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之而为天下英才
□陈少禹

《涑水记闻》记载：丞相晏殊在担
任应天知府兼南京留守的时候， 范仲
淹为母守丧回到应天府。晏殊听说后，
便聘请他掌管府学。仲淹常宿书院，训
督学生，皆有法度，勤劳恭谨，以身先
之，作息时间，一清二楚。 他经常去学
生住处暗访，遇到偷懒的学生，就予以
惩罚。每次给学生出题作赋，自己必定
先作一篇，判断题目难易程度。由于范
仲淹掌管府学期间认真负责， 管理严
格，方法得当，士子们纷至沓来。 那个
时代，读书人在科场、官场取得好名声
的，大多都曾受教于他。

《选读》作者评论：宝剑锋从磨砺
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范仲淹执教应天
书院， 首先是尊重教学规律，“训督学
者，皆有法度”；第二是以身作则，“勤
劳恭谨，以身先之”；第三是因材施教，

对个别想偷懒的学生，“诇之”“诘之”
“问之”“罚之”，力促改过自新；第四是
教学相长，“出题使诸生作赋， 必先自
为之！ ”范仲淹执教三年，塑造一所书
院，影响一座城市，开创一代文风，改
变一群人的命运。

孟子说：“君子有三乐， 而王天下
者不与存焉。 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
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二乐
也；得天下英才而育之，三乐也。”范仲
淹不仅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更是
“育之而为天下英才”！ 能够作为范仲
淹的学生，可真是三生有幸啊！在应天
书院执教三年，范仲淹栽培了“三苏”
的导师张方平和一代经学大师孙复，
弟子王尧臣、 赵槩分别考中状元和探
花，富弼、石介、张载、文彦博等众多北
宋政治、文学巨星也先后受教，他们不
仅让北宋的天空璀璨夺目， 也让中华
民族的历史绚丽多姿。我们不敢设想，
没有北宋的文化繁荣和经济发展，历
史该是缺少了多少趣味！ ⑦3

在这美好的金秋时节，心中忽生
几多感慨来。

“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
命；六十花甲。 ”时间如呼啸而过的列
车，一转眼，我已进入了老年，并于今
年四月正式退休。

我生于上世纪 60 年代伏牛山的
一个山窝里， 童年和少年相当困苦，8
岁方才进入学堂，是直接上的一年级。
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没有圆珠笔，没有
削笔机，更没有摩易擦。我们用的是铅
笔，家里条件好的买个小铡刀（能开合
的小铁刀）， 家里没钱的都是用牙啃；
写错了就用手指蘸唾沫擦， 作业本擦
得都是窟窿。 不管在哪儿捡到一个破
纸片，我们都要反复看看上面写的啥，
有没有不认识、不会写的字。

1977 年秋， 我由小学升入初中。
我们所领的初中课本， 全是土草纸
（人工捞制）印刷的，只是那草纸是上
了色的。 当然了，那颜色是半红不红
的一道色。 没有粉碎的麦秸秆儿，打
开课本就能看到，揭下之后便是个大
窟窿。 页码不多，课本却老厚老厚的，
一本有砖头那么厚。

1980 年秋，我考上了高中，上学
不到一年，因为父亲生病便辍学了。
那时，我不到 17 岁，辍学在家，一边
侍奉病父和未成年的弟弟， 一边参
加生产队的劳动。 同时， 我从学拼
音、写日记、复习初高中课本开始坚
持自学。

我务农 3 年后参加工作， 从点
钞、打算盘学起，直到熟练制作会计

传票、登记会计总分账、汇制会计报
表；从为乡广播站、县支行写短消息
开始， 直到熟练地撰写工作总结、报
告及业务论文。 在撰写通讯报道、经
济论文及小小说、散文的同时，我主
动、 刻苦地进行大学课业的学习，在
1988 年成功考取银行专科学校，但因
为工作走不开， 又成了家有了孩子，
最终放弃了 3 年的脱岗带资进修。 没
办法，我便积极参加成人自学，最终
顺利考过政治、哲学、逻辑、经济、法
律等 14 门专科， 取得郑大法律专科
文凭。

通过不懈努力，我不仅从边远的
乡镇营业所调进了县支行机关，并于
2003 年通过严格考试，被选拔进市分
行机关。 几十年来，我把银行的出纳、
会计、信贷等岗位干了个遍，做到了
“干一行， 爱一行， 专一行， 负责一
行”，被省分行评为“先进工作者”七
八次，被农行总行评为“优秀人才”，
先后撰写发表各类文章上千篇，结集
出版书本八部，获得论文、散文大赛
奖若干，并先后加入县、市、省和国家
作家协会。

