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江潮7 2018年8月2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金行哲 ▏编辑 谢瑶

1978
勇当探路者 致敬新时代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岁月如歌

■张秀玲

那时上学，路漫漫其修远兮
“妞妞学游泳、书法、阅读、围

棋。”

“南南北北姐弟学美术、围棋、

游泳、书法、跆拳道。”

“果果朵朵兄妹学作文、奥数、

书法。”

在大家庭微信群，姐妹们晒出

孩子的暑假补课功课，各位小屁孩

假期也不闲着；姐妹们每天送孩子

上各类补习班，马不停蹄，忙得不

知西东。

这几个还是上小学的，上高中

的就别提了，甚至还有几个上幼儿

园的，也说学舞蹈、美术。

盼望孩子们趁着暑假来玩几天

的我母亲不由发牢骚：这些孩子怎

么这么忙呀，每天上这个上那个，见

不到影子；本来暑假该去外婆家玩

几天，现在各个比考大学还忙；你们

那时候，哪有这么忙活，暑假倒是让

你们天天下田干活，干活之后呢，天

天泥里来泥里去的，玩得不见踪影。

母亲的话如侄儿养的那条蚕

儿，吐丝了，拉出长长的丝线。昔

日上学的事便一茬一茬在姐妹们

互相补充中逐渐还原显现。

我对读书是最向往的，不是我

早慧，也不是我懂事，是环境使然，

也是“穷”则思变使然。那年月，也

就是上世纪 70 年代后期。上小

学，似乎只是照例行事，给你上几

年学，之后就是自然辍学，如贾母

说的，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的瞎

子罢了。父母们的目的也是如

此。再说家里穷，我小学学费总是

欠着，连红领巾的钱也是欠着，幸

亏老师是我家隔壁一位远房的堂

姐，好像没怎么催，久而久之，也就

不了了之。但我记忆尤深，因为前

几次都是向我要钱的，而我转问父

母，他们很为难，最后就拖延到无

疾而终。上了几年学，因为目不识

丁的父母在家里卖废品，需要一个

人认字记账，可能我书念得比较

好，也有点任我自流；而且那段时

间发生一件事，父亲不认识字，跟

别人去福建做兑糖客，不知什么事

情被关押，又因为不会说普通话为

自己辩解，以致被关押大半年才回

来。或许出于对知识的渴望，或许

是家里确实需要一个读书人，于是

父母就顺理成章让我继续读书。

但读书过程不是一帆风顺，总

是一波三折。家里翻建房子，而家

里我的几个小妹妹要照料，让我停

课在家带妹妹是家常便饭。放学

回家，不能做作业，先干家务事，摘

番薯藤、烧饭洗碗、挑花。农忙时

节，要天天下田干活，至今一张黝

黑的脸，就是那个年代的印记。而

在教室里的安逸和凉快，让我本能

觉得上学多好呀，有了这样环境对

比，读书就非常认真自觉。

人的出生顺序也是很重要的，

有了我这个读书算不错的二姐姐，

后面的读得如何就不重要了。三

妹就如此，不仅让她很迟上学，当

她小学毕业时，家里唯一的男丁弟

弟恰恰出生了。上面 7 个女儿，好

不容易生了男孩，男孩的地位不言

而喻，所以三妹就理所当然被停学

在家干家务带弟弟。每次提及往

事，三妹总是眼泪汪汪，埋怨父母，

说自己那时候很想上学的，为何偏

让她一人过早停学。

面对三妹的眼泪，父母总是歉

疚和不安，但时过境迁，无法弥补

了。素有“仰头算”之称的母亲趁机

一起诉苦，说自己连一年的学都没

上过。于是便拿出算命先生的话来

安慰，如果能上几年学，认得几个

字，也许就坐拥半个城池。母亲确

实很聪明，虽不识字，但口算很厉

害，父亲做着小本生意，全靠母亲算

账，而且每笔账记在脑海中的。

过了几年，虽然最小的妹妹和

小弟有机会上学，但他们回忆往事

也语带幽怨的。那时候父母管自

去营生，午饭让妹妹们自己解决。

上初中的妹妹们一回家，发现灶台

冷清，因为学校遥远，也就饿着肚

子重新回学校去了。要知道，那时

候没有零钱，也没有可买的零食，

显然她们就饿着肚子上学。而上

小学的妹妹弟弟就在村里上学，大

姐姐们不烧饭了，他们得自己烧

饭。当时厨房是传统灶膛，用稻秆

烧饭，小弟弟负责烧，小妹妹负责

灶台清洗蔬菜之类。而弟弟处于

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年龄

段，一味模仿大人的方法，用稻秆

把灶膛塞得满满的，而没有敞开口

子，灶膛便一直冒烟，饭也烧不开，

弟弟的脸倒是一片通红，以致隔壁

