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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增吉

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这样
诠释大雪节气:“大者，盛也，至此而雪
盛也。”

雪，历来被人们视为天降祥瑞。农
谚说：“麦盖三层被，枕着馒头睡”，雪
会给干燥的冬天播撒湿润、净化空气，
给遍地的麦苗增加营养、覆盖温暖，给
辛勤的农民带来丰收的希望和生活的快
乐。

大雪时节，人们眼巴巴地盼望着，
如果真的来一场大雪，则可增添无穷的
情趣。

灰蒙蒙的天空，先是一朵一朵小小
的雪花轻盈飘舞，慢慢地大了起来，密
了起来，像随风漂泊的蒲公英的绒球，
像洋洋洒洒的柳絮，像蓬蓬松松白茫茫
的芦花。一时间，小院白了，屋顶白

了，大地白了，群山白了。最好看的，
还是那老柳树上的雪凇，低垂的枝条
上，凝结了毛茸茸的白雪，像一根根银
条似的。青松翠柏虽然银装素裹，却仍
然泄露出点点碧绿，给这冷酷凋敝的寒
冬增添了几分生气，几分活力。

虽然大雪封门，人们却没有蜗居家
中，大家仍在忙碌着，他们总会找到适
合自己的事情。你看茫茫雪地上一行行
疏密不一的脚印，就知道谁也没闲着，
上班的上班，打工的打工，做生意的做
生意，都在为事业操劳，为生计奔波。
最可爱的是那些小孩子，像一个个小天
使，追逐着雪花，手捧着雪花，堆雪
人，滚雪球，滑雪橇，抓起雪团打雪
仗，在他们天真稚嫩的心中，好像永远
没有冬天，即使有，也是一个冬天的童
话。

古代文人墨客多喜欢雪，他们的生

花妙笔，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咏雪诗
句，比如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岑
参的“千树万树梨花开”，柳宗元的“千
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等，魅力四
射，韵味隽永，盛传千年而不衰。

喜欢刘长卿的 《逢雪宿芙蓉山主
人》:“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
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诗中写到的犬吠
声，未写到的风雪声、叩门声、开门
声、问答声等，明的，暗的，各种声音
交织成一片，勾勒出一幅踏雪夜归的荒
寂画面，心中悄然生发出几许淡淡的乡
愁。

喜欢白居易的《问刘十九》:“绿蚁
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
饮一杯无?”暮霭重重，天欲降雪，寒气
袭人，围着烧得正旺的红泥火炉，烫一
壶浮动着绿色泡沫、飘溢着浓郁香气的
米酒，此时此刻，能邀请老朋友前来小

聚品尝，该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啊。
更喜欢罗隐的 《雪》:“尽道丰年

瑞，丰年事若何?长安有贫者，为瑞不宜
多。”该诗逆向思维，别出新意，揭示了
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人人都说“瑞雪
兆丰年”，但是丰年又能怎么样?没看见
长安街头那些衣衫褴褛的贫者，正挣扎
在饥寒交迫的死亡边缘!罗隐无疑是智
者，他着眼于当时的社会现实，站在最
底层的劳动者一边，借“瑞雪”的意
象，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地揭示了当时
贫富不均的社会现状。好在，往事越千
年，现在我们生活在新中国、新时代，
社会清平，衣食无忧，一派祥和。丰年
好大雪，罗公若在世，也不会再发如此
之感慨了。

（作者系河南省林州市文学爱好者）

晚来天欲雪

□马天伟

秋风裹着田野的芬芳远去，冬日便
迫不及待地着粉登场，本以为今年热得
长久，冬季自是冷得凄冽，可当我们正
准备迎接冬的洗礼时，却在这寒风将至
的日子里嗅到了一股扑面的暖阳味道。
这股暖阳是税郭镇中心小学的卫露露老
师用她的教育初心为春天积蓄的力量。

卫露露，一名普通的乡村小学合同
制教师。她于2011年以代课教师的身份
入职税郭镇中心小学，2021年如愿考取
税郭镇合同制编制。从踏入学校大门的
那天起她就把满腔的热情献给了她挚爱
的教育事业，把辛勤和汗水融入了小小
的三尺讲台，立志用青春使这块儿沃土
上的花儿健壮成长，竞相绽放。

十三年的青春转眼即逝，十三年的
热情倾注于斯；十三年的默默耕耘，让
她于磨砺间露锋芒，于苦寒中吐芬芳。
她因教学能力和教学实绩突出，连续多
年荣获镇级十佳班主任、教学能手、优
秀教师等称号。但面对成绩卫老师却
说：播种阳光会收获春天，学生才是我
最好的荣誉证书。

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关于她的
一本“荣誉证书”的故事，关于她和学
生之间那些在她看来只是在履行本职的
不值一提的故事。

2024 年 11 月 20 日上午，琅琅的读
书声在校园内萦绕，一阵急促的电话铃
声搅乱了正在批阅作业的卫露露老师的

思绪，接过电话，原来是学生龙小汝
（化名）的家长来访。

卫老师应约来到楼下，见到卫老师
的那一刻，小汝的妈妈满脸涨红地将一
面写有“爱生如子、师德高尚”的锦旗
送到卫老师手中。卫老师激动的接过锦
旗，当得知家长是为了感谢自己对他们
受伤孩子的照料时，她有些不知所措，
因为在她看来，帮助和照顾学生就是自
己的本分。

