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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文席：永远的“小马过河”
■记者 林晓

原市人大教科文卫工委主任陈光顺

已退休，他曾是彭文席的同事，还是云周

“共地方人”。他们在林垟中学教书时，

常常一起从码道坐河轮到林垟，有“乘共

只船”“住一堂儿”的友谊，放学后在 10

来平方米的教师宿舍“清谈”拉家常过日

子，如此一来二去，有了忘年交的意味。

1979 年，国家八部委联合举办第二

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活动，《小

马过河》获得一等奖。1980年5月份，接

到领奖通知的彭文席十分踌躇，一方面

他十分向往首都北京，另一方面身为代

课教师，仅几十元的工资让他感到上京

之路的经济局促。

“其他获奖者在京期间都交了伙食

费，但他没钱交，成了惟一一个‘吃白食’的

人。那时他确实是相当贫困的。”陈光顺

说，倒是组委会给他解决了来回的差旅费。

“彭老师为人低调诚恳，待人接物没

有架子。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其性子

也是温和的，一派儒家风骨的。”陈光顺

这样评价彭文席。

评价彭老师有儒雅学者气的还有黄

大伟。1980 年中期，黄大伟在莘塍镇小

任副校长，与几位教师一起组织“聚星写

作兴趣小组”，举办过几次征文比赛，发

现有好的文章便向彭文席主编的杂志

《小花朵》推荐。

近日，记者来到黄大伟的寓所。黄

大伟与老伴住在市四中旁的寓所里，这

里离当年的学校很近，念旧时，老两口就

散步过去。

“一方面我与彭文席老师都喜欢孩

子，爱好写作，兴趣相近。加上经常撰稿

及投稿，要将纸质的稿件组稿后，送到城

关老市府《小花朵》编辑部。一来二去，

便与彭老师的交往多起来了。”

黄大伟说自己历来喜欢孩子，他们天

真无邪，纯洁可爱。“当然也有和我一样也

喜欢孩子的朋友，彭文席老师便是我这样

的朋友。”

1988 年上学期，黄大伟邀请市文联

叶尚义和彭文席来莘塍作儿童文学创作

讲座。原计划是聚星写作兴趣小组的会

员参加，三四十人，在一个小教室里就可

以完成的。可彭文席老师要来开讲座的

消息不胫而走，到讲座这天竟然聚集了

二三百人，会场也临时改到大型会议厅。

因为黄大伟是该讲座的牵头人，他

一度担心会场秩序。但彭老师开讲以

后，话风流畅，温和文雅，其儒雅的学者

气质征服了在场的所有人，孩子们听得

津津有味，现场安静又活跃。

讲座结束时，孩子们纷纷向彭老师

提出写作中出现的问题。当时，彭文席

在讲座上一一作了解答。

“寓言中小马妈妈鼓励小马遇事独

立思考，重实践，重体验，引发了孩子们

的学习乐趣，孩子们的写作热情可真高

啊！”黄大伟说。

通过瑞安北京的大接力，《小马过河》66 年前的原刊稿《小马过溪》找到了，这是瑞安的大喜事。

《小马过河》荣获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先后被翻译成 14 种语言在全世界发行，1957 年至今一直入选小学语文课本，是全国学生的必学课文。《小马过河》的文化形象在潜

移默化中影响了亿万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它已经承载了国人六十多年的童年记忆，还将影响以后的子子孙孙。毫无疑问，《小马过河》是瑞安所有传世的文化作品中“粉丝”最

多、影响最广的。

当前，瑞安正在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小马过河”文化 IP，正作为其金名片打造。

