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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这是一个遥远而令人
亲近的村庄。这是一个拒
绝“城镇化改造”而能留下
人们灵魂的圆满的地方。
这里有保存完好的元明清
三代风格特异的古建筑
群，整个村庄青砖灰瓦，木
质构架，屋檐层叠，错落有
致，古朴典雅。它的
名字叫：桂林市灵
川县青狮潭镇江头
洲村。
这个村落距桂

林市只有 !" 多公
里，坐西朝东，对面
是苍翠的笔架山，
贴身是玉带似的护
龙河，小小的古桥
映着倒影，掩映成
荫的古榕、桂林和
竹林，为经过 #""

多年风雨洗磨的古
屋、古楼、古院、古
巷、古井，带来足可
安顿身心的平静和
怡宁。依稀有洗衣妇、挑担
翁、戏水童的身影，$""多
村民过着悠闲自在的农家
生活。
江头洲村令人嗟叹的

不仅是它的古老，更在于
一旦和它相遇，那古朴的
民风习尚，那弥久的清正
雅训，那自然美、历史美的
圆融一体，可以疗救我们
至今不敢碰触的伤口。

江头洲村以有周氏
“爱莲祠堂”而扬名。据民
国十八年《灵川县志》上记
载，江头洲“周氏系出濂溪
德盛者，泽弥长宜发之伟
乎”。濂溪为宋代哲学家、
文学家和理学创始人周敦
颐的别号。他不是广西籍，
而是湖南道州营道县营乐
玉楼回堡（村）人。幼承庭
训，学优级则仕，官至知

县、判官，嘉佑六年（%"#%
年）任虔州通判，被封为国
子博士。他是北宋理学濂
洛学派的引领者，著有《太
极图说》，带出高足程璟、
程颐，即理学界盛名的“二
程”。他的另一载入史册的
名篇，就是《爱莲说》：“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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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周敦颐是借“莲”喻
人，自说自励。“爱莲”也因
之而成为周敦颐后裔的祖
训，成为寻求高洁的“爱莲
文化”的渊源。他的后裔自
明代洪武年间迁至广西桂
林灵川后，在江头洲落脚，
就建起了“周家祠堂”，
%&&!年动土，历时六年竣
工，占地 %!""平方米。祠
堂办义学，设私塾，为周姓
子弟授业传道。子弟们皆
以先祖周敦颐的君子情操
勉励自己，就像祠堂高挂
的楹联“世德乡举选，宗盟
令法传”那样，木铎传薪，
以洁身自爱为圭臬。

笑傲得失而返朴归
真，无疑是一种大智慧、大
修行。才高八斗的陶潜，历
尽繁华而魂归桃源；洒脱
不羁的李白，尝遍枯荣而

放鹿青崖，觅牵名山赐予
的大音稀声；感忧时世的
杜甫，阅尽炎凉而吟叙草
堂，咀嚼至朴至简的怡静。
在江头洲这个古村，在进
士街、秀才巷，那些高人骚
客，也都洗尽污秽而一一
回家，共同构筑周
氏宗族祠堂———
“爱莲堂”。祠堂的
两侧是“学以精微
通广大，家缘清俭
足平安”的楹联，周氏子孙
将“爱莲堂”作为读书处，
在此背诵四书，修炼心性，
吟诗习字，“爱莲”子弟也
一个个出人头地。仅明清
两代，小小的江头洲村就
出过 $名翰林，#名进士，
!'名举人，%"#名秀才，七

品以上的官员达 ()人，其
中有“五代知县”，“三代庶
吉士”，还有“父子翰林”。
一代又一代，他们信奉“子
当父作马，父望子成龙”的
嘉言，在官场清俭奉公，感
受人世浮华之后，老了又

回归故里，以若愚
之举独善其身，默
默地经营这一延续
文脉的“爱莲堂”。
“爱莲堂”作为

有 #""多年历史的古祠、
古院，石木结构，风采依
旧，精湛的工艺和文化底
蕴尽显明清建筑的特色。
最令人惊奇的是堂院两侧
高高的、非同寻常的窗户。
南房窗格，上方布局成“慎
言”、“敏事”，下方是“亲”、
“贤”二字的图形；北房的
窗格，上方成形为“循理”、
“遏制”，下方则是“的”、
“秀”二字。此类全部用木
榫打造的美妙工艺，乃全
国独有。祠堂里令人注目
的，还有隶书写成的《周氏
家训》。“家训”上明示着
“吾家风尚，素为严禁；规
行矩步，奉莲指教”，“六德
六行，从小悔教；祛邪传
儒，立身厚道”。“家训”勉
励送子读书以“增知博
学”，若中及第，则严格要
求“出仕为官，官清吏瘦；
摄职从政，报国务民”。由

