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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侄女终于如愿以偿，做了一名光

荣的人民教师，这缘于她中学时的语

文老师。

那是新学期开学的第六周，语文

老师捧着一撂试卷，满脸不快，声音

里带着气愤说：“这次我们班语文成

绩考得很不好，语文课代表，居然只

考了76分。课代表意味着什么……”

侄女坐在位子上低下头，心里很不是

滋味，接着大颗的泪珠落下。

侄女小学时语文成绩很好，升入

初中后，语文老师便让她当课代表。

后来，也许阅读面狭窄，也许初中负

担加重了，她的语文成绩一直徘徊在

七八十分之间。一次考试后，语文老

师让她“下岗”了。

侄女的自信心受到了打击，为了

重拾她的信心，我提醒她静下心来，

反思自己，空闲时多读点课外书，列

下计划和目标。但对我的话，她左耳

进，右耳出，一副一落千丈的表情。

一天放学后，侄女兴奋地说：“今

天语文老师特意送给她一本漂亮的

日记本。”只见扉页上娟秀的字迹：只

要是兰花，无论高岗或山坳，都会开

出自己的幽香。

侄女对语文又来了兴致，平日里

喜欢和我一起讨论名著，有一次作文

很出色，竟然在班上被老师朗读。作

文题是：父亲栽葱秧时，总把小葱苗

放在太阳下晒一晒，晒得蔫蔫地再

栽，一沾水土，立马就活了过来，越发

精神。让学生根据自己的感受写篇作

文。

侄女领悟，有时人和自然一样，

需要一定的刺激。曾国藩在家书中一

句：“天下事，有所逼有所激，而成者

居其半。”后来侄女的语文成绩提升

不少，又做起了语文课代表。一次家

长会我去参加，语文老师说：“庄稼长

势不好，农民从不责怪庄稼，而是从

种植方法上找原因，孩子成绩不好，

家长和老师却总是抱怨孩子，很少从

自己身上找原因。农民怎样对待庄

稼，决定了庄稼的命运；我们怎样对

待孩子，也决定着孩子的命运！”

