漫整个天宇……

老人坐在门槛上，萧索的身子映在夕阳的余晖里，拖出一道长长的倒影。细看

来，有一个小小的影子，偎在一旁，是一个孩子。老人眯起眼盯着这满树桃花，

叹了口气：“这该是最后一树桃花了吧……” 

   赵家湾是个穷地方，这几年不少青年出去闯荡，回来便有了钱，有钱就有了

房子，有房子就算是有一个家了。赵子是有家的，但为了能过上好日子，他也

要出去打工。 

  “爸爸，我要出去打工。”赵子下定决心，不管眼前这个老人同不同意都得

出去，不能一辈子窝在这小村庄。老人虽年过花甲，头发却还是黑的，默视赵

子片刻，叹了口气：“好吧！”说话时手却已微微颤抖，过时便与赵子相视无

言，周遭陷入寂静之中。最终赵子狠狠甩过头，拉起行李走出门去。老人佝偻

着身子，一手扶住椅把，伸出另一只手去，作挽留之势，但最终还是未说一句

话，似是全身力气被抽尽了一般，颓然坐回到椅子上，注视赵子远去的身影。

忽然屋内响起一阵孩子的哭声，赵子身体微微一颤，呆了片刻。那是他的孩子，

一个没娘的可怜孩子。赵子眼眶里噙满泪水，他知道，再不走就再也走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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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擦干眼泪，决然而去。“孩子就给爸带吧，出去打工岂能带着孩子吃苦？”

赵子心里这样想。 

    老人兀自在屋里坐了一夜。清晨，老人在门前种上了一棵桃树，细弱枝干

迎在风里，生出了希望，老人满头青丝，如今已熬成了半头白发…… 

    人一走，有种东西就会生长出来了，叫牵挂。 

    从这日起，老人干完活后便抱着孩子坐在门槛上，等着赵子回来。孩子和

桃树同岁同长。等孩子能走路了，也就陪着老人一起等。孩子比常人懂事，从

不问爸爸何时回来，但终究是孩子，眼神里透出的那股企盼，总是掩饰不了，

每每让老人一阵心痛…… 

   老人不说话，只是等。每等一日，头发便白过一日。 

年过花甲的老人，饱经沧桑，什么都放下了，却独独放不下对儿子的牵挂。 

牵挂有两头，一头系着赵子，一头系着赵子父亲和他的孩子。 

   赵子游离于各个城市，做他能做的所有工作，很辛苦，却也能赚上钱。他想

儿子，但更想父亲。每每想要回家的时候，都会想钱还不够，不能回家。只能

抚摸从家里带出来的照片，久而久之，竟看不清了…… 

    桃树开花了，一年比一年开得好，花开花落五遭便是六年，老人和孩子便

也盼望了六年。这第七年的桃花开得却比往年迟…… 

    赵子在这七年里，省吃俭用赚了十来万，此时，家里带出来的照片也已完

全看不清了，该是回家的时候了。赵子满心欢喜地坐上了回家的客车，客车在

离家十里的地方发生了车祸，无一生还。 

    这第七年的桃花开得虽比往年迟，但到底还是开了，且开得比往年更绚烂，

似是生命尽处最热烈的光辉……赵子没回来，老人和孩子便等待明年的桃花开。 

    一阵微风吹过，桃花便漫天飞舞，落在地上、屋顶上，衬在夕阳的余晖里，

映成一幅画。老人静静地看着，靠在门槛上，笑了。这或许是老人七年来头一

回笑吧。老人的手臂无力地垂下，欣慰地闭上眼睛。孩子注视着老人满头的白

发：“爸爸，爷爷都累了，你还不回来么？”孩子缓缓地伏在老人身上，眼泪

慢慢流下…… 

    明年的桃花还会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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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政文苑】 

                  将国系于心 将民系于心 
——观《吴仁宝》后感  

 

 12 纺织 王垲烨 

 

匆匆时光，半生辛劳，他将所有的苦累担在肩上，引领百姓造就一个锦绣

华西，他就是吴仁宝。 

这是我看完电影之后最直白的感动与敬意。 

这部电影用最质朴的画面呈现了那个年代独有的场景，用最简单的言语烘

托出了那段岁月纯粹的氛围。影片用倒叙与补叙的方式演绎了吴仁宝老书记大

半生的奔波劳累，不隆重却足够深刻。 

是不是酸涩的汗水浸透泥土，这硬泥就会开出升腾的花？是不是厚重的足

迹遍满山间，这道路就会长出茂密的树？是不是不畏惧一切苦难，苦难就会对

你臣服？吴仁宝书记与华西村的故事，就是对这三个问题的真实回答。 

影片内，那一寸寸原本的硬土丘，是吴仁宝书记坚持率领乡亲们耕作，将

它们浇灌成了养人的沃土；那一片片贫瘠的山地，是吴仁宝书记规划了蓝图，

将它们建成了富裕的村庄；那一个个贫穷的家庭，是吴仁宝书记用真心与汗水

将他们带上了致富之路。他尝尽艰辛，却无怨无悔。 

电影中不经意的细节触动了我的泪腺。吴仁宝书记在艰苦简陋的条件中，

为村民们描绘了美好的未来蓝图。面对质疑，他始终坚持，终于获得了如今的

辉煌；他送走小儿子时装出的若无其事，以及转身隐没在树荫下的落寞身影，

都折射出一个党员和父亲的取舍之痛；为了全村人的幸福生活，他不给家人留

下口粮；为了送村民儿子去医院，他弯下了背脊……这一切都是为了人民，为

了党，为了祖国。 

吴仁宝书记是一个太清楚自己与国家处境的人，他知道自己应当承担什么，

即使心里有畏惧，但面对现实就必须回到自己的使命中去，用挥洒血泪、辛勤

忙碌来改变并证明这一切。这是一种责任，一种爱，从小家到大国的无限的爱。

书记用毕生心血去建设华西，用满腔热忱去报效祖国，为了祖国的繁荣贡献了

全部的力量。这也是电影本身想要诉说的本质内涵，记载一个伟大党员创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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迹的故事，同时也提醒我们不忘爱国。 

从那些受伤的历史中走出来，从那些阵痛与迷惘中苏醒，我们逐渐走在了

光明的路上。那拔地而起的城市建筑群、丰衣足食步入小康的人们和井然有序

和谐安定的社会生活背后，不都蕴含着无数个“吴仁宝”付出的劳苦和血汗么？ 

看看寒冷的冬天，那一条条干净的街道和环卫工人孤独的身影；看看密密

排列的防护林和护林工人皲裂的双手；看看烈日下坚守边疆的战士们湿透的军

装，他们不就是生活中默守岗位、服务于人的“吴仁宝”吗？他们为了祖国，

付出辛劳、付出汗水、付出岁月。不管是孤独的身影、粗糙的双手，还是湿透

的背脊，都告诉我们爱国不单靠说，更要用行动去证明。从抗战到解放，从台

独到钓鱼岛问题，国人用行动捍卫了国家的尊严和领土的完整。只要人心向国，

国力必强，强则昌盛不衰！  

电影虽短，思索却长。面对书记用大半生创造的华西奇迹，我们必须明白

岁月仓促，人生短暂。作为新一代大学生的我们必将担负起建设国家的重任，

我们不能安于现状，更不能崇洋媚外。我们要从现在做起，不断积累能力，面

对困难绝不退缩，面对失败决不放弃，面对未来绝不畏惧。蓄势待发，像书记

一样将民系于心，将党系于心，将国系于心，创造出更多华西式的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