于牢记家训、祖德，做人为
官以祖训为本，故而“爱
莲”才子，仕宦也风流。如
周冠、周绍是远近载誉的
“父子翰林”。周冠于咸丰
年中进士，历任国史馆纂
修，官至三品，著书七部，
文章闳中肆外。他在出守
河南汝宁府时，赆以千金，
坚决不受，百姓称之为“周
青天”；光绪壬寅年中州鼠
疫，他捐薪施药，救活
!"""多条人命，百姓赞之
为“救命清官”。又如周履
泰，在出任浙江常山知县
时，也能像先祖周敦颐一
样，为官正直，恤狱雪冤，
为民作主。从江头洲村走
出去的官员，都亭亭净植，
不追求富贵利达，即便身
处污浊环境而脱俗玉洁，
保持着莲花君子形象。因
此，江头洲成为世人称道
的“百年清官村”，于今也
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
学风至上、清正雅训、

知足常乐的人生态度，成
为所有江头洲村人的追
求。造访这样的古村，不啻
是一次精神洗礼和深情对
话。如果我们在物欲横流、
野蛮粗鄙的地段迷失，那
么，就去看一看这里的人
们如何在风雨桥的长亭下
行走。

做题迷
吴 非

! ! ! !不久前，在南京的一处动物园看马戏表
演。这家动物园养了大批的老虎，大概是出于
“以虎养虎”吧，马戏表演以老虎为主。看到十
五六只老虎排队进场时，我是吃了一惊的，毕
竟是猛兽啊，怎么被这七八个人用竹竿像赶
猪放羊一样地赶着！下面的表演则令我目瞪
口呆：七八只老虎规规矩矩地坐在各自的座
位上，其他老虎在号令下爬高架，钻火圈，走
独木桥。最后，十多只老虎像囚徒一样并排躺
下，在训练员的号令下，在地上依次翻身，翻
过来，再翻过去……这可是连猪也不肯干的
事啊！
早些年，有课程专家谈到应当警惕“训

练”，慎用“训练”。很多教师不明所以，有许多
疑虑：教学上如果不训练，教师做什么？学生
如何学？如何巩固？……教育学意义上的“训
练”究竟指的是什么，“训”与“练”有没有什么
区别，这些问题的确值得思考。
有个教育局长说了件怪事给我听。说有

所名牌大学曾从重点中学提前录取了一批学
生，让他们提前到学校，熟悉环境，以期尽早
进入状态。但观察到的学生状态令大家困惑：
这些学生没有去图书馆的习惯，每天只是睡
觉，等开饭，不断地发短信；有的逛网浏览，个
别人迷上打电子游戏……其中一位最不可思
议：她每天一早就在网上搜索各地的模拟卷，

她能把各地“一模卷”、“二模卷”、“调研卷”分
门别类地归入文件夹，然后一题一题地研究
答案。别人对她说：你辛苦两年多，就是为了
免考；既然不用考了，干嘛要没完没了地做那
些模拟题呢？该女生不解地反问：“那我每天
做什么呢？”如果网上弄不到新题，无题可做，
她还感到失落。
也不奇怪。过早过多的应试训练

会让一些学生走火入魔；家长说不定
还会以她的“勤奋”为骄傲，老师也会
因为她的“着迷”而放心；而学校把她
这样的学生推荐给高校，高校又愿意接受这
样的学生……总而言之，很符合时下的教育
风气。
学生是这样，教师也是这样，教育的管理

者也是这样。有个市评“学科带头人”和“教学
能手”，其中一项就是和高三学生一同做题，
看谁能做得既快又好。这样评出来的教师，家
长和校长就放心了。教师的疯狂甚于学生，因
为同样有利益驱动，学生不过为一时之功，教
师则为一世之利。有些教师能熟悉本学科全

国各地历年试题甚至模拟试卷，搜检资料速
度赛电脑，他们甚至还能报出任何一年任何
一题的得分率。有这些“特级教师”、“学科带
头人”领着的应试大军，就这样驰骋在高考战
场上。学生到了高三，来去匆匆，面无表情，目
光呆滞，有经验的教师会说：行了，懂不懂，这
就叫作呆若木鸡，是考试的最高境界了。
可是，人毕竟不是饲养的动物，一味地靠

“训练”，做题，答卷，算分，没有了学习的乐
趣，人的意志也就消磨殆尽。
我也见过这种勤奋的“做题迷”，然而，真
正让他去关注某个问题，作些深入的
研究，他就表现无能为力；他会木然地
看着你，不知所措，更不用指望他会钻
研，有自己的发现了。———你不能说
他缺乏趣味，只不过他的趣味就是“做