记者走进彭文席的家乡、任职的学校，采访亲人、故友等，向您还原儿童友好的源头故事——小马过河。在这座历史上就温暖、包容、更具韧性的城市，对儿童友好、关爱，曾激荡在

瑞安人的灵魂里，记录在一位乡村教师的骨血里。

时间回溯到 1955 年春夏之交，

在温瑞塘河边的莘塍中心小学操场

上，几棵香樟树花初开，校园里满园

芬芳。这几晚，30 岁的住校代课老

师彭文席时常经过香樟树旁，他年

轻能干，思想活跃，正想着这学期里

遇到的事。“老师，这个问题怎么

办？”“老师，这样结果好不好？”⋯⋯

孩子们似乎对“答案与结果”过于重

视，而独立思考问题的过程与解决

问题的方法能力则差了。

“彭文席大我两岁。当年，我们

一起教书一起住校。课余，我们常聊

些想法，交换所得。现在想来，他是

非常爱护孩子们的，他的想法也先

进。彭文席说，学而不思则罔。如果

孩子们没有独立思考就直接问老师

要结果，这样即便是得到正确答案，

又有什么用处呢！”曾经的同事彭志

群今年 95 岁，近日记者穿街过巷来

到他位于外滩的寓所，坐在约 10 平

方米的客厅里讲起往事，唏嘘不已。

上世纪五十年代，是中国儿童

文学创作的黄金时期。彭文席受严

文井、金近等儿童文学作家的影响，

萌发创作寓言的想法。

“在一个晚上，父亲的脑海里突

然跳出小马这个主题。他希望孩子

们能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当晚

就创作出《小马过溪》这篇寓言。”彭

文席女儿彭海平告诉记者，父女谈

心时也会聊起往事。

彭海平的回忆与彭志群的讲述

大约相同。据回忆，当年莘塍中心

小学的教工宿舍算是“蜗居”，一床

一桌而已，彭文席就是在这样简陋

的宿舍里写出了这篇寓言。接着将

最初版的《小马过溪》稿件寄到上海

《新少年报》，不到一个月，稿子见

报。“当时的稿费是 13 元 5 角，几位

同事开玩笑说要他请客，他果然很

大气，请老师们一起去莘塍桥头面

店里吃炒面。”彭志群回忆说。

1956 年，《新少年报》在报纸上

开展读《小马过溪》读后感的全国小

学生征文比赛，把《小马过溪》的影

响力扩大了。1957 年，北京市将题

目改成了《小马过河》选入小学四年

级的语文课本，继而各地的教材也

陆续选用。

1956 年，《小马过溪》在《新少

年报》上发表不久，彭文席即因“成

分不好”稀里糊涂地被解雇了工作，

被迫回乡务农。“与父亲同龄的母亲

也因两个舅舅在台湾谋生而离开教

师队伍，父母双双下岗。”彭茂桐说。

彭文席回乡务农时经历过三年自

然灾害时期，在土地上付出多收获

少。“因我家只有父亲一个劳动力，大

队食堂分给我家只够我们装个半肚子

饱。父母在饭前总是先用开水咽下些

米皮糠（碾米时稻谷里面的一层糠皮）

填填肚子，这样就能显饱些，接下再吃

几口饭，节省下一部分饭让我们孩子

吃，让大家尽量少饿肚子。”彭茂桐说。

据儿女们回忆，当年除短衣缺

食外，彭文席在近中年时，才开始学

习干各种农活。插秧割稻时，常累

得他直不起腰。彭海平说，“走田塍

小路，父亲经常滑倒，摔倒在田间，

弄得像个‘大泥人’一样回家。握锄

头的手也常起泡，在洗手擦脸时就

龇牙咧嘴地喊痛”。

1980 年，彭文席从北京领奖回

乡后，名声大振。一时间，天天都有

大量《小马过河》的读者来信，请教各

种问题。有一天，彭海平问坐在书桌

前回信的父亲“这么多来信怎么办

哪？”父亲说：“因为历史原因，我有

20 多年时间没与小读者在一起了。

现在要以加倍的努力与勤奋把丢失

的 20 多年补回来。如果不回信，不

仅不礼貌，更对不住热情的小读者。”

瑞安市云周街道十八江村人。1925年5月5日出生，瑞安中学高中部毕业后担任教师。1953年

任浙江省作家协会理事，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其主要作品有寓言《小马过河》《元》

《罂粟花》《母鸭生蛋》《猩猩看“孙子”》等，在国家八部委联合举办的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

