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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铃

中专记忆
文/段永胜

岁月如歌

70 年代末，我在内蒙古财贸学校学

习、生活了两年。

1977 年，全国教育招生开始实行考试

录取的办法，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娃娃来

说，有了一条新出路。由于我回乡后一直

担任大队会计，报考志愿时就报了内蒙古

财贸学校。那时学校的录取比例很低，大

约百分之几。其实，我本人一直喜欢文学。

命运的安排，之后从事了一辈子财政工

作。

1978 年初，我接到录取通知书，3 月 1

日入学报到。那时的农村娃娃基本上哪也

没去过，想到一个人去呼和浩特上学真有

点胆怯，就让走南闯北的叔叔送我到呼

市。那时呼市也很小，列车快到呼和浩特

站时，首先看到最高的楼是外贸大厦。火

车站也很小，出站口停着一辆大卡车，上

面打着横幅“内蒙古财贸学校欢迎新同

学”。

新生入学都有一个月的军事训练。学

校生活条件不好，新生们每天军训的强度

大，可吃的只有水煮白菜、钢丝面、少量馒

头。有时饿得实在不行，就去学校旁边的

教学饭店买碗米饭，蘸上些免费的酱油充

饥。一个周日，我们几个同学一起上街，走

到南茶坊已近中午，几个人说去小饭馆吃

口饭吧，可是谁也没有粮票。那时候，没有

粮票饭馆是不给卖饭的，幸运的是我们却

遇到了一位好心人，给了我们些粮票，总

算是吃了一顿饭。那时，我姐姐时不时托

人捎来一些炒面、烤干的馒头等。一天，来

自四子王旗的魏悦同学家给他捎来大概用

一只羊做成的肉酱，不到一个星期，同学

们就给吃了个精光。那个时候，学校实行

助学金制度，我享受二等助学金，每月16.5

元，扣去伙食费14元，2.5元供自己支配。

内蒙古财贸学校本是一所大学的基

础，后来改为中专学校，老师的水平都很

高，我们这些文化课薄弱的学生非常珍惜

这大好学习时光。一次教学实习，我被分

配在呼市土左旗兵州亥供销社实习，那里

的会计是一位70多岁的老大爷，工作经验

非常丰富，还参加过财会教科书的编写。

我从他那里学到了课本上学不到的许多实

践经验，更学到他诚信做账的高尚品格。

内蒙古财贸学校坐落在海拉尔路的麻

花板村附近。那个时候，我们看场电影需

要走几里地到东边的内蒙古军区后勤部礼

堂，或者到西边内蒙古气象局礼堂。每回

礼堂门口守卫的战士一看我们几个穷学生

又来了，就让我们免费观影。

我们班可谓人才济济，林凤同学打算

盘非常快，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晓宇同学

吹拉弹唱样样精通，美枝同学“二人台”唱

得真棒，智灵同学真如其名，智慧灵敏，日

后成了商界大老板……是他们带动了班里

的学习劲头，活跃了文艺生活气氛。

每到一个学期即将结束，我就计划着

花2.5元买一张呼市到萨拉齐的硬座车票，

提前20多天给家人写封信或发个电报，告

诉他们哪天骑自行车到萨拉齐火车站接

我。等到下了火车，坐在自行车上，走在凸

凹不平的土路上，颠颠簸簸 30 多公里后，

才算安全到家。

1980 年初，分配计划公布了，我被分

配到了自治区公安厅，当时很高兴。但是，

去公安厅报到后才说要分配到偏远的劳改

监狱，因为不懂所以很恐惧，便申请将档

案退回人事局重新分配。这样，三转两调，

我一直焦急地等到大年三十，才通知被分

配到了内蒙古冶金地质公司。这时，我才

安心地坐上空荡荡的火车回老家过年。

转眼40多年过去了，回顾我的成长历

程，尽管后来又上了大专、本科、研究生，

在工作上也更上一层楼，可真本事还是在

内蒙古财贸学校学到的。这里是我的根

基，是我人生的出发站，感谢这所学校以

及那些诲人不倦的老师，还有奋发向上的

同学们。

中专的生活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前几天，妻子所在的新华文轩书店搞活动，30块钱

买回一套国学。

两天后，书到了，包装精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三本，《大学》《中庸》合编为一本。每本书都用塑料膜封

好了，真划算，如果不是搞活动，这么便宜都拿不到。

我如获至宝，迫不及待打开《大学·中庸》，恶补。说

实话，读了那么多书，回头一看，这国学书籍真还没有

认认真真读完过，只是上学时学了为数不多的章节。打

开《大学》一看，把我读傻了，连“大学”的真正含义如今

才搞明白。“大学：指‘大人之学’，即‘穷理正心，修己治

人’的学问，与‘小学’相对。”浅显而道深。相对“小学”

而言，它是高层次之学，是“有了一定学识素养之后开

始学习治国安邦的‘大学’”。跟今天我们所说的上大

学，有相近的一面，但又不尽相同。

这套书，有原文，还配有注释、释文、点评，尤其是

点评，延伸知识面很广，结合章节紧密，举例生动，读后

印象深刻。真是千值万值。至少来说古人提炼出来的智

慧，由今人阐释后，更能让人读懂、理解、消化。俗话说，

活到老，学到老。在我快近天命之时，用几十年的实践

来读这套书，似乎看原文就知其意了。这得好好感谢艰

苦而多彩的生活，在无字书的滚打过，往回看有字书

时，那真是对书中的每一个字都怀着深深的敬意，总结

提炼太精辟。“明明德”短短三个字，就把“大学”的要义

功能说到了极致。

中国古人最看重的就是这一点——德，这是一切

行动的先行者。德先行，才为仕。“以德配天”“德主刑

辅”“以德报怨”都是积极而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思想。直

到今天，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把“德”放在首位。比

如，德才兼备，也是首先说的“德”，然后才是“才”。老百

姓常说某某人好不好，爱说德性好不好，德性好才讨论

下一步。可见这个“德”太重要了。无德寸步难行。有德

行四海至天涯。古人把品德的修养，作为终生任务，用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态度穷理一生。

可见大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明明德”，要“不

断阐明、弘扬光明伟大的道德”，这是根本。只有先具备

这一环，然后才能去“亲民”，“让别人弃旧从新、弃恶从

善”，才能达到“止于至善”的最高价值，“最终达到尽善

尽美的境界”。

这套书我得慢慢去逐字逐句研读，力争化于内心，

助于实践。不说让人生出多大的彩，至少让内心不乱。

我是这套书是有缘的，看来我与“明明德”是有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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