邻居还以为弟弟发烧呢。据说小

妹小弟最后吃了半生不熟的饭和

没有任何味道的白煮菜。他们的

作业当然也没完成，但不完成似乎

也没关系，老师最多批评一下，或

者即使向家长告状，要么找不到家

长，要么家长也无所谓。

而家里排行第一的大姐不用

说，作为长女，她过早承担着和父母

一起照顾家里的使命，初中没念完

就停学，小小年纪就去工厂上班，而

回家后不停织毛线衣。一家十来口

人，冬天衣着任务就落在大姐身上，

熟能生巧吧，她现在是织毛衣的能

手，边看电视边织毛衣，而且织得飞

快。而我依稀记得，当时我能继续

读初中高中，而外婆、大伯母和邻居

阿婆们看到母亲很辛苦，经常在父

母耳旁聒噪：女孩子读书当官吗，别

让她读了，早点做事赚钱，早点嫁

人。幸亏那时我书念得好，父母记

账需要帮手，所以父母最终没有听

取那几位老人家的意见，默许我继

续上学，最终让我上了大学。

时过境迁，上学普及而且日趋

求精，每个孩子基本要上到大学，能

留学的还出去留学。我的姐妹们有

几位学历不高，尽管家境并不富裕，

但对孩子的教育一刻也不落下。我

们大家庭有个“亲子教育群”，大家

经常发送教育理念的文章，而每到

上学，就考虑周末去哪里补习，一刻

也不落下。每到放假，便了解补课

情况，打听哪里补课效果好。宁可

自己省吃俭用，也让孩子去接受各

种培训，绝不输在起跑线上。

我的父母，目不识丁，作为小小

生意人，已经饱尝做这营生的辛苦，

也阅尽人间无数，周边的因读书而

有份稳定工作的境况让他们觉得读

书有用的观念更加坚定。他们也经

常对孩子们絮叨道，娒，你们有机会

读书了，要好好读书，把书念得好

⋯⋯机智的8岁小侄女未待他们说

完，便把父母那重复多次而让他们

烂熟于心的后半句话抢过来说，书

读好了，考上了大学，就可以像二姑

姑那样，每天可以出游了。

温籍作家叶永烈 8 月 4 日做客温报集团，作题

为《每个孩子都能写作》的讲座。我闻讯，心情无比

兴奋！

说实话，在温籍知名作家中，我对叶永烈先生

是情有独钟的。因他称我的老师杨奔是他走上文

学创作道路的启蒙恩师。我和他虽不属同窗，但都

是杨奔老师门下的学生。所以，他给我一种特别的

亲切感，如买书，我喜欢买叶永烈先生的著作：《小

灵通漫游未来》《十万个为什么？》《红色的起点》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东方华尔街》《邂逅美丽》

《三人伞》⋯⋯在我“求知斋”书房里收藏了很多他

的大作，令我倍感珍惜。

我还十分关注叶永烈与杨奔老师之间（公开发

表的）往来的信件内容。我发现他们鱼雁往来其言

辞都十分谦虚，如 1981 年 10 月 3 日，叶永烈在给

杨奔老师信中这样写道：“如果不是十一岁时受到

那位编辑（杨奔）的帮助，如果没发表不像样的东

西，也许我不会跟笔杆子打一辈子交道。”杨奔老师

在同年 3 月 13 日即给叶永烈写回信，说：“叶永烈

同志：⋯⋯我当时也并非真有慧眼发现你的才华。

你现在所取得的成就，是由于自身的天赋和主观的

努力，这封信或许是个小小的契机，至于过高估计

它的影响是不必要的，也使我不安。”

叶永烈先生对杨奔老师的“启蒙”有真心的感

恩。农历壬午年(2002)2 月 18 日是杨奔老师的八

十诞辰, 温州“五县”120 多位学生代表相聚在苍

南龙港农民城龙华大酒店举办庆贺大会。会议刚

开始，叶永烈从上海向杨老师发来贺电，他在贺词

中写道：“杨奔老师：在我童稚之年，得到老师倾心

培养，使我走向文学之路。铭刻在心。欣逢老师八

十大寿，遥祝老师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学生叶永

烈敬贺。”当女学生项建萍（温州市政协原副主席）

宣读完毕，全场同学即报以热烈掌声，无不点赞叶

永烈是尊师的楷模！为保存这一贺词，我特地将此

电文编入《杏壇耆英》——杨奔老师八十诞辰纪念

集中留念。

2003 年 12 月的一天，叶永烈先生做客温州图

书馆时，我沉痛告诉他“杨奔先生走了！”他听此噩

耗，含泪说：“我一定去杨奔先生家吊唁！”他对“恩

师”是多么尊重！

因上述的“尊师”小故事，深深打动我的心，所

以叶永烈这次来温讲座使我感到特别高兴！

8 月 4 日，当东方鱼肚白我就起床了。为赶上

讲座，我租车赶往温州公园路《温州日报》社。我见

到叶永烈先生时，紧握着他的双手，并自我介绍：

“叶先生辛苦了！我是杨奔老师的学生，今天特从

湖岭山区赶来聆听你的讲座。”“天气这么热，你老

人家从遥远的山区赶来听我讲座，难得难得！”