事情很快便不胫而走，得知消息的
校领导将来访学生家长请进了办公室，
想进一步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

于是，小汝妈妈向校领导叙述这孩
子自从跟着卫老师从考不及格，到考90
多分，从不喜欢学习变得爱上学校，爱
上学习。每天放学后，自己主动写家庭
作业并自觉帮家长做家务。她的邻居看
到后很吃惊，孩子怎么变化这么大呀！

在交谈过程中，孩子母亲的眼睛几
度湿润，激动地说：卫老师，俺孩子能
遇到你这样的老师，是俺的福分……在
孩子母亲的娓娓道来中，发生在卫老师
师生间的故事才一点点走进大家的视
野，感动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事情是这样的，10月中旬，五年级
4 班的龙小汝同学在跑操时因鞋带松开
不慎摔倒，当天就医诊断为"双手手腕骨
折”，遵医嘱需在家休养。

当天晚上，对孩子放心不下的卫露
露老师再一次联系家长询问病情。在交
流中，卫老师得知家长鉴于孩子双手打

膏无法正常学习，包括饮水和就餐甚至
如厕都不能自己独立完成，表示让孩子
暂时居家自学，但是孩子提出不想待在
家里，想进校上学。是呀，这的确是很
为难的，家长的担心是现实问题，孩子
的渴望也是不能忽视的，怎么办？卫老
师权衡后当即给家长许诺承担照顾孩子
在校期间的生活和学习。开始，家长是
再三推辞的，因为他们不愿给老师增添
负担。但在卫老师的一再坚持下，在孩
子的渴求中，孩子的父母同意了老师的
提议，次日便早早的把这个乖巧而又坚
强的孩子交到了卫老师的手中。

起初，孩子父母也是顾虑重重的，
可每天听着孩子回家后讲述的在学生发
生的事，他们的心也渐渐放了下来。据
孩子讲述，在校期间，卫老师每天关心
她的受伤情况，嘘寒问暖。中午吃饭、
课间喝水都是卫老师一口一口喂的；如
厕的时候也是卫老师亲自带去的。她还
时常提醒孩子们要格外关照小汝同学，
并开玩笑地说：“我们大家要把龙小汝同
学当做大熊猫一样保护！”一句小小的玩
笑，竟引得班里的几名女同学自发的成
立了“帮扶小分队”，课间如厕的时候几
名女同学围成一个圆簇拥着陪她走，生
怕其他同学碰着她。幼小的心灵萌发的
最真挚的情谊感动着班里的每一位同
学，家长得知后感动不已，不顾卫老师
的阻挠执意为全班同学购买了零食。

听着小汝妈妈的讲述，卫老师全程
面色微红，看得出她的腼腆。交流的最

后，卫老师羞涩地说：“我真的没想到你
们会因为这些小事送来锦旗，其实我们
周围的每个老师面对这种情况都会这样
做的。”

其实，关于卫老师和孩子们的故事
还有很多很多。要不，每每节假日家里
怎会有那么多曾经的学生来访呢？他们
向昔日的恩师汇报学习成绩，给她述说
他们的成长故事......有一次有一个学生
给她带来了一把戒尺，笑着说“：老
师，当年就是因为你的一句话改变了
我，如果你当时再严厉一些我可能会考
进更好的大学！当年的我不理解你，现
在的我由衷地谢谢您！今天我送您这把
戒尺，以后遇到不听话的学弟学妹您就
用这把戒尺，他们长大了会理解您的！”

是啊，师者父母心！
这些话语看似寻常，却是孩子们经

历后的感慨。师爱如母爱，是一种高尚
的爱，它能唤醒学生身上一切美好的东
西，激发他们扬帆前进。卫老师心怀每
一个同学，对同学爱中有严，严中有
爱，不偏爱某一位好同学，更不放弃任
何一位学困生。班上的学困生经过她的
努力，都会有明显进步。其实，卫老师
只是众多默默付出的老师们的一个缩
影，每一个师者的背后都有着一个个感
人的故事，我们不想发掘故事，我们只
想延续故事......

（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

冬日不乏暖阳
师者故事

□胡乐浩

（一）

树叶沙沙乡下安，冬阳万丈照肢暖。

围炉添炭烘粮粥，分择蔬果共食膳。

（二）

新冬午后庆余暇，庭阶安坐闲磕牙。

东来西去此火轮，恰似昙花一刹那！

（作者系山东省枣庄市文学爱好者）

回乡二首

□孟凡华

雨溅枯荷芦荡远，

寒鸦荒野嘤鸣。

残枫化羽诉秋情。

繁华消逝，唯有墨菊婷。

月照霜窗衾枕冷，

披衣独坐轩亭。

广寒仙子舞天庭。

喃喃私语，仙子可倾听？

（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

临江仙·初冬

□李新孔

试想

抱犊崮山腰

那尊飞来石

不是遭了

强梁者的挤碓

就是受了

阴谋家的暗算

意外突起的动迁

峭岩上岌岌陡崖

孤立千年

自成一帧旷世画卷

曾经的过往

轻轻地踩在了脚下面

（作者系枣庄市市中区文学爱好者）

奇异的飞来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