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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像风铃在微风中摇晃，唱着一

首动听的歌——“奉献几多血和汗，不

求春史留英名，你用真情传播着智慧的

火种”，我不禁想起了初中时的班主任

——周美娟。

我是一名性情懒惰的小女生，有什

么事总喜欢拖一拖，从来不会提前把事

情安排好。正因为这样，我的学习一直

很被动，成绩总是上不去。

一次月考，我考出了从未有过的

低分，看着试卷上一个个红叉叉，我哭

了，心痛到了极点，大颗大颗的泪珠从

脸庞掉落。我非常失落，在心里不停地

责备自己：怎么会如此糟糕⋯⋯

周老师单独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她手里拿着一张这次考试的排名表，沉

默了好久不说话。我本以为她会大骂

我一顿，责怪我辜负了她的期望。不

料，周老师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手轻

轻搭在我的肩上，语重心长地对我说：

“一次失误并不代表全部，不要因为遇

到挫折就选择逃避，要勇敢地面对问

题。你要改掉懒惰的个性，坚持才会有

收获。你是一棵学习的好苗子，老师相

信你⋯⋯”

周老师的一番话，深深触动了我。

我坚定发点了点头，心里暗暗发誓，一

定改掉懒惰的习惯，努力学习，不辜负

老师的期盼。

从今以后，周老师经常过来和我说

几句，给我加油。我也时时鞭策自己，

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期末考试时，我交出了一份满意的

成绩单。谢谢周老师，我永远记得您对

我说的那些话，您的关怀将化为一种力

量，鼓励我前进。

老师话语记心头
□永康中学 陈计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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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家在芝英一村后街。那里原来都是老房子，青砖黛瓦，马头

