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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碚风光（北温泉）》 蓝华/布贴画

近日，电视剧《大考》迎来了大结局。该
剧讲述了2020年前后，一群蓬勃向上的高
三学生在老师、家长和社会各界的鼎力相
助下，克服疫情、洪灾等重重难关，完成人
生“大考”的故事。该剧塑造了一系列性格
鲜明、可敬可爱的人物形象。若问哪些人物
最令人感动，恐怕很多观众都会说：是以王
本中校长为代表的那群教育工作者。他们
为了学生公而忘私，呕心沥血，他们用行动
生动地诠释了“师者父母心，拳拳护生情”。

先来说说一中校长王本中，他是一线
教师出身，整日以校为家，几乎把全部精力
都献给了学校、献给了他的学生，以至于连
自己的独生女儿想陪他吃顿饭都成了奢
望。然而在学校里，无论是对父母双亡的贫
困生高铭宇，还是对迷茫厌学的富二代潘
小宣，他都关怀备至、呵护有加。疫情期间，
为了让身处偏远山区的高铭宇能顺利上网

课，他不惜亲自去“求人”，一趟一趟地奔
波，“为了一个孩子建基站”。高铭宇的爷爷
生病后，王校长更是多方筹措，想方设法帮
高铭宇排忧解难；在发现“学渣”潘小宣有
抑郁症倾向时，王校长果断进行了与他“同
吃同住同办公”的全天候沉浸式陪伴……
潘小宣说，就连他自己的父母都做不到这
些，问王校长为何如此照顾自己，王校长回
答道：“我之所以这么做只有一个原因，那
就是：你是学生，我是老师……”

再来看看四中校长史爱华和高三一班
班主任李晓旭。史校长已年近六旬，他本可
以提前退休安享晚年，但他却坚持站好最
后一班岗。他很善于做学生的思想工作，上
网课期间，为了给士气低落的高三学子加
油打气，他和老伴一大早骑车到学校，两位
老人在瑟瑟的晨风中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直播升国旗”仪式。当庄严的国歌声响

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一刻，观
看这场直播的学生和家长瞬间热泪盈眶！
高考的第一天，面对突如其来的特大暴雨，
这位早已不再年轻的老校长一大早就穿上
雨靴、披上雨衣冲进雨中，为参加高考的学
生保驾护航……四中还有一位老师同样让
人感动不已，那就是年轻的高三一班班主
任李晓旭。在得知学生田雯雯发烧后立即
赶过去陪伴，倒水喂药，彻夜陪护，这让从
小就缺少父母陪伴的田雯雯倍感温暖……

《大考》中的好多情节都令我落泪。为
剧中两位可亲可敬的校长，也为可爱的“旭
姐”。也许有人会说，这些人物都是经过艺
术加工的，但我相信，更多的观众能透过他
们，看到现实生活中千百个优秀教育工作
者的影子，他们是张桂梅，是徐本禹，是张
丽莉，更是我们身边无数默默无闻、无私奉
献的教师们……

我也是一名教师，一名有着30年教龄
的老教师。30年来，我送走了一届又一届
毕业生，多少次在告别班会上，我也像剧中
的李晓旭老师那样，面对孩子们依依惜别
的眼神泪湿襟袖，多少回因班上一个后进
生的转变而欣喜若狂。我亲眼目睹同事们
为了学生呕心沥血，从晨曦到落日，从青丝
到白发，年复一年地坚守在三尺讲台上，辛
勤耕耘，诠释着师者的责任与担当。他们奉
献了青春，奉献了热血，和剧中的王校长、
史校长一样，用自己的行动诠释“师者父母
心，拳拳护生情”。

有人说，老师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与孩
子没有血缘关系，却愿意因孩子进步而高
兴，退步而着急，满怀期待，助其成才，舍小
家顾大家且无怨无悔的人。看《大考》，我深
以为然。愿普天下所有可敬的师者都能桃
李争辉，健康快乐。

师者父母心，拳拳护生情
——观电视剧《大考》有感

■李素华

佳作赏析

吾和老友戴安全同处一个城市，却多年未
谋面，各自静心思考，深耕学术与创作。2020年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初，我们才联系上。之后，
戴安全发了不少篆刻印拓创作集锦，看后让吾
眼前一亮，颇感吃惊，其不但治印数量多，且质
量佳，心生钦佩。

追溯戴安全的求艺之道，始于上世纪70年
代初中期。彼时，我们就读于重庆市第二十四中
学校。1975年，高中毕业时及之后一段时间，我
们常在一起切磋交流书画篆刻艺术。戴安全早
年喜国画，擅书法，精于金石篆刻。其印，取法乎
上，由秦汉印入手，下苦功临习，且博采众家之
长，从而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1977年恢复高考后，戴安全考取了工科专
业，之后跨界把业余玩成了专业，成为山城知名
的篆刻家。2016年，戴安全退休后找到了一条适
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艺术表达方式——行走华
夏大地，饱览名山大川，探究文物古籍，亦把治
印选为拓展自己艺术之路的突破口和主攻方
向。