在上楼的途中，我们相互亲切地交谈起来：“叶

永烈先生，你和杨奔老师生前真有缘分。你 11 岁

时写了一首‘抗美援朝’的短诗，在当时《浙南大

众》副刊编辑杨奔老师热情指导下发表了，由于杨

奔老师的激励，使你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然而，更

有缘的是，杨奔老师能当上编辑、成为浙江省知名

散文家，也离不开你岳父杨悌先生家中藏书对他的

影响呐！”“是的，我和杨奔老师确实有缘分。”

上楼步入讲座厅后，叶永烈先生见后排还留着

几个空位，便拉着我一起在后排并肩坐下。坐定之

后，我掏出随身所带的叶永烈先生新著长篇小说

《邂逅美丽》（《上海三部曲》的收官之作），拱手请

他签上大名。叶永烈先生翻开该书扉页，在上下方

工 工 整 地 分 别 写 下“ 郑 育 友 先 生 雅 正 叶 永 烈

2018·8·4 温州”几行珍贵的文字。站在前面的好

多摄影师，为我们拍下了这一难忘时刻的镜头。

我还乘此之良机，请叶永烈先生为我将出版的

新作《瑞安当代文学史稿》题写了书名。叶永烈先

生还嘱其夫人杨惠芬在他签名处加盖“叶永烈”三

字印章。随后，我将随身带的“伴手”（拙作）《瑞安

现代文学史稿》赠给他，请他指正，他微笑地接受

了。

不虚此行！我终于圆了多年想得到叶永烈先

生签名书的美梦。

在一所学校，成立一个文学社，办

一本刊物，影响一批爱好文学的学生，

这是语文教师特别喜欢做的事。近日

翻阅家中珍藏了 30 年的十几本油印刊

物《繁星》，思绪便回到那青葱岁月。

学校是任岩松中学，文学社叫“繁

星文学社”，刊物曰《繁星》。1986 年我

分配到任岩松中学当语文教师，因为爱

好文学，便与语文组几位志同道合的同

仁设想着做点有益于文学的事情。那

是一个大家热爱文学、崇拜文化的年

代，校园文学方兴未艾，文学社团活动

如火如荼，文学梦让年轻人激情澎湃。

在《繁星》的发刊词中，我写到了办

刊的缘由：我们时常于晚上在学校旁边

的桃花林和梨花林里一边海阔天空地

谈论，一边像小孩似地数着天空中忽闪

忽闪的星星，那意境很妙。可惜，先是

桃花谢了，后来梨花也落了，紧挨着又

是连续的阴天，再也不能看到那星星

了，生活感到少有的寂寞。这时有人提

议，何不去观察和发现生活中的星星

呢？于是萌发了办《繁星》的念头。

1987年5月，繁星文学社成立；不久

《繁星》创刊号也出刊了。《繁星》很幸运，

刚一诞生，马上受到呵护，瑞安市文联、

《玉海》编辑部发来贺信：“欣读《繁星》，不

胜喜悦，一批批文学新人正从这里成长。

作品虽稚嫩，但篇篇生动优美，从五彩缤

纷的生活中去发现美的真谛，体现了校园

文学的独特风格。《玉海》将致力为大家提

供园地，让‘繁星’在《玉海》熠熠生辉！”瑞

安《电大青年》也发来贺信：“遥望碧空，只

见星光点点。繁星应运而生，降临这多彩

的世界。但愿你在文学的银河中永闪光

彩！”兄弟学校的文学社团或社刊也纷纷

发来贺信表示祝贺。

我们办《繁星》是很认真很执著的，

我们组织文学社社员开展了一系列丰

富多彩的采风活动和文学沙龙活动，刊

出“日记专辑”“散文专辑”“影评专辑”

“国庆专刊”“元旦专刊”“故乡的风”等，

大家自己写稿、自己打字或刻写、自己

插图、自己油印，尽最大可能做到可读

性强，且美观大方，所以每一期散发着

浓浓油墨香的刊物都很受师生欢迎。

我们的努力得到专家的认可和鼓

励，1991 年 1 月 12 日，在全国文学社刊

交流会现场，教育家、作家韩作黎翻阅

《繁星》后当场赋诗一首：“点点星光闪

长空，照耀大地百花丛；芬芳气息散四

野，犹如流韵壮东风。”作家、《中国校园

文学》主编黄世衡也当场题词：“繁星满

天，光耀四野。”

《繁星》在成长，《繁星》的作者也在

成长。《繁星》为一批爱好文学的学生搭

建了展示才华的平台，张远航、苏子瑜、

张理园、程翔祥等的作品通过《繁星》走

出瑞安，走出温州。《繁星》作者获奖的

文章越来越多，《繁星》也多次被评为优

秀文学社社刊。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

当年的《繁星》作者，有不少人如今还一

直行走在文学的路上！

1994 年我调离任岩松中学，2001

年任岩松中学随丽岙镇划归瓯海区，再

后来任岩松中学被合并，蓦然回首，《繁

星》已渐行渐远了。但每一次翻阅珍藏

的油印刊物《繁星》，一件件与文学、与

文字有关的美好回忆总会历历在目，我

知道：那是青春之梦，那是文学之梦！

■郑明理

《繁星》记忆

■郑育友

我得到
叶永烈签名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