墙高高耸立，每走几步就有一个祠堂。街道窄窄的，不过三五米宽，中

间是一条条长长的石板路，两边由鹅卵石铺就。街道两旁一道木门就

是一户人家，有人出入家门，木门“吱呀”一声响。家门口常搁着几块

小石板，那是纳凉休憩用的。一到下雨天，条石板和鹅卵石铺就的路

就显得发亮，滴滴答答的雨水顺着屋檐角流下，而沿着墙角小小的排

水沟就成了一条“小河”。雨停了，我和小伙伴们常会折几只小纸船放

在“河里”，看它顺着水势缓缓前行，搁浅的时候，我们用小嘴吹几口

气，或用手轻轻碰一下，纸船便继续前进。

我家的老房子是旧时大户人家的三合院，院子左右两边各有一堵

墙隔开，成为三个独立的空间，供三户人家居住。我家是三合院中间

的两间，所以院中那四五平米的小天井就由我家独享。为晾晒方便，

父亲在小天井上架起一个八仙桌大小的阳台，爬上阳台得凭借两脚

梯。冬日里阳台上的阳光比起天井里要来得温暖。每到下雪天，阳台

上就像盖了条厚厚的棉被。元宵节迎灯，全家人会爬上阳台看灯，那

是看灯的好地方。

阳台下的角落里有一个鸡舍，鸡舍上筑了个草窝。阿嫲养的母鸡

就是自个儿飞到这个鸡窝上下蛋的，每次下完蛋后就会咯咯哒地叫

着。有一次，我好奇地爬上两脚梯，观察母鸡下蛋。母鸡下蛋前通常

会蹲在鸡窝里一时半会儿，随后缓缓站起，鸡冠涨得通红，发出轻轻的

咯咯声，再继续蹲下。如此反复一两次后，鸡脖上的羽毛耸起，鸡翅微

微撑开，鸡屁股上的毛羽也如扇子般展开，听到“咕嘟”一声，一颗椭圆

的鸡蛋便稳稳地落在稻草上。下完蛋后，母鸡便从鸡窝里跳出来，仰

起脖子扯开嗓门咯咯哒地叫。阿嫲听到后，就会抓了把谷子过来，撒

在院子里，犒劳辛苦下蛋的母鸡。

我家门槛旁有一个小小的狗洞，我家养的狗阿黄就经常趴在狗洞

里，探出头窥探门外的动静。每当有陌生人路过时，阿黄便会吠个不

停。我家后门正对着一栋三层楼，里面住着七八户人家。这幢三层楼

和我家的后门隔着一条二十来米长的小弄堂。弄堂很窄，展开双臂就

能触到两边墙壁。这条小弄堂是我和小伙伴们玩耍的好地方。我们

经常在这里玩“瞎子摸象”的游戏：一人用布条或红领巾蒙住双眼，从

弄堂的这头摸索到那头，其他小伙伴左躲右闪，尽量不让蒙眼人抓

到。若不小心被抓住了，那也要大气不出，因为蒙眼人要凭感觉猜出

抓住的是谁才算获胜。若是小伙伴被蒙眼人一通挠痒后，忍不住“扑

哧”笑出声来，就暴露了身份不打自招了。若猜不中，蒙眼人只得放了

手中的“猎物”重来一遍。

夏天，我家屋后的弄堂里很凉爽，除了正午时分，其他时间晒不到

太阳，我和小伙伴们常在这里观察蚂蚁。我们先拍死几只苍蝇，放在

墙角，用来引诱蚂蚁捕食。通常情况下，先是一只小蚂蚁，用触角轻碰

苍蝇，然后奔回蚁巢报信，若是迎面碰上同伴，便彼此挥动前额的触角

传送信息。我们嘴里唱着引蚂蚁出巢的儿歌：“蚂蚁窝，蚂蚁娘，呼娘

唤爹来抬床⋯⋯”不一会儿，蚁巢洞口就爬出一排整齐的蚂蚁，齐心协

力把美食抬回家。这样的场景，我们蹲在墙角，一看就是大半天。夏

夜乘凉时，住在三层楼里一位叫应章求的大叔，常在弄堂里给我们讲

妖魔鬼怪的故事，吓得我回家睡觉都不敢熄灯。虽然我们每次听完故

事后都心惊胆战的，可第二天照旧坐在他边上，听得最认真的还是我

们几个小伙伴。

弄堂墙壁用青砖垒砌，墙壁上常常会“长”出很多白色粉末状的东

西，我们把它叫做“硝”。拿上一张卡，把它轻轻刮下，收集起来后，用

火点着就会“哧”一声燃烧，一团白烟冒了出来。

当年的芝英小学有两个校区，一个是天房校区，在七村。天房校

区由两个祠堂组成——褒功祠堂和思文公祠。这两个祠堂又被一个

簟基隔开，一到夏秋季节，簟基上晒满了麦子和谷子。这个簟基也是

我们上体育课的场地，若遇上雨天，我们只好在祠堂内的大厅里上体

育课了。我小学一到二年级是在天房就读的，三年级以后就读芝英小

学的另一个校区——培英校区。培英校区在四村，场地比天房校区要

大得多，校内有一个小操场。学校围墙隔一条弄堂就是芝英区委所在

地，也是我母亲上班的地方，那里也是应祖锡的故居。

从我家到天房校区，途中必然要经过方口塘。冬天的早晨，方口

塘上常常水汽氤氲。最寒冷的时候，方口塘结起厚厚的冰，常有小孩

在上面玩耍。下雪后，融化了的雪水沿着屋檐、瓦片滴下，在夜里冻成

了一条条的冰凌。第二天早上，我们拿起竹竿子使劲敲打，冰凌落下

后，便会捡起往嘴里塞，津津有味地吮着，好像在夏天里吃冰棍。我还

记得，卖豆腐花的“树金白糖”老伯就住在方口塘边上，每到集市，他就

会挑着一桶热气腾腾的豆腐花到正街（廊街）去卖。

现在，我家的老宅已不复存在，街坊的木门改成了哗啦作响的铁

卷门或冰冷、坚硬的防盗门，青砖垒砌的老墙也被水泥涂抹了一遍，少

了些质朴的味道。偶尔回芝英，我也见不到儿时坐在街边的老伯、大

爷，在家门口聊着家长里短的妇人和戴着老花眼镜做着针线活的老奶

奶，即使碰到以前的街坊邻居，也会彼此苍老得不敢相认。

我乘着记忆的扁舟，回到刚升入初

中那一年。那时，我告别父母，来到明

珠中学，开学时的兴奋很快消逝，我陷

入了想念家人的思绪中，白天上课时

想，晚上睡觉时也想。我发现自己越来

越不适应初中生活。

一次晚自习课间休息，我跑出教

室，倚着栏杆，看着远处灯火阑珊，眼泪

顺着脸颊流下来。这时，您走了过来，

我悄悄将眼泪拭去，不想被您看见我的

软弱。您轻轻对我说：“是不是想家

了？”一句询问刺痛了我，我的眼泪像断

了线的珠子一般，一颗又一颗地从我脸

上滑落。您将我拥入怀中，轻轻地拍着

我的背，对我说：“别哭了，我打个电话

给你妈妈，让她放学来接你，好吗？“我

哽咽着点了点头。在父母的关心和老

师、同学的帮助下，我终于度过开学后

的不适应期。

时光匆匆，转眼到了初三，我也即

将离开你，升入高中。我记得很清楚，

是那一年的 6 月 18 日，那天是出中考成

绩的日子。我从清晨等到黄昏，终于查

到中考成绩，还不错。就在这时，您给

我打来电话，问我考得如何。我将成绩

一样一样地报给您听，您连连说考得不

错。对话中，我似乎看到电话那头您喜

悦的表情。

如今，我成了一名高中生。当我重

回母校去看您时，我很想问问您，王杏

村老师，您是否还记得当年在走廊安

慰我的那一刻？我至今清晰地记得，

永远也不会忘记。

重回母校忆师恩
□明珠中学 厉炉彬

梦回芝英老家
□应春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