题”。做题能有什么趣味呢？能得到高分，能得
到老师的肯定，能得到同学的尊崇，更能得到
“高考加分”，甚至“免试入学”；再往下呢？有
可能“保研”，有可能跟着导师“做课题”，———
当然那个“导师”极可能也是这样长大的。
在教育界，总是有人苦苦地想一个问题：

我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了，为什么人家仍然
认为我们“平庸”？其实答案也简单，你只要想
想那些老虎为什么会怕训练员的竹竿，就明
白了。

随缘的小鱼
恽甫铭

! ! ! !一首歌这样唱道：“水到渠成* 心到佛至* 这一个
缘字看破一切*遂愿大家一生平安 *抛弃烦恼* 一切随
缘。”它唱到心灵的柔软处，感染了无数历经沧桑的人
们。中年书法篆刻家小鱼（赵瑜）不知道为多少人书写

“随缘”二字了，可见
“随缘”二字是多么受
人喜欢！我在战友聚
会上结识了小鱼，后
来在凝云翰书画艺术

馆里，看他为朋友书写“随缘”，最近与他合作玩了一把
“福缘壶”———我俩真正地有缘了。

颇有山东汉子性格的小鱼快人快语，%+'$ 年生
于上海，处处“随缘”成就了快乐的艺术人生。不是
嘛？如果没有家教极严的父亲引领，从小就练习写
字，小鱼怎么会心甘情愿地走上书法之路呢？上世纪
$"年代，如果无缘拜识时任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的王
个簃，小鱼不可能
多年上门聆听大师
的教诲而受益终
身。&"年代，如果无
缘获得书法大家张
森的帮助指导，小鱼
的书法艺术不可能
提升上到一个新的
台阶，更不可能将王
个簃的篆书与张森
的隶书巧妙结合，形
成自己独特的“龙头
体”。小鱼以腴润可
爱的“龙头体”作品
参加 !""%年文化部
举办的“迎新世纪书
画篆刻大奖赛”，并
荣获优秀奖，从此确
定了他书法风格的
方向。如今，他用“龙
头体”书写的“随
缘”、“厚德载福”、
“合乐康宁”等作品，
已走向全国及海外。台湾星云大师不仅亲眼观看小鱼
书写“随缘”横披而且欣然将其收藏。山东文登圣经山
将小鱼的“随缘”二字刻勒于崖壁之上，成为当地的一
道文化风景线。
小鱼还擅长治印，奏刀刻石时将从小习武时掌握

的指腕功夫，巧妙地运用到冲切之中。所刻印章笔画雄
壮，古朴天真，大巧若拙，朱白之间充满了谐趣。然而十
年前，小鱼去了一趟陶都宜兴，不曾想促使他实现了一
次艰难而又华丽的艺术转身。
在陶都，小鱼被神秘奥妙的紫砂陶艺迷恋，忽然

产生了一种冲动：在陶艺作品上实行金石创作的突
破！他发现大多数工艺师在陶艺作品上刻画写字，都
是依葫芦画样，看起来线条圆溜但缺少金石的韵味，
降低了紫砂陶品的艺术品位。为了在陶器上刻出金
石韵味，小鱼大胆地使用自己研制的刀具，独创技
法，所刻线条简约、圆融、自然。%"!岁的国家陶艺
大师王华荫棠看了小鱼的作品，立即题写了“厚德
博艺”以资鼓励。陶艺大师顾绍培亦以“艺海无涯”
四字予以嘉许。现在，由陶艺名师制作、书画家提
供样稿、小鱼操刀镌刻的紫砂陶艺作品，已成为陶
都的新宠。相信小鱼的下一次“随缘”，会给他创造
新的辉煌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邻家带走了小九妹
叶培林

! ! ! !我刚进学堂读书那年秋天，一天傍晚，
隔壁顾家来了个湖州老家的远房亲戚。这位
老乡挑着两只箩筐，箩筐内一头坐着一个小
孩。我挤在大人当中看热闹。顾先生和老乡
经过一番交谈，最终留下了看上去岁数稍大
的那个被叫做“九妹”的女孩。

那位老乡带着另一个小男孩离开顾家
时，九妹的小手抹着泪嘤嘤地低泣不止。

过后听父母在家议论，顾家夫妇不能生
育不得已才领养小囡，留下女孩一是日后生
父生母不太会追悔二是家中也添个帮手。

孩子间是最易熟识的，没多久，眉清目
秀的九妹和我就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九妹的老家在湖州农村，父母种桑养蚕
有几亩薄田，风调雨顺年景日子尚能维持，
这几年老家频发大水，一家老小就难以果腹
了。灾荒中，九妹的亲生父母才忍痛将九妹
与弟弟挑到上海送人的。