在古代，篆刻被誉为文人雅士之作，亦为小

众艺术。然而，方寸之间，一点一线，一竖一横，
红与白、疏与密、粗与细，皆有讲究和法度，处处
彰显治印者的学养与智慧。综观戴安全治印，首
先有良好的绘画造型能力、坚实的书法根基，以
及文字学功底。吾以为，戴安全退休后的六年是
其创作的成熟期和高峰期。这六年，他每日治印
一至四枚，所刻印章累计已达万余枚。他以巴渝
地域特色和自然风光、历史名胜、人文遗址、孝
道文化等为主题，镌刻了《巴渝十二景》《重庆古
城十七门》《北碚风景名胜》《农历廿四节气》《古
代孝道语集》等系列主题作品。

在那一枚枚静止的印面上，可以感受到音
乐的节奏感，其印文线条有浅、有深，有轻、有
重，有缓、有急，亦有藕断丝连之笔意。这是篆刻
家根据印文内容所表达的美学理念，志在让平
面的文字与印文含意在刻刀下活起来、动起来，
彰显印文诗情画意的视觉表达，例如《江山如此
多娇》《飞流直下三千尺》《水天一色》《江河万古
流》等篆刻作品，就可谓是刀与石碰撞出的灿烂
火花与智慧结晶。这些篆刻有端庄、秀美、挺拔
的写实铁线篆多字印类，亦有潇洒、厚重、大气

的写意白文印。朱文白文，阴刻阳刻，兼而为之，
随类赋彩。

戴安全所刻印章包括布币印、瓦当印、肖形
印、藏书印、集邮印、成语印、诗词印、典故印、节
庆印、压角印、引首印、签名印等等。然而，更多
的则是姓名印，包括简化字入印，其普及程度和
应用方式最为广泛。从微型印到巨型印，从方型
印到异型印，皆能掌控、驾驭，疏可跑马，密不藏
针，手法高妙，游仞有余。所刻边款，刀爽字美，
活色生香。

吴昌硕曾说：“书画篆刻，供一炉冶。”他认
为，书画和治印是相辅相成的，“书画之精妙者，
得佳印益生色。”正因如此，全国各地的专业和
业余书画爱好者，包括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
及日本友人，慕名请戴安全治印者众，各方人士
点赞有佳。

戴安全刻印有激情，加之眼力好、手力足、
下刀快、佳作多。凝结为一句话:独字可以入印,
众字仍可入印,在戴安全手里没有任何一个汉字
和英文字不可入印。无边岁月是征程，刀石碰撞
显智慧。

方寸之处有乾坤
■朱渝生

本土作家

有古语云：“布衣菜饭，可乐终身。”我的母亲
就是这样一个笃信淳朴、恬适，自甘简单生活的
普通女人。

在我刚刚上初中之时，心灵手巧的母亲就跟
着邻居学做豆瓣酱。那个年代，物质匮乏，家家户
户都不宽裕，自己动手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也

能节约一笔开支。
在我的记忆中，

母亲用大木盆装上温
度 适 中 的 井
水，将硬壳胡
豆一夜泡胀，
第二天再一粒
粒地剥皮，将
每 粒 一 分 为
二，胡豆瓣白
生生的煞是可
爱。然后母亲

把胡豆瓣均匀地铺在簸箕里，盖上绿油油的南瓜
叶，让胡豆瓣在空气中自然发酵。三天之后，胡豆
瓣就长出绒绒的绿毛，而她的手指也缠上了医用
胶带。

每当这个时候，母亲就开始忙碌起来：准备
清油，清洗坛子，剁红辣椒，消毒棉纱……她把长
毛的胡豆瓣和剁碎的红辣椒混合，撒盐，配花椒，
并拌上清油，装入土坛子中，棉纱封口，盖上坛
盖，坛盖边沿蓄着清水。几乎每天，她都会像关心
她的孩子一样关心坛子里的动静。偶尔，盖沿边
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她的脸上就会露出心满
意足的微笑。半个月之后，一坛红油油的豆瓣酱
就大功告成了。

我在校住读后，每周一瓶豆瓣酱必不可少。
母亲做的豆瓣酱，红油油，香喷喷，不仅能增强食
欲，还是我青春年少时的美好回忆。

母亲每年都会自己做豆瓣酱，以至于我工
作、结婚之后，她也会从北碚送一大瓶豆瓣酱到
沙坪坝我家来，还会亲手做一回豆瓣鲫鱼。

关于做鱼，母亲也是一个巧妇。她除了拿手
的豆瓣鲫鱼之外，还会做清蒸鲢鱼、醋溜黄鱼、瓦

块草鱼、泡椒鳝鱼等等。我曾经观察过母亲做鱼，
调配佐料，蒸煮煎炸，更重要的是随时掌控烹饪
火候。李渔在《闲情偶记》里谈做鱼，与我母亲的
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鱼之至味在鲜，而
鲜之至味又只在初熟离釜之片刻，若先烹以待，
是使鱼之至美，发泄于空虚无人之境。”