如今 ，我退休了 、离岗了 、人闲
了，为了“下笔如有神”，决心行万里
路———到全国各地和世界著名的地
方，走一走、看一看；为了“语不惊人
死不休”，决心活到老、学到老、写到
老———读历史 、学地理，研人文、究
风情；为了身心康健，决心坚持锻炼
身体、净化思想———早中晚三锻炼，
放下心吃好、睡好、养好，争取活他
一百年！

最美不过夕阳红， 温馨又从容。
夕阳是晚开的花，是陈年的酒，是迟
到的爱，是未了的情……⑦3

最美不过夕阳红
□翟传海

那女孩儿，我不知道叫啥，
也没看清她长啥样儿。 第一次
接触，是在一个寒冬的夜晚。

当时， 母亲去世， 在我家
里，大哥、二叔、表哥，还有几个
亲戚，张罗着母亲的后事。 几个
人正在说话， 突然听到卧室有
响声，很纳闷，我的房间怎么会
有人？ 但母亲去世的沉痛加上
安葬的琐碎事， 扰得我心神不
宁，没有过多在意。

我家的住房早腾出来让母
亲和保姆住了，为了方便，她俩
住一个房间。 我的房间单独留
着，隔三岔五回家看母亲时，偶
尔住一晚上。 房间里有我的书
籍、衣物和其他用品，我不怎么
收拾，里面很杂乱。

二叔说，寒冬腊月很冷，得
一个晚上不消停， 让我加厚衣
裳。 我想找一件毛衣加上，推开
房门进入房间，吓了一跳，床上
躺着一个人，那人裹着被子，头
钻在被子里，露着一缕长发。

保姆和爱人在母亲的床前
整理母亲的衣物， 我把保姆叫
到一边问情况， 她解释那是她
女儿，上大学放假了，顺便来看
她，就住一晚上。 知道情况后，
我也没多说， 小姑娘来看妈妈
没有什么不妥， 只是赶上了家
中办丧事，难以照顾周全。

保姆 50 多岁， 我叫她兰
姐，是个善良的人，平日把母亲
照顾得很好， 给母亲喂饭、穿
衣、擦洗身子从来都是细心、周
到的。我们相处得很好。母亲去
世后，兰姐依然陪伴在身边，我
们心中感激着兰姐。

计划当天夜里下葬， 人手
不足。 大哥说，多给兰姐开点儿
钱，让兰姐帮忙吧。 兰姐说中。
母亲生前全凭兰姐照顾， 她能
去送送母亲也是情义。 再说，兰
姐的丈夫 3 年前刚去世， 下葬
的习俗她懂， 有些事她也能给

指点指点。
母亲安葬完毕， 把兰姐送

回来时，已是凌晨四点多了，我
突然想起兰姐的女儿一个人在
屋里。 这时， 除了对兰姐的敬
意， 更多的是对她女儿的感激
和钦佩。

女孩儿出身农村家庭，父
亲去世后， 哥嫂反对她继续上
学，兰姐一气之下分了家，外出
打工挣钱供她上学。

一个老人刚刚离世， 家里
到处都是她生活的痕迹， 一个
十六七岁的女孩儿居然一个人
在陌生人的屋里睡觉， 她不害
怕吗？ 我想，即使是个男孩也未
必有她这样强大。

我曾猜想她的感觉、 感受
和感想。她一定害怕，但她懂事
啊，她知道自己上学不易，妈妈
在拼命挣钱，她理解妈妈；她还
知道，在别人需要的时候，妈妈
不能冷漠地离开， 妈妈是善良
的。 而她为了支持妈妈帮助人
家办丧事， 一个人忍受了怎样
的精神煎熬。

女孩儿和兰姐走了， 我回
去收拾房间， 看到书本摆放很
整齐，被子叠放得方棱四正，地
板打扫得干干净净。 她和我没
说过一句话，但是，房间里好像
有她好多无声的话语。

一晃四年过去了， 留在记
忆里的， 只有她丝丝缕缕的长
发。 现在想来，她应该大学毕业
了。 不知道未曾谋面的女孩儿
在哪里？在干什么？是否过得幸
福？ 但想到她内心的强大，便不
会担忧她现实生活的坎坷。

出于敬佩、好奇和感激，或
是特殊的缘分， 一直渴望见她
一面！ ⑦3

勇敢的女孩儿
□时国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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