那时我父母都在工厂做工，衣食无忧，
家中还有一只“无线电”。午后，当顾师母出
去搓麻将时，九妹见我在家常会上我家来说
说话。九妹告诉我，她在家里要帮父母养蚕。
从自家桑树上摘下桑叶，均匀地盖在柔滑的
蚕宝宝身上，小小的蚕儿在桑叶间爬来爬
去，半晌桑叶就遮不住了。蚕宝宝越长越可
爱，白白嫩嫩，直至透亮起来，这时，蚕宝宝
就快上山吐丝结茧了。结了茧，父亲就将好
多好多雪白的蚕茧装在竹筐里，摇着小船到

镇上去换钱。我专心地听着九妹的描述，然
后对她说，开春时，上海的小朋友也会在小
纸盒里养几条小蚕，我也养过。

有时我和九妹也一起听听“无线电”里
播送的越剧。九妹听越剧可专注了，听多了
还会轻轻地跟着哼唱。她说，他们那里也常
有戏班子唱戏，父亲心情好的时候也会撑小
船载着他们去看戏，那简直像过年一样高
兴。

有一回，“无线电”里戚雅仙在唱《梁山
伯与祝英台》，“草桥结拜”里唱到“终于留下

小九妹”时，我好奇地问九妹，你和祝英台怎
么都叫“九妹”呀？九妹说，她妈生过好多孩
子，她是第九个，所以叫九妹。不过，她上头
的哥哥姐姐只剩下了 (个，其余的听父母说
都夭折了。

九妹来上海的第二年，也到了上学的年
龄了，可是，邻居顾家姆妈没带九妹去报名。
九妹还是每天倒倒痰盂、拎拎水、淘淘米、汏
汏菜。我们两家都住三楼，自来水龙头在底
楼灶披间，每当我遇见九妹提着水吃力地上
楼时，我总会接过她手中的铅桶帮她把水拎
到屋里。此时，九妹总会轻轻说声“谢谢阿

哥”。
又过了一年，秋季开学前，九妹总算背

上了书包，每天，我和九妹肩并肩手搀手地
往返学堂，旁人还以为我们是兄妹俩呢。

那年寒假，九妹在我家做完假期作业，
又打开“无线电”，恰巧拨到戚雅仙在唱“楼
台会”。听罢，关掉“无线电”，九妹羞答答地
提议我和她一道唱一段“楼台会”。我说我唱
不好。九妹说又没旁人没关系。于是，九妹就
“小别重逢梁山伯，倒叫我又是欢喜又伤悲
……”地边唱边比划起来。我在一旁全神观
赏。两年来，九妹本就细嫩的皮肤变得白里
透红了，眉靨间也更妩媚了，她那略带湖州
口音的莺声太动听了。正当我沉湎之间，九
妹轻轻推我一把说，阿哥，该你唱啦, 我顿时
一脸尴尬。
俗话说，好花不常开，好景不长在。第四

年春节前，九妹恋恋不舍地在楼下灶披间告
诉我，他们要搬家，她要转学了。我急问原
因。九妹说，她听养父夜里跟养母吵嘴时说
好像养母做了见不得人的事，邻居们在窃窃
私语。

没几天，九妹就从此消失在我的视线
内。您说，我能不郁闷一辈子吗？

书法 赵 瑜

时光隧道的穿越
大 耳

! ! ! !突然接到一个小学同
学会的邀请，大吃一惊，那
个时候，才几岁？%!岁以
下的记忆，能够记得多少，
其中又有多少是正确的？

真正见面时，彼此都惊讶对方的衰
老，但一边却互相安慰：你看起来都没
有老。这句话里头，就是大家其实都老
了，只是“看起来，没有老”。人人心里也
就自我感觉良好了。

-说着他一年级的老师如何骂他
笨，.说那个老师最疼爱
学生，从不在课堂骂人，
到底他们口中的老师，是
同一个吗？/说体育课一

过，他就偷偷溜到食堂
去买冰水，体育老师捉
到了，惩罚全班学生在
操场跑三圈，累得全班
同学不要跟他好。0说

每一堂体育课都是在操场跑步的，哪有
惩罚才跑三圈？

穿越时光隧道的时候，人人都各有
自己的时间记忆，你的我的，加起来变成
大家的，只不过，那些过去的时光，不管
真实性有多强，记忆是否走错了路，全都
流逝了。下一个同学会，再去出席，不是
为了唤醒记忆，而是在人人口里同时于
时光隧道的穿越的那个时刻，我们感觉
自己年轻了。对岁月的畏惧感油然而生。

! ! ! !她看着我说! 我来

和你告别的! 咱学大人

一样握握手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