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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小胖子却没有这么幸运。他被俘

虏了，还是宁死不屈。甲嘎他们挖了个雪坑

把他埋在里面，当然只埋到腰部。整整一个

下午，他冻在雪地动也不能动。天渐渐黑

了，雪也下得更大了，我们才想起他。把他

掏出来时，他冻得发着高烧，满口的胡话。

我们把他扶到医疗站，打了好几天的青霉

素，才好过来。

不过，小胖子的圆脸成了长条子了，白

得像头老绵羊。

乞丐

雪停了好几天后，才见一丝淡淡的阳

光，软耷耷的没有一点热气。风似乎更寒

了，吹一口气都能听见空气中冰冻的嚓嚓

声。寨口树枝上时常吵闹的鸦雀们，也没了

力气，僵硬地立在光秃秃的枝干上，石头扔

到它身上了，也懒得动一动。

这个早晨，亚麻书寨子来了一伙人，有

男有女，穿着油腻的土布袍子，进了寨子便

四散开来，用好听的腔调在家家户户门前

唱着经文。门开了，屋内的主人面上带着

笑，对唱经的人客气地说着“辛苦了……大

吉大利……喜事降临……”之类的话语，然

后把早已准备好的糌粑面、奶渣等吃的东

西倒进他们随身带的口袋里。

这一天，像这样唱经乞讨的人来了三

批，亚麻书的人都笑脸迎送，把一盆一盆的

食物送给他们，毫无怨言。

我发现，乞讨者是不允许进主人的家

门的，都立在门外刚融化的雪地里，哪怕冻

得浑身瑟瑟地抖，主人也不会开口请他们

屋内去坐，喝口热茶暖暖身子。乞丐们也懂

得这个规矩，从不乱钻主人的屋子，只在屋

外一遍一遍地唱经。

就在迎来乞丐的第二天，阿嘎把我叫

来，让我帮他照看几天屋子。他要出一趟远

门，三天后才回来。我问他：“上哪儿去？”他

笑了，把一只牛皮袋子拉开，把空荡荡的口

袋对着我，说：“当乞丐去。”

我奇了，说：“你不缺吃穿，刚分了那么

多的粮食，当什么乞丐呀！”

他闭紧嘴，脸上隆起很奇怪的笑，摇

摇头说：“你不会明白的。这是规矩，我们

的规矩。”

他换上了硬梆梆的老羊皮袍，把黑色

牛毛绳捆在腰间，戴了顶黄色的僧帽。临走

前，把一大盆上等的糌粑面端给我，吩咐

说：“有人在屋外唱经乞讨，就把这糌粑面

给他。不够，我柜子里还有，千万不要吝啬，

要让乞讨的人心满意足。”

阿嘎走了，与他结伴的还有寨子里的

好几位上了年纪的人，有阿约吉巴、阿意朗

卡措、还俗尼姑阿意白玛。他们都向我招手

问好，然后向着刺眼的阳光走去，直到那团

惨白的光把他们全都吞没。

第二天傍晚，我同上这里玩的小胖子

刚喝完茶，就听见屋外响起了苍老的诵经

声。我端起那盆糌粑面走到屋外，是一个瘸

腿的老人，细瘦的身子支撑在木拐上，脸干

枯得像树皮，只一对眼睛很亮地看着我，脸

上不自然地笑了一下。我把“嘎阿特……扎

西德勒……”等吉祥话语说了一遍，又把糌

粑面倒进他挂在胸前的牛皮袋子里。

他望着我，用低低的嗓音说了声：

“谢谢。”

是汉话，这个老藏人会说汉话！我惊奇

且兴奋地望着他，说：“你会说汉话？”

他显得很慌张，看着我，又摇摇头，用

藏语了句：“格舍里，那阿波（谢谢，好人）。”

把油黑的木拐夹在胁下，独腿支撑着瘦削

的身子，一拐一拐地走向另一幢土楼。

乞讨的声音又响起来了。

我悄悄对小胖子说：“我们跟着这个瘸腿

老人，他刚才说了句汉话，很地道的汉话。”

小胖子说：“你怀疑他是暗藏的特务，

一个瘸腿的特务？走村串户是为了联络他

的同伙，说不定，他的发报机就藏在他的瘸

腿上。”

