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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塘下·新塘下 9

那个年代，电视还没有普

及，看电影在当时不少学生的心

里，有着难忘的记忆。

“看电影是我们那时最享受

的事。”林丽华说，塘下公社经常

组织电影队去村里流动放映露

天电影。村民听说要放电影，都

兴奋地互相通知，早早地就到

场，摆好的凳子都不够坐，后面

密密麻麻站了好几排人。“说全

村 的 人 都 出 来 看 电 影 都 不 过

分。”林丽华笑着说，放电影前，

大伙儿还有说有笑闹作一团，电

影一开始放映，便鸦雀无声，大

家都盯着屏幕认真看着，哪还有

功夫闲聊呢！那时的电影多是

战争题材，电影结束后，她都和

同学意犹未尽地讨论剧情。

说起看电影，吴权林的记忆

也被唤起来。“每次学生听说哪

里有放电影，就会跑来告诉他，

让他带着他们一起去看。那时

我们没有丰富的娱乐方式，看电

影是最好的消遣。”吴权林说，他

喜欢带着学生去看电影，再远的

村他们都乐此不疲地走着去。

当然，最让学生们激动的是

学校组织去电影院看电影，一学

期大概一两次，学生排着队走路

去张宅村的电影院，得至少走上

半小时，当时放映的影片有《红

星闪闪》、《地雷战》等。“尽管电

影院不大，但比平时看的露天电

影洋气多了！”林丽华仍记得第

一次去电影院的感受。

“ 书 法 和 篆 刻 等 艺 术 其

实都是共通的，近几年来，塘

下各方面的艺术人才辈出，

但是唯独在篆刻这一块，人

才几乎是空缺的。”据中国书

法家协会会员、塘下书画协

会会长张金国介绍，由于塘

下没有篆刻高手，每年书法

班都要请外地的篆刻家为书

法爱好者刻印章，石头寄来

寄去十分麻烦。为此，他们

还曾想到杭州专门请一位篆

刻老师为他们上课。

正 在 此 时 ，陈 雨 辉 因 为

爱情来到塘下，张金国如获

至宝。

陈雨辉今年 27 岁，是中

国书法界的后起之秀，现为

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温州

市书法家协会篆刻委员会副

秘书长、临安印社副社长，其

篆刻作品曾入展浙江省第五

届青年书法篆刻展，浙江省

第 三 、四 届 篆 刻 展 ，美 丽 浙

江·秀 水 之 韵—— 浙 江 书 法

篆刻大展等。

经商议，陈雨辉于 10 月

开办篆刻公益班。由于是首

期 ，人 员 限 定 在 20 人 ，招 生

公告一发出，很快名额就报

满了。

邵中发是该篆刻班的一

员，他从小酷爱书法和绘画，

近年来，他迷上青田石，收藏

了几千方石头，听说塘下要

办篆刻公益班，他马上报了

名，从此之后，他每周三晚上

都 提 着 工 具 箱 去 篆 刻 班 学

习。

除 了 成 人 ，篆 刻 班 还 吸

引了小学生前来学习，今年

11 岁 的 王 岚 琦 是 篆 刻 班 里

最年轻的学员。王岚琦的母

亲颜一曼是塘下书画协会副

会长，曾是一位美术老师，在

她的影响下，王岚琦从小喜

欢艺术，还参加了学校的篆

刻社团。虽然年纪小，但经

过学习，现在王岚琦的篆刻

已有模有样。

■记者 黄国夫

近年来，塘下人学习氛围浓厚，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成人的再学习氛围（本报11月13

日8、9版曾作报道）。张金国成人书法公益班已小有名气，最近，原籍临安的中国书法家协

会会员、青年书法家陈雨辉来到塘下，办起了篆刻公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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塘下有了篆刻公益班
中国书法家协会年轻会员主讲方寸间的艺术

■记者 张洵煜

“30 多年过去了，这帮学生还记得我！”吴权林拿

着肇平垟中学 77 届学生毕业照，有些动情。吴权林今

年 59岁，是塘下肇平垟人，现任场桥中学党支部书记、

数学老师。30 年多来，这帮学生每次聚会都不忘叫上

他，前不久，吴权林还和学生们一起游玩大罗山并合

影。对比着这新老照片，吴权林笑着回忆起当时的任

教往事。

那时他给学生演奏乐器、带学生看电影……

两张合照，三十多年师生情

和学生“打成一片”，演奏乐器给学生听

1977 年，吴权林 21 岁，在当

时的肇平垟中学任数学和物理老

师，是77届学生的班主任。当时，

他仅与这帮学生相差五六岁。“我

不像老师，倒更像他们的大哥，时

常和他们打成一片。”吴权林说。

学校靠近 104 国道，那时的

国道还是窄窄的石子路，两头是

郁郁葱葱的绿树，他经常带着学

生在这条路上散步，聊学习，说

家常，如朋友般谈心。

吴权林热爱音乐，高中时就

自学了吹笛。从教后，他还学会

了二胡、手风琴等。学会这些乐

器后，吴权林经常练习，吸引来

不少学生“粉丝”。

林丽华今年52岁，是当时班

上的文艺委员。她还记得当年去

吴老师家听他演奏的时光。“放学

后，我和几个同学都喜欢去吴老

师家写作业，大家都迫不及待地

写完，听吴老师给我们拉手风琴、

吹笛子。”林丽华说，现在想来，曼

妙的音乐声似乎还飘在耳畔。

带学生看电影是那个时代最享受的事

吴权林至今还收藏着一沓

当时的数学试卷，泛黄的试卷上

清楚地印着他写的笔迹。“当时还

没有打印机，试卷得靠老师一笔

一划刻字完成。”吴权林介绍，先

将透明蜡纸铺在钢板上，用笔用

力地刻在蜡纸上，再用油墨“轮”

过去，十分麻烦。为了试卷的美

观，吴权林经常练字，还会研究如

何把控力度，把字“刻”得更好。

那时的学习氛围虽然轻松，

但吴权林对学生的学业并不松

懈。毕业后，77届的学生各有发

展，有一名学生考上瑞安中学，四

名学生考上塘下中学，还有几个

学生去了塘下文艺班。

考上瑞安中学的学生名叫李

中方，是吴权林的得意门生，如今

在温州市统计局就职。那时，吴权

林边教书边准备考大学，经常将自

己的习题和资料整理起来给李中

方练习，辅导他代表学校参加数学

竞赛。在多年后的聚会上，他仍十

分感激吴权林的教育之恩。

学生谢成调受吴权林的影

响，也爱上音乐。25岁时，他成为

塘下“日月星”乐队的一员，担任

键盘手。该乐队在当时的塘下红

极一时，曾去瑞安市区、场桥、丽

岙、苍南等地演出。近日，谢成调

听说吴权林在陈岙村吹萨克斯，

特地前去听老师演奏，还向他借

了萨克斯，也要学起来。

2007年，这帮学生毕业后首

次重聚，并请来吴权林和其他两

位老师。之后，他们还组建了微

信群，经常组织出去游玩，每次都

不忘叫上吴权林。今年年底，他

们还张罗着和老师一起去厦门玩

呢！“尽管光阴流逝，但我们的师

生情会像照片一样，一直留存在

我们的记忆里。”吴权林感慨道。

试卷是“刻”出来的，毕业后老师和学生玩在一起1979年，肇平垟中学77届学生毕业合影

2015年，吴权林和77届学生在大罗山聚会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