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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发得多了，我渐渐听到一些或真心
或假意的夸奖：“你真了不起！写作是靠天赋
的，你有天赋！”错了！我根本不承认我有什么
写作天赋，我不是那种从小就出口成章的早
慧之人，更不是那种时常文思如泉涌的天才。

小学三年级，我开始学写作文。别的同学
学起来很容易，可是我学得很吃力，属于“三
天憋出俩字”的那种。那时我的数学超好，几
乎每次都是100分。严厉的语文老师指着我的
头说：“你脑子里的数学细胞太多了，难道就
不能分点过来给语文？”唉！我有什么办法呢！

四年级的时候，换了语文老师，是一位温
和的年轻女老师，姓米。米老师几乎不发脾
气，批评学生的时候都带着笑。我记得那是秋
天，看到秋叶飘零的景象，我的内心忽然间被
触动，写了一篇关于“秋叶”的作文。我的所谓
灵感，或许来源于对壮美大自然的一种天然
崇拜。让我没想到的是，米老师把我的作文当
成范文，在班里朗读，还把其中的一些句子反
复读了几遍。那些幼稚的句子我如今已经全

忘了，只清楚地记得，米老师说：“写得太好
了！”她还竖起了大拇指，那是我第一次看到
老师向学生竖起大拇指，觉得那样的肢体语
言真的是太生动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我激动
得心砰砰跳，脸上直发烫。

之后，我像突然开了窍一般，爱上了写作
文。我认真地写每一篇作文，希望米老师用曲
线为我画出那些“优美的句子”，然后，用世界
上最动人的声音在班里朗读我的文章。果然，
米老师每次都会那样做，她像个发现千里马
的伯乐，得意地说：“真没想到，我们班的同学
这么有灵气！”我满足欣慰极了，感觉心里那
一点点如豆的光亮，被米老师拨得越来越明、
越来越亮。

我爱上了作文，爱上了读书，也爱上了米
老师。同时，我心中萌生起一个愿望：长大后，
我也要当一位像米老师一样的老师。

多年后，我的梦想成真了，我教初中，当
班主任。班上有个调皮的男生，学习不好，爱
打架，不听话，不服管。刚教他时，我很头疼。

转念一想，难道他就没有闪光点吗？一定有，
这个年龄的孩子，有些叛逆，也有些个性，但
他们青春阳光，浑身上下都是蓬勃之气。很
快，我发现这个孩子体育特别好，他短跑非常
棒。学校开运动会，他拿下了百米第一的好成
绩。

我抓住他的闪光点，给他指明了奋斗方
向：考重点高中的体育特长班，到时候，你一
定是佼佼者，考上理想大学肯定没问题。他将
信将疑地望着我，挠了挠头说：“老师，能行
吗？我妈总说我干啥啥不行，吃啥啥都香。”我
被他逗笑了：“相信老师，你不仅吃啥啥都香，
还会干啥啥都行！”

三年后，他真的考上了重点高中的体育
特长班。又三年后，他考上了省会一所体育大
学。如今，他是一所重点中学的一名体育老
师。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老师，你把学生
身上那点如豆的光亮拨得更明更亮，也许有
一天，那点光亮还会灿烂成一片耀眼的光芒。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王国梁

娓娓动听的声音，像泉水叮咚
滋润每一个懵懂的灵魂
点燃每一束求知若渴的目光
五千年的文明古国的灿烂文化
得以传承
孔孟之道的精髓得以播扬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声音
至今振聋发聩，荡气回肠

您拿着粉笔的手，比划出天底下
最最动人心旌的弧线
无数次，拨开孩子们求知的迷障
来来回回的脚步，永不知疲倦

驾驭着教书育人的使命，巴望着
今日的桃李变成明日的栋梁
每当夜幕降临，您开始
跋涉摞成一座座小山似的作业本
从日暮到凌晨，从壮年到暮年
任由郁郁青丝变成白发苍苍

这辈子，注定
莘莘学子是您挚爱的儿女
菁菁校园是您永远的家乡
此刻，普天下人，一齐把最美的
九月的祝福送给您——
光荣的人民教师
谢谢您，撑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九月的祝福
■李职贤

“绿野堂开占物华，路人指道令公家。令公桃
李满天下，何用堂前更种花。”唐朝白居易的《奉和
令公绿野堂种花》，一首优美的盛赞老师的诗歌。
诗说，绿野堂建成之后占尽了万物的精华，路人指
着宅子说这是裴令公的家啊。裴令公桃李遍布天
下，哪里用得着再在门前屋后种花呢？

老师，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他们将大好年华付
与三尺讲台，手执三寸粉笔，在一面黑板上书写大千世界，教导莘莘学子，不为
回报，只是为了一份责任。中国从古至今一直是一个尊师重教的国家，古代文
人更是留下了众多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赞美老师的诗歌。