其实，那时我们真的那么想过。一个奇

怪的老头，不得不引起从小受阶级斗争教

育的我们的警惕。

我们跟着他，走了一家又一家。他在公

社门前站了很久，想进去又犹豫着不敢进

去。他回头看了我们一眼，便转身离开了。

文书老刘跟了出来，我们便拉住老刘，把我

们的怀疑告诉了他。老刘笑了，在我们头顶

拍了一下，说：“你们的眼睛真有问题。他可

是我们甘孜县上的名人，连县长、县委书记

都对他客客气气呢，你们却把他看成特务，

好笑死了！” （未完待续）

有一省级媒体这样写道：川西高原的

崇山峻岭之间，有一位名叫谭晓琴的女性，

她的故事如同高原上最坚韧的雪莲，在凛

冽的寒风中傲然绽放，传递着红色的温暖

与力量。

谭晓琴，就是我。我出生于甘孜州炉霍

县虾拉沱镇的一个红色家庭，我的已故奶

奶是一位老红军，在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

里，奶奶用她的坚韧与忠诚，在我心中种下

了一颗红色的种子。这颗种子，在岁月的滋

养下，逐渐生根发芽，长成了我人生路上最

坚实的信仰。

2005年，带着对医学的热爱和对家乡

的深情，我踏上了从医之路。在虾拉沱镇中

心卫生院，我从一个青涩的小医生开始，用

汗水与爱心，一点一滴地赢得了乡亲们的

信任与依赖。无论春夏秋冬，无论白天黑

夜，只要乡亲们需要，我总是第一时间出现

在他们身边，用心用情为他们解除病痛，用

温暖的话语给予他们心灵的慰藉。

然而，命运似乎总爱与人开玩笑。2010

年，在一次为产妇接生的过程中，我不慎一

氧化碳中毒，这次意外不仅让我承受了巨

大的身体痛苦，更被诊断出患有肺癌。面对

突如其来的噩耗，我没有选择放弃，而是选

择了与病魔抗争到底。经历了漫长而痛苦

的放化疗过程，我的身体虽然遭受了重创，

但我的意志却更加坚定。我深知，自己肩负

的不仅是个人的生命，更是乡亲们对健康

的期盼和对未来的希望。

病情稍微稳定后，我没有选择放弃工

作，而是毅然决然地返回了那个高寒高海

拔的工作岗位。我对自己说：“我是这里的

人，我的根在这里，乡亲们需要我，我不能

离开，我也一样需要乡亲们。”在我的心中，

那份对医学的热爱、对家乡的深情、对红色

精神的传承，已经化作了无尽的动力，驱使

我不断前行。

在返回工作岗位后，我更加努力，继续

为乡亲们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我行走在

家乡的每一个角落，我的名字仿佛成为了

乡亲们的温暖依靠。我的付出得到了社会

的广泛认可，先后荣获了白求恩奖状、全国

五四青年、全国大美医者、全国三八红旗手

等众多荣誉。但这些荣誉对我来说，只是我

人生路上的一个个驿站，真正让我感到满

足和幸福的，是看到乡亲们因为我的努力

而露出的笑脸。

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答了什么是

真正的红色精神，什么是真正的医者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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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遥远而神秘的高原，王宗惠老师

的到来，犹如一缕璀璨的阳光，穿透云层，

温暖了每一个孩子的心田。

两年前，怀揣着对教育事业的无限热

爱与执着信念，王老师毅然踏上了这片圣

洁的土地。面对高原严苛的自然环境与挑

战，她非但没有丝毫畏惧与退缩，反而迅

速融入当地的生活，以饱满的热情和坚韧

不拔的精神，投身于教育事业之中。

在简陋却充满希望的教室里，王老

师以其独特的魅力，将枯燥的知识转化

为生动有趣的故事，用她那抑扬顿挫、富

有感染力的语言，引领着原本对知识世

界略显陌生的孩子们一步步深入探索。

她以一颗细腻敏感的心，关注着每一位

学生的成长，课堂上，一个鼓励的眼神、

一句温暖的话语，都如同春雨般润物细

无声，激发了孩子们求知的渴望与探索

的热情。无论是品味语文中的诗意盎然，

还是探索数学里的逻辑之美，王老师总

能引领孩子们遨游于知识的海洋，享受

学习带来的无尽乐趣。

夜幕降临，当住校生宿舍的灯光逐一

熄灭，王老师却依然坚守在案头，细心批

改着当天两个班级至少八十份作业。她坚

持“今日事今日毕”的原则，用实际行动诠

释着责任与奉献的真谛。

周末时光，王老师比平日更加忙碌。

她放弃休息，早早起床，为未能回家的住

校生补习课程，用知识的光芒驱散他们心

中的孤单与迷茫。而在补课前，她还贴心

地为孩子们准备各式可口的小吃，从香脆

的薯条到软糯的鸡蛋饼，再到诱人的葱油

饼、热腾腾的火锅面……这一份份细腻的

关怀，让孩子们在学校也感受到了家的温

暖。因此，每到周五，不回家的孩子们总是

满怀期待地询问王老师：“老师，明天还补

课吗？”

此外，王老师还利用周末时间，深入

桑堆、巨龙、赤土等地，走进学生的家庭，

与家长和孩子们促膝长谈，了解他们的需

求与困难，并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实质性

的帮助与支持。这一份份真挚的关怀与付

出，让王老师与孩子们的心灵更加紧密相

连，也让她成为了孩子们心中那道最温暖

的光。

在王老师的辛勤付出下，孩子们的学

习习惯悄然改变，不交作业的现象消失

了，学习成绩稳步提升。更重要的是，孩子

们的眼神中开始闪烁着自信与光芒，他们

学会了勇敢面对挑战，对未来充满了无限

的憧憬与希望。

正如古人云：“树的方向由风决定，人

的方向自己决定。”王老师就是这样一位

自带光芒的引路人，她用坚定的毅力，靠

近光；她用自己的智慧，成为光；她用自己

的爱心，散发光。她，是我们牧区小学一束

温暖之光。

透过王老师的事迹，可以看到无数

像王老师一样的汉族支教老师，他们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中华民族一家亲

的真谛！

牧区学校的温暖之光
◎扎西拉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