评奖活动中，《小马过河》荣膺一等奖。作品《牛虻和牛虱》获全国寓言学会金光寓言奖。退休后，他

担任了瑞安市文联《小花朵》杂志的主编，为培养小学生的写作倾尽心力。2009年5月27日，彭文席

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84岁。

《小马过河》源于

“希望孩子们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

回复海量读者来信

总以更加勤奋把“丢失的 20 多年”补回来

独立思考

重实践重体验“引发孩子们的写作热情”

林垟学校历史悠久，初创办于清光

绪三十年（1904 年）。上世纪八十年代

彭文席任教的校舍现在已一分为二，部

分成为幼儿园及企业厂房，新校舍则迁

至数百米之外的地方。现任校总务主任

倪海余曾是彭文席的学生，在这所学校

里，有他满满的青春记忆。

“1980 年，彭老师执教我们初一班

语文。1982 年，教初三语文。有两三年

时间，我们与彭老师在一起，特别熟悉。”

1981 年，金瑜雪在林垟中学读初二，彭

文席是她的语文老师。“彭老师在林垟中

学代课时教好几门功课，但主要教英语

和语文。他还担任我们初一初二班的班

主任，与我们相处的时间很多。”

学生们回忆，彭老师的每一节课，都

让人受益匪浅。他把一个个汉字演绎成

一段段妙趣横生的故事。与孩子们在一

起，他幽默又不失严谨，寓教于乐，是讲课

的最大特色。从他的口中，那些生涩难懂

的词句，变成了一个个生动又活泼的故事。

金瑜雪是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图书馆

馆长，她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彭老师善于

鼓劲孩子，希望大家都积极主动进步，

“不要妄自菲薄啊”是他的口头禅。

“在课堂上，或者和我们同学平常的

交流，彭老师会用‘不要妄自菲薄’来鼓

励。我们在乡下的孩子都不太自信，平

常胆子小，很腼腆。彭老师会鼓励我们，

不要妄自菲薄啊！”金瑜雪说。

当时，彭文席老师与学校里的杨小兰

老师一起，还将《小马过河》改编成英语剧

本，参加仙降区中小学文艺汇演，金瑜雪是

小演员之一，她饰演主角“小马”。金瑜雪

介绍，以前条件简陋，没有道具和相关的演

出服装，她就穿着一件白色的运动服出演，

剧中的“老马”穿着黄色的运动服，还有两

位男同学分别演“老牛”和“松鼠”。

“演老牛的同学把手放在头顶当牛

角，然后哞哞地叫。那只松鼠呢？他会

把头缩一下，脚缩一下，代表蹦一下跳一

下的意思。”金瑜雪说，由于物质匮乏，彭

老师教大家丰富英语剧的内涵。

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彭文席

利用课余和周末时间，指导孩子反复练

习，直到能脱稿顺利说出英文，“彭老师

总能激发孩子们对学习的兴趣，让大家

懂得文字是有温度的”。

不能轻看自己
鼓励我们积极主动进步“不要妄自菲薄啊！”

[ 彭文席简介

]

通讯员 李浙平/画

通讯员 李浙平/画

“再干一年吧！爸爸这一生跟儿童有缘啊！”7 月 19 日傍晚，云周街道十八江村彩霞满天。彭文

席大儿子彭茂桐，站在离老家百米远的“小马过河墙”旁，回想起父亲的一生。和父亲讲话的那年暑

假，天气也和今天一样晴热，彩霞映照在老家的荷花池里。那时间，老房子外墙和二楼父亲书房的窗

玻璃上一样浮光耀金，令人遐想。

今年72岁的彭茂桐仍住在十八江村，住在父亲生前的老家对门。当年他因疼爱父亲，想让父亲

安享晚年清福的一番话，没能挡住父亲从乡村到城里上班10多公里的路。

1986年退休后，彭文席在江南与江北之间往返，风雨无阻地坐车渡船，以简单又繁复的“上班两

小时下班两小时之路”，14年间坚守在儿童文学刊物《小花朵》主编的阵地上。

问为什么？彭文席总以“喜欢和孩子在一起”为理由回答。这个理由如此坚持又肯定，以至在儿

子彭茂桐与女儿彭海平的记忆里，全是父亲留给这个世界“ 像小马一样坚强且要独立思考”的教育理

念上。
彭文席旧照彭文席旧照（（左一左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