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民族学院汉语言文学系 1242 班 骆小力

有一场青春叫离殇。青春里有一道风景叫枯塘，有
一种分别叫忧伤，有一段爱情叫惆怅。

有一场青春叫离殇。 洒墨留香而残荷无味。 你静
伫荷塘，一席素衣飘飘，我愿为你遮风挡雨。 你眼中
桃花倾天下， 我愿为你开三生却终敌不过一句共闯
天涯。 你独坐秋千看落红，我不小心看到一滴眼泪弥
散夜空。 你变成一道风景，我却依旧忘不了你的情。

你走之后，我等又一年莲花绽放，可最终敌不过一塘
枯荷无香。 在这场叫离殇的青春中，枯塘也很动人，因为那
里有你曾经的认真。

有一场青春叫离殇。在黄昏来临时我点燃熏香，静
静地享受时光遗留下的美好，品尝浅浅的忧伤。翻开发
黄的照片，那里曾有我们的执念和笑颜；手拿残灯，静
读夜的第三更， 听到了你安静的呼吸声； 天明月尽时
分，有你的曾经和我们的约定，却唯独看不见你的人。
枯草在我的心间疯长，是要停止对你的念想。在这场叫

离殇的青春中，没有彩虹，一眼望不尽苍穹。 这场离别
注定忧伤。

有一场青春叫离殇 。 我与你倚树看花赏雪饮
酒 ，许你一世温柔 。你说愿与我戎马天涯 ，看江山如
画 。 可后来你偏偏爱上了江南烟雨 。 在那里有人为
你轻轻绾发 ，十里红妆亦为他 。岁月落尽了繁华 ，鲜
血染透了戎甲 ，如今谁能为你君临天下 ？ 在这场叫
离殇的青春中 ，我开始彷徨 ，找不到方向 。结局为何
令人难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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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书

昨晚做了一个比较长的梦。 梦中有两人就当
老师的意义展开了激烈的争吵。 甲说，当老师是
件悲惨的事，既没有前途，也没有钱途；乙说，选
择老师这个职业，出自本心，因此，无需在意别人
的眼光。 梦中，有不少人附和甲的说法。 笔者很着
急。 一着急，就醒了。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为何会做这个梦？ 大概
是缘于近日阅读泸定桥小学所赠的《颂歌》一书。

2014 年，泸定县文化人杨仕强老先生自觉文
化育人的重要性，主动与泸定桥小学校长贺卫东
交流，商讨在泸定桥小学建校一百一十周年及红
军飞夺泸定桥胜利八十周年之际出书纪念一事。
贺卫东听了杨仕强老先生的建议后，觉得此举意

义重大，决定编辑出版《颂歌》一书。该书共分两个
部分：一、纪念红军飞夺泸定桥胜利八十周年和缅
怀二十二位夺桥勇士的八十篇文稿及二十二幅书
画作品；二、感恩与祝福母校的学子文章。

编辑出版活动正式启动于 2014 年 11 月。 为
将《颂歌》一书做成一本高质量的书，泸定桥小学
全校师生总动员，挤业余时间积极投入编撰工作，
期间由编委会主持召开 4 次文稿讨论、1 次美术
书法专题商榷。多次碰头商讨出书事宜，并得到退
休老教师们的鼎力相助，奉献珍贵资料。

2015 年 5 月，在泸定县举行“5·29”纪念红军
飞夺泸定桥胜利八十周年活动前夕，《颂歌》 出版
了。泸定桥小学举行了庄重的赠书仪式。笔者在被
邀请之列。 当红色底纹以泸定桥为封面的《颂歌》
发到学生代表的手里时， 笔者看见孩子们的眼里
闪烁着激动的目光。

翻阅《颂歌》，可看到其中的一条线索即泸定
县源远流长的文脉。 兴办学校是中国儒家文化的
传统。 1906 年，时赵尔丰经营川边，奏请兴办官
学，在县城设小学堂一所，县城小学始立。其后，小
学由官府主办，多次易名。 解放前，小学一度办不
下去。时因刘文辉主政西康，紧张的局势让他无暇
顾及地方教育事务。此时，出生于泸定县兴隆镇盐
水村的王惠英女士挺身而出，筹资办学。王惠英女
士当被称为“泸定县第一位女才子”。解放前，王惠
英考入南京大学美术系，拜师徐悲鸿。 曾在南京、
成都等地举办个人画展， 是当年著名的国画艺术
家。解放前夕，王惠英回到家乡，开展革命活动，筹
资兴办贫民教育， 并于 1947 年———1949 年任城
小（今泸定桥小学）校长。王惠英女士的举措，保障
了泸定县教育事业的一脉相承， 让泸定县的教育
事业在最困难的时期没有被中断。 这大概是解放
后，泸定县人才遍布甘孜州十八县的重要原因。然
而， 王惠英女士没有看到泸定县教育事业的繁荣
局面。 在解放的前夜，她被杀害了。