“细雨湿衣看不见，鲜花落地听

无声。”侄女后来明白了语文老师的

良苦用心，“下岗”是在刺激她，开发

她内在的潜力。后来侄女以优异的成

绩，考入了省师范大学。

侄女说，我很幸运，遇到这么好

又懂教育的老师，以后我也会这样待

我的学生。 文/孙 荔

先生姓王
上小学时，记忆最深的是一名叫王文轩的老

师。他常常穿一件蓝色的长袍，长袍上总是沾着

或白或红的粉笔灰，看起来就像点缀在蓝天上的

朵朵云彩，让人过目难忘。

让我好奇的是，王老师并没有像其他老师那

样，让学生们喊他“老师”。从一开始，他就固执地

让我们称呼他为“先生”。对于我们这些少不更事

的孩子来说，只要老师高兴，喊什么都没有太大

区别。所以，经常上课铃一响，别的班里总会整齐

划一地喊着“老师好”，只有我们班在高喊“先生

好”，听起来不免让人觉得特别。

那时，我们最大的乐子是听王先生讲故事。

上作文课，每节45分钟的课，前20分钟，王先生总

会讲一个精彩的小故事，有时是《聊斋志异》，有

时是《水浒传》，从不重复。王先生讲起故事来，总

是一波三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会“甩包袱”，我

们常常被他精彩的故事吸引得一惊三叹。

故事讲完后，剩余的25分钟，王先生则让我

们就刚才他讲的故事，写上一篇300字的“听后

感”。“想写什么写什么！”这是王先生在作文课上

经常说的一句话。虽然只有短短的25分钟，但全

班同学竟然都能按时完成“命题作文”。

我的第一篇作文被王先生当成范文来读，是

在上半学期快要结束时。当时，王先生让我们每

人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最亲近的人》。我冥思苦

想，写了篇《仗义的表哥》交了上去。没想到，王先

生竟然表扬我，说全班同学里，只有我没有写爷

爷奶奶爸爸妈妈，而且文章活泼生动。作文本发

下来后，我发现王先生给我用红笔写了个大大的

“甲”字，让我着实开心了一整天。

在王先生的眼里，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优

点，他也从不当面批评学生。如果有哪位同学犯

了错，王先生的做法很简单，就是让该同学背诵

唐诗一首。对于王先生这样“温和的惩罚”，我们

常常叫苦连天。唐诗不但难读，而且拗口，我们常

常被一首要背诵的唐诗折磨得眼泪汪汪。尝试了

这种痛苦不堪的“惩罚”后，同学们都变得听话和

好学起来。

由于父母的工作流动性大，我只在那所小学

读了一年，我在王先生的班里只上了短短一年的

课，很是遗憾。第二年开学后，我又转学到了另一

所小学，虽然转学了，总是怀念王先生的课。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今年回老家时，忽听说

王先生于年前患病辞世。虽然当时我和王先生相

处时间不长，但那个穿着长袍、总是出口成章的

王先生，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却是那样的亲切和

庄重。 文/姚秦川

9月的校园，书声琅琅。9月的课堂，快乐飞扬。
因为老师您在播撒希望，孜孜不倦，诲人不厌。又
到一年教师节，祝您平安幸福，节日快乐！

老师教我写情诗
高三的时候，换了李灵惠老师教我们语文。李老师那时候二十八

九岁，有古典美，气质极佳，属于偶像级老师。

李老师在教李清照词的时候，简直就是一场盛宴般的享受。我完

全沉浸在那种美丽的、不绝如缕的惆怅中。那堂课，我认定李老师就是

活脱脱的李清照。以后的日子，我常常捧一本宋词，口中念念有词：“这

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迷上了那些句子，我觉得自己整个人变得多愁善感起来：会看着花自

飘零水自流感叹春去无痕，还会在雨后小心翼翼收拾绿肥红瘦。诗歌真的

是一个美丽的载体，承载起那么多幽微难言而又无限动人的情感。“一种相

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相思，多么美好的情

感，李老师在课堂上把它演绎得迷离动人。我觉得我完全懂了。

可是，我的相思无处可寄，怎么办呢？为此，我心里默默锁定了一

个目标———我邻座的一个男生。我想，我一点也不讨厌他，或者还有些

喜欢他，甚至是爱上了他。就算爱上了吧！我开始默默为他写情诗，一

首一首，缠绵悱恻，柔情万种。我的“单恋”，就这样像土豆一样，在地底

下发芽，蓬勃成一首首爱情诗。

我把这些爱情诗抄在作文本上，交给李老师看。我心里忐忑极了，

她是不是会像发现洪水猛兽一样，把我的诗交给班主任。班主任找到

里面的蛛丝马迹，用他那犀利的眼神判我个“早恋”。

没几天，作文本发回来。天哪！本子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李老师的红笔

批注。李老师说：“感动于你深挚的情感，我被你的句子打动了。”我那些

幼稚的句子上，还有李老师的改动。我记得有这样一首诗，是我想象着与

那个男生离别后的场景：“我站在离别的路口，等你的列车呼啸而过，只

为与你擦肩……”李老师写道：“诗句婉转灵动，但是诗歌的意象应该更

丰富一些。你对语言非常敏感，很难得，相信你会写得越来越好！”

以后的日子，我不断写，李老师不断帮我指导，连我自己都觉得写

得越来越好了。紧张的学习生活，诗歌成了我最好的调剂。有一次，李

老师神秘地笑着问我：“这些诗，是写给哪个幸福的男生的？”我一下子

脸红了。是那个邻座的男生吗？我也说不清了。

就这样，李老师把我带入一条美丽的小径，引领我走入文字的瑰

丽世界。后来，我尝试着写不同内容的诗，写散文，写小说。一直到现

在，我依然把文字当做最亲密的伴侣。

多年以后一个深秋，有一天，我在路旁看到一个男人，他站在落光

了叶子的梧桐树下，身穿一件灰扑扑的上衣，看上去那么平庸。他兴奋

地和我打招呼，我疑惑了。他就急切地自我介绍起来：“上高中的时候，

我们邻座呢！”我“扑哧”一下笑出了声。

这些年，我已经把他忘得一干二净了。只记得，李老师曾经教我写

情诗的事。 文/马亚伟

老师感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