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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乐浩

水月骄阳似火烧

为迎远宾赴洼沼

鲁南粮仓金满地

初发芙蓉新香飘

转阡陌

沿彩标

十里画廊客迢迢

谈笑风生时近午

更有张君深情邀

（作者系枣庄市文学爱好者）

鹧鸪天·孟夏
采风

□金殿居

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和小伙伴在村里的
一间学堂上复式班。所谓学堂，原是生产队
喂牛的地方，俗称牛屋，由一位老年白发男
教师执教。当时村里文化人很少，这位老师
有文化，据听说打小生活在资本家家庭，被
国民党抓去当壮丁，参加了国民党。因为有
文化，在国民党部队里混上了文书工作。后
来国民党起义，随部队参加了共产党。文化
大革命清查历史成分，这位老师害怕家里受
牵连，就偷偷的跑到运河北岸，草茂水丰的
肥沃黑土地边躲藏起来。因为有文化，生产
队就收留他当小学老师，教孩子们识字。村
长的女儿也看上了这位老师，就招入了上门
女婿。

此老师多才多艺，每到下课的时间，就
哼唱几句革命样板戏 《红灯记》《智取威虎
山》等。当时我们听不懂，时间长了也受老
师的熏陶，咿咿呀呀加上手势哼唱几句。老

师的字也写得漂亮、潇洒、俊逸。尤其是老
师戴着礼帽，真有大先生的风范，既有军人
的阳刚之气，又有文人的儒雅之风。

当时一二三年级在一间教室，三个年级
均有该老师教学，老师先是教三年级的学生
学生字词，再示范读课文，然后让三年级学
生搬着凳子到教室门口西南角的大柳树下读
书，由小组长负责检查背诵，往往三年级学
生读了十几分钟书，有的读熟了，有的背会
了，就不在树下呆着了，就按照大人的吩咐
回家捡鸡窝里母鸡下的鸡蛋，有的回家喝
水，有的掀开锅盖喝剩汤。谁家有什么果
树，谁家有什么稀罕事，都摸得一清二楚。

村北有一棵樱桃树，原先在菜园地边，
每年樱桃还未熟，就被小伙伴打落在地，酸
倒牙也不放过，过过馋猫瘾。

村西头菜园地边有一棵大杏树，麦收季
节杏黄的诱人。小伙伴就从家里拿来竹杆朝
树上横扫一番，把树叶和杏打落在地，树枝
高处的杏，竹杆够不着，就让另一个小伙伴

从家里拿来蚊帐杆子，两根杆子绑在一起往
树上打，有时有的小伙伴故意吓唬说大人来
了，吓的小伙伴顺着树底下的一条小沟，猫
着腰向远处跑去，跑的很远了，回头发现杏
树周围根本没有大人的影子，于是又返回来
大胆的打杏。这次家长果然从地里回来了，
猛一阵吵骂追赶，追到小伙伴家里找大人评
理，大人也是赔不是，说小孩馋、贪玩，当
即进行批评教育一番，保证不去偷打杏了。
有一年杏树丰收，杏树的主人打下一筐杏，
还分给左邻右舍分享。

小伙伴挨家挨户串着玩儿，玩捉迷藏的
游戏，藏在猪圈、鸡窝、磨盘后，甚至瓦缸
里、厕所里都躲藏，直到老师吹响了哨子，
赶紧从四面八方往学校大柳树下集合。当时
上学一上午，课桌是生产队伐一棵大树劈成
木板，木板下面用几块水泥块、石头、泥糊
上，摇摇晃晃，不稳，有时调皮捣蛋的孩子
推倒课桌。老师就修半天，有时不能上课，
就到树底下一起读书。中午背上书包，带着

从家里搬来的板凳回家。有时到学校以后，
老师临时通知，今天不上课了。有时老师生
病也不能上课，下午就随大人到地里干活，
或割草、放羊、拾粪、捞鱼摸虾，有的拿着
堵笼、鱼网到地里去。

当时生产队种水稻，因为西面是微山
湖，种水稻是有利地势，用微山湖的水浇灌
水稻田，修了一支渠、二支渠、一支沟，二
支沟，水流蔓延到沟沟塘塘，水沟里鱼虾随
处可见，小伙伴就约在一起用堵笼、鱼网、
鱼叉捉鱼，然后几个小伙伴平均分配胜利
品。