王惠英女士的精神影响着后来人。解放后，百

废待兴，没有像样的校舍，没有办公室，泸定桥小
学的老师就在露天坝里集体学习语法。 翻阅 《颂
歌》第五章《校史钩沉展沧桑》，透过一幅幅黑白照
片，可看到泸定桥小学走过的艰难岁月。

在艰苦的岁月里， 泸定桥小学的老师将自己
的心血献给了孩子们。 现任深圳矽递科技公司联
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王安宇； 现任第三军医大学
新桥医院普外科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密
歇根大学医学院外科教授杨桦； 现驻印度大使武
官罗爽；现工作于中国科学院的涂英；现工作于北
京航天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院，作为教授、院长助
理的樊江等人对母校的深情回忆， 见证了泸定桥
小学的老师们一心育人的“园丁”精神。

以文化育人，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使命。泸定桥
小学的老师们秉承了这一使命。 他们将简朴的做
人道理传授给学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万
里路，读万卷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这些道理在无形中化入了学生的内心， 改变
了泸定县的教育面貌。重视教育，渐渐成为泸定县
父老乡亲的共识。 迄今，泸定全县人口不足 9 万，
但却走出了如王安宇、 杨桦、 樊江的全国一流人
才，这样的成绩，足以让泸定人骄傲。

薪火相传，文化化育了泸定的山山水水。尊师
重教、尊重文化人，已成为泸定人的一种生活。 莘
莘学子们对母校的难忘之恩道出了泸定人对文化
的敬畏之情。在现就读于外交学院的白雨田心中，
她的小学老师李老师是神一般的存在。 以至于当
她看见李老师在菜市场买菜而无法接受。 白雨田
的故事，讲出了文化在泸定人心中的神圣地位。

仅以传统儒家文化育人， 可能今天泸定不会
走出那么多的人才。翻阅《颂歌》一书，可看到影响
泸定教育事业的另一条线索，即红军精神。 红军，
是中国近代的“刑天”。红军精神，与中国古代神话
一脉相承。“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
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毛泽东
曾将红军与共工、与刑天相比拟。富有浪漫主义与

英雄主义的刑天、共工，是中国人的根之所在。 在
民族危亡之际， 红军战士再次展现了中国人在大
地上之所以存在的根系。 红军，勾通了中华历史，
再次唤醒了中国人对古老神话的记忆， 再次唤醒
了中国人沉睡的血液。 泸定，地处边陲，生存的艰
辛造就了泸定人坚韧的性格。 刑天式的红军精神
与泸定人不契而合。红军精神让泸定人勇往直前。
杨桦、王安宇、樊江等人皆讲述，当他们遇到困难
时，是红军精神鼓舞着他们。

历史与地理的巧遇， 铸就了泸定人独特的精
神面貌：以儒家传统文化为生活内容，以红军精神
为精神气质。如此独特的精神面貌，曾造就了泸定
县教育事业的辉煌。 1977 年至 1993 年，泸定桥小
学参加州、县组织的考试，获全州第一名 3 个、全
县第一名 11 个、全县第二名 3 个。

一度，泸定桥小学走入低谷。 面对物欲，优秀
的人不愿到清贫的教师岗位。为振奋泸定桥小学，
贺卫东从泸定县岚安乡来到县上， 担起校长的重
任。笔者与贺卫东仅有一面之缘，然而，一个细节，
让笔者记住了他。 《颂歌》一书赠书仪式当日，笔者
与贺卫东走在泸定桥小学校园里。 校园楼梯上有
学生掉下的垃圾，贺卫东弯下腰轻轻捡起。一个不
忘本的校长，是笔者对贺卫东的评价。 不忘本，就
会有责任感，就一定会将工作做好。

贺卫东的行为， 让笔者对泸定桥小学的明天
有了信心。 翻阅《颂歌》一书，则坚定了笔者的信
心。 以传统文化为底蕴，以红军精神为气质，每个
走上教育岗位的年轻人都必然是从内心选择教师
这一职业的。 如此，何愁教育办不好呢？

如此，笔者就不会在梦中被惊醒了。愿今夜好
眠，愿泸定桥小学的明天美好。

《颂歌》里升起的明天
———兼评《颂歌》

感谢您一直对《康巴周
末》“康巴文学·雪花” 文学
主题版的关注 、 喜爱和支
持。 “雪花”的口号是：康巴
文学的阵地和旗帜，未来康
巴作家的摇篮。 “雪花”致力
于以文学形式传承康巴文
化，介绍康巴作家、作品，培
养康巴文学新人；“雪花”弘
扬人类主流文学精神，倡导
向蓝天学习梦想、向草地学
习聆听、 向雪山学习明视、
向江河学习歌唱， 写过去、
写未来、 写心灵、 写生活。
“雪花” 将长期开设以下栏
目，欢迎您不吝赐稿。