古人对老师职业的比喻，总是透着轻松明快、清新隽永。“浩荡离愁白日
斜，吟鞭东指即天涯。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清朝龚自珍的《己亥
杂诗》，将老师比作落红。“不论平地与山尖，无限风光尽被占。采得百花成蜜
后，为谁辛苦为谁甜？”唐朝罗隐的《蜂》将老师比作辛勤的蜜蜂。“好雨知时节，
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
花重锦官城。”唐朝杜甫的《春夜喜雨》将老师比作春雨。“相见时难别亦难，东
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
月光寒。蓬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唐朝李商隐的《无题》，将老师比
作勤劳的春蚕和燃烧的蜡烛。

清朝郑燮的《新竹》把师生关系和师生情谊说得尤为贴切。“新竹高于旧竹
枝，全凭老干为扶持。明年再有新生者，十丈龙孙绕凤池。”新长的竹子要比旧
竹子高，它们的生长全凭老的枝干扶持。学生就如同竹子一般，是在老师的谆
谆教诲之下，不断成长，最终青出于蓝。

类似尊师敬师的诗还有很多，优美中给人思索，让人心生共鸣。例如，唐朝
刘商的《酬问师》：“虚空无处所，仿佛似琉璃。诗境何人到，禅心又过诗。”再有
唐朝白居易的《远师》：“东宫白庶子，南寺远禅师。何处遥相见，心无一事时。”
还有唐朝李白的《寻雍尊师隐居》：“群峭碧摩天，逍遥不记年。拨云寻古道，倚
树听流泉。花暖青牛卧，松高白鹤眠。语来江色暮，独自下寒烟。”

教师节到了，摘几首优美的古诗送给老师，或许是最好的敬意和问候。

每个人都会有十分感念的人，我
也不例外。我上初中时的班主任李军
旗，本就一直停留在我脑海中，久久不
能忘怀，而今，又爆出了 33 年前的秘
密，更是让我刻骨铭心了。

夏日的一天，与初中同学伟强在

网上聊天，他问我是否还记得初中班
主任李军旗老师。当然记得，李老师讲
课风趣，做人耿直，经常家访，我怎么
能忘呢？他说，有一件事，你可能不知
道，你那次生病住院的钱是李老师出
的，根本不是学校出的。我一下子呆住
了，因为，那次生病的情景我终生难
忘。

我上初中是在镇里，一个月回一
次家，步行需要 4 个小时的样子。听同
学说，那天夜里我突发高烧，开始还能
说话，很快就不省人事，镇里医生都不
敢治了。那时没电话，通知家里人已经
来不及，班主任李老师叫上四个男同
学，愣是轮流背着我，把我送到了20多
公里外的县医院，还留下两个男同学看
护了我两天两夜，直到退烧，李老师又
找了一辆马车把我们接回学校。

回到学校，我找到李老师，问我住
院花了多少钱，我回家拿来还给他。李

老师说，那钱是学校出的，不用还。天真
的我竟然相信了，所以后来从未提起过
这件事。

现在，我知道了这个 33 年前的小
秘密，内心那不知名的角落突然被触
动，眼眶湿润了，我要去看望李老师，我
一定要去。

我打听到了李老师的电话，拨通
后，听说是我，李老师很激动，我更激
动，我说要回家乡去看望他。他说，都想
象不出当年那个半大孩子变成了什么
样子。

前几天，我携妻带女，带着几样礼
品，驱车 100 多公里，回到阔别 30 多年
的小镇，小镇已经完全变了模样，当时
的学校更是漂亮多了，宽敞多了。

遇到一位老人，我向他打听李老师
的住址。老人说，快去看看他吧，退休后
经常念叨你们这些学习好的孩子。

推开李老师家门的那一刻，我抑

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进了院子就喊上
了，“李老师，李老师。”妻子说，平时那
么沉稳，今天怎么变了，像小孩子。我
说，真像是回到了青葱少年时代。

李老师听见我的喊声，趿拉着鞋
就迎了出来，我疾步上前，四只手紧紧
攥在了一起。我说，老师，还好吗？李老
师说，好，好，有退休工资，身体没大毛
病，很多学生都出息了，这就是好啊！

我提起了那个秘密，说了一大堆
感谢的话。李老师说，“就别说谢了，你
那时学习成绩好，家里日子又特别不
好过，每天吃窝头、喝粥，就咸菜，三年
就这么熬过来的，我都知道。要是跟家
里要钱还我，不定给你家大人增加多
大压力呢，所以，我思前想后，决定自
己垫上，毕竟我有那几十元工资呢，紧
一紧也就过去了。你们可就不一样了，
万一家里人因为这让你退学可怎么办
呢？是吧。我是怕失去了你这样一个好
学生，有私心呢。”

我笑了，大家都笑了，为有这样一
位负责任，勇担当，处处播撒爱心，弘
扬正能量的老师笑了。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现在，每个
月我都会和李老师通个电话，问声好，
就像和父母一样。

33年前的秘密
■赵向辉

你是细雨
润物无声滋养草木
你是春蚕
穷尽一生辛勤吐丝

你是红烛

你是粉笔
照亮他人授业学子

你是钥匙
你是桥梁
打开世界传输知识

你是九月的天空
云朵为你起舞
你是金秋的田野
庄稼为你歌唱

献给老师
■吴 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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