在平时的教育教学中，我积极转变教育
观念，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动手动脑的
能力，努力使孩子拥有一个幸福快乐的童
年！

（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

快乐的童年

□张冬磊

我参加高考那年还是先填报
志愿再考试的流程，四、五月份
填报志愿后，就意味着高考进入
了最后的倒计时。一转眼来到六
月，天气已经很热了，风扇都没
有的教室坐久了常感觉闷得慌，
自习课上时不时有同学跑出去透
透气，当时大家都盼望着赶紧来
个“痛快的”，恨不得明天就高
考。终于到了七月流火的季节，
树上知了高分贝的聒噪声，揭开
了高温的序幕，也迎来了一年一
度炙热的高考。

当时我在市中区解放路“老
三中”本校参加高考，出门前，
妈妈给我准备了用水浸过的毛
巾、清凉油等防暑降温物品，在
炎热的气温面前，只能说聊胜于
无吧。考场里没有风扇，更遑论
空调。不过，上午的考试还算

“凉快”，每个考场一人一位间隔
开来，人的密度变小了，距离变
大了，体感上就不那么热了。

考试过程中，监考老师还时不时拿着喷水壶洒
洒水，专心致志的考生们在卷子上奋笔疾书，寂静
的考场里只剩下“沙沙”的写字声。偶尔传来考生

“哎呀”一声略带慌乱的叹息，监考老师心照不宣
地走过去递上纸巾，原来是考生脸上的汗珠不小心
滴到了试卷上，浸染了笔墨和纸张，特别是在语文
作文答题纸上，钢笔的蓝墨水需要赶紧用纸巾做吸
水处理，否则就形成一朵美丽的“蓝莲花”了。

如果说上午炎热的考场还能用“心静自然凉”
的精神胜利法来应对，那么在高温峰值的下午场考
试时，就要靠毅力和耐力来比拼了。那天下午刚一
出门，明晃晃的太阳就刺得我睁不开眼。像往常一
样，我骑着自行车去考场，炽热的阳光照射下来，
炙烤的人浑身热浪滚滚。背上的汗水湿了干、干了
湿，在衣服上形成一层又一层的汗渍，让我感觉自
己就像一段在熔炉里被反复锻打的钢铁，经历了高
考这场考验才能“宝剑锋从磨砺出”，这场高考期
间的高温天气也是磨练之一吧。

当我带着热辣滚烫的身体和红扑扑的脸蛋走进
考场时，一丝沁人心脾的凉气却扑面而来，让人既
惊讶又惊喜，还有内心的感动。男生往往一怔，女
生的表情包则更加丰富，甚至发出喜悦的小欢呼。
原来在教室的两排通道上，整整齐齐摆了好几盆冰
块来降温，看着晶莹透亮的冰块，内心的凉快由里
向外散发，整个人都清爽了许多，头脑也更加清醒

了。那天下午，每个走进考场的考生都带着愉悦的
心情参加考试，事后据说，那年三中的高考总成绩
要好于往年。

后面的几天考试里都有这样的“冰凉”相伴，
看着一盆盆的冰块由大变小，慢慢化成水，好像天
气也没有那么热了。当时一盆冰离我较近，我轻轻
把脚伸过去，挨着脸盆，享受着这难得的凉爽，平
心静气的面对每一场考试。汉字写得工整了，英文
长单词记起来了，复杂的数理公式也写对了，我
想，这都是那盆冰块的功劳吧。

许多年过去了，后来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又
参与过高考、服务过高考，亲身经历、亲眼看到了
高考的变与不变。变化的是随着城市经济社会的发
展进步，财政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多，很多学校都
安装了空调等现代化设备，考生、家长再也不用为
高温天气担心了。不变的是全社会对高考的关心和
对人才的期许，高考期间道路管制、静音行动、爱
心车队......高考不仅是对学生的学业大检验，也牵
动着社会的每一根神经，每名考生背后都站着一整
个城市。

同样，每名考生心里也装着这座城市、这个国
家，就如考场上的那盆“冰块”，让我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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