《作家金文》：康巴本土
作家专栏。

《青春风铃》：甘孜州本
土文学新人作品。

《校园放歌》： 本州大、
中、小学生优秀作文选登。

《四季行吟》：随笔游记。
《缪斯词典》：本土诗人

诗歌作品。
《寒灯旧事 》： 本土作

者个人生活回忆。
《人生高原 》： 本土作

家叙事人物散文。
《康巴作家》：本土作家

推介。
《康巴文坛》：康巴文学

评论。
《交响诗画》：本土摄影

家摄影作品图配诗。
《记者笔汇 》： 本社记

者文学作品选登。
《康巴书屋》：康巴作家

新作推介，各地出版的与康
巴有关的新书推介。

《雪花阅读 》：读书 、人
生 、思想 、境界 。 开启生活
之外丰富奇幻的世界 ，推
崇高尚 、健康 、积极向上的
休闲方式 ， 构建书与康巴
人文精神。

来稿请以电子文档的
方式投至本版 QQ 邮箱（QQ
号：120127496）。

———《康巴周末》编辑部

征 稿

心灵时空

竹床听水度暑夏

猎猎的军旗下
我总是仰望的姿态走近你
仰望着军旗
令我的目光无法企及的高
我们依稀望见
一群头顶红五星的队伍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从峥嵘的岁月中走来———
沐浴血雨腥风
走草地过雪山
沿着军旗指引的方向
所向披靡
雄壮的步伐
铸就了新时代的新曲！

猎猎的军旗下
我总是以仰望的姿态走近你
我仿佛听见南昌城头的枪声
我仿佛看见人民军队的
飒爽英姿

你是前进的号角
在历史城头上
记录着一段段英雄的传奇
从井冈山上那青翠欲滴的竹林
到延安窑洞那彻夜通明的灯火
你是指路的明灯
照亮人民军队前进的道路

八十八年的桑田沧海。
八十八载岁月的风风雨雨
仰望你的雄壮与辉煌
仰望你的威武与不屈
军旗啊！
我总是以仰望的姿态
向你深深敬礼

八一军旗红 ■ 刘东华

暑期溽热，最向往的是一块清
凉境地。

如果生活还没有自由到可以
随着季节的变化， 像候鸟那样迁
徙， 又不能一天到晚停留在冷气
开放的房间里， 可以参照一下柳
宗元在 《石涧记 》中描写的生活 。
寻那种水流平缓的地方， 揭跣而
往，折竹罗床，“交络之流，触激之
音 ，皆在床下 ；翠羽之木 ，龙鳞之
石，均荫其上。 ”

读到此， 会让人顿有心旷神
怡、清新泌凉之意，感觉古人的消
夏生活赛过神仙。不过，别被“柳河
东” 先生华丽丽的描述给唬住了，
把通篇文章读下来，用生活化的语
言一解释， 文章的内容让人明白
了，就是弄一张竹床，找地势平坦，
有水流的地方， 树荫又比较浓，在
这里纳凉。

其实， 这种生活非常平民化，
我从小就是在这环境里度夏的。

我生活的地方频临南阳湖，周
边多的是小河、水渠、池塘、溪流，
普通的水洼更是星罗棋布。有水的
地方则草木丰美，水岸边多是婆娑
的柳树，高大的白杨，还有冠如华

盖的槐树，杂木郁郁，遮出大片的
凉荫。

然后只是需要一架竹床。
水乡人家，这样的竹床是最普

通的家具。柳宗元的文中被解释为
交椅， 寻常生活里被称作躺椅，人
坐上去，半躺着，悠闲惬意。这种竹
床可以折叠，便于搬动。 竹床不怕
使用，当然是越老越好，一架这样
的竹床，从新鲜的金黄色的竹片本
色，最好经过人赤裸着上身反复摩
挲，经人体的汗水浸润，从金黄色
变成酱紫，并透着光泽，天长日久，
让人感觉，竹床的本身就沁着一股
凉意。

竹床睡到这个份上 ， 不仅乘
凉 ，而且养人 。 用现在喜欢文玩
的玩家的说法 ，竹片上润成了一
层包浆。

我小时候，本家二爷爷就有一
张这样上了年纪的竹床。一天农活
做完，老人家洗漱干净，搬出竹床，
就近在村后小溪边树荫下躺着，听
流水潺潺，游鱼如梭。 然后用紫砂
的小壶，沏一壶茶，不用茶碗，直接
托在掌心，小口小口地啜饮。 不是
解渴，要的是那份悠闲。

———比柳河东的消夏生活，一
点都不差。

泸定桥小学主编的《颂歌》

青 春 离 殇

校园放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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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 改变人生

■ 于金玲

雪花阅读

康巴
书香

血染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