如今，母亲已离世三年。每当想起她做的豆
瓣酱，回味无穷，满口生津，以至于好些食物都让
我觉得乏味。

相传宋太宗曾问宰相苏易简，在各种食品
中，什么东西最珍贵？聪明的苏易简回答道：“食
无定味，适口者珍。”

的确，任何东西只要适合自己的口感就好。
母亲亲手做的豆瓣酱的滋味已刻骨铭心，深入骨
髓，只是我再也吃不到了。

想起梁实秋先生写的《雅舍谈吃》一书，描写
他应酬无数，吃过大小宴席，但还是深深地怀恋
自己母亲做的韭黄肉丝和冬笋木耳丝。他感慨地
说：“菜的香，母的爱，现在回忆起来不禁涎欲滴
而泪欲垂！”

此时的心情，我与梁实秋先生同感。

母亲做的豆瓣酱
■陈利民

红尘有爱

傍晚，出去散步。公园里有一座人工湖，湖边
有十几株木芙蓉，开得正艳。

“芙蓉湖上芙蓉花，秋风未落如朝霞。”木芙
蓉又名芙蓉花、拒霜花、木莲、地芙蓉，落叶灌木，
花期在8至10月，品种有白芙蓉、粉芙蓉、黄芙
蓉、醉芙蓉等。其中醉芙蓉又名“三醉芙蓉”，清晨
开白花，中午花转桃红色，傍晚又变成深红色，为
稀有的名贵品种。

“绿岸芙蓉花，花秾叶逾翠。”湖边这十几株
就是醉芙蓉，叶翠绿，花嫣红，开满枝头。“眷彼芙

蓉花，盈盈秋水中。”傍晚正是醉芙蓉花色最浓的
时刻，夕阳西坠，霞光映红天边，照在芙蓉花上，
花倒映在湖水中，盈盈一泓秋水，被渲染红，丽如
芙蓉。

芙蓉花下，一名漂亮的女子穿着戏服，舞着
长袖，捏着唱腔，陶醉在角色之中。那娉婷袅娜的
身姿，那俊俏的脸蛋，如绽放的木芙蓉般娇艳。

“芙蓉花，似人面，柳眉不在秋时见。”暮秋，
寒生露凝，万木凋零，落叶铺满小径，秋风萧瑟，
满眼是苍凉，唯眼前这木芙蓉和花下的女子，是

那么地耀眼，那么地灿烂，如春天般姹紫嫣红，充
满活力。

“芙蓉花，隔江水，美人盈盈几千里。”隔几
日，再次散步到湖边，木芙蓉还是开得那么热烈，
只是不见花下的女子，人面不知何处去，花依旧，
醉秋风。

“嫣嫣芙蓉花，秀出清霜晨。”木芙蓉又如一
名坚强的女子，不惧风霜，不怕严寒，独自开得灿
烂，独自散发出醉人的芬芳，看见木芙蓉，仿佛秋
天就不那么寂寥了。

十月芙蓉花满枝
■王中平

田园风雅

小玲——
那是一个多么娇弱的名字啊！
让人想起初夏清凉的树荫里
邻家的小妹
那些衣裙翩飞的娇嗔
银铃般的笑声
清透如一串串午后的阳光

而你——
是一挂冻满严霜的风铃
上面悬着的
只有沉重又艰辛的人生
爱人离世公公卧病……
生活抽向你的每一鞭
都深可入骨、痛彻心扉

而你——
又岂是一挂柔弱的风铃
你分明是一棵坚强的大树啊
勇敢地扛起所有的
晨昏冬夏、坎坷创伤
以自己的身躯为柱梁
撑起了一个风和日丽的家

是的，霜雪来过
可是你更记得的是暖阳
你是那挂坚守在霜雪中倔强的风铃啊
要为
每一缕吹向你的和风
每一道摇动你的阳光
还上清悦的铃声
你说，
那是你对美好生活的回应与珍视
其实，
那更是你对诚实守信的执着与坚持

小玲——
那是一个多么清澈的名字啊
一如你心地的干净与善良。

致
官
小
玲

■
秦

俭

官小玲，
女，汉族，1969
年10月生，北碚区东
阳街道人。2011 年，
官小玲丈夫罹患脑
癌，官小玲倾其所有，
还向亲戚朋友借款
17 万元为夫治病。丈
夫去世后，她凭着“日
子再难也要还债”这
个朴实的信念，一边
照顾读高二的女儿、
90 岁高龄且卧病在
床的公公，同时打 3
份工，每天工作十几
个小时，用9年艰辛，
还清所有外债，展现
了为人以诚、待人以
信的传统美德。2018
年获评“重庆好人”，
2021 年获评“重庆市
道德模范”。

学习宣传先进模范文学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