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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唐先
镇金坑下位村金坑
自然村迎来了 30
多位年过花甲的老
人。数十年前，他
们都曾在当时的金
坑中小学任教。他
们中，有些已经 50
多年未曾回来。

当 天 ，他 们 故
地重游，回忆在此
任教时的经历，感
受时代变迁、山村
巨变。

□记者 任晓

不求天天见，只求想见无阻隔记者手记

相逢是缘，重聚则是数十载怀念使然。当日，看着老师们脸上的笑容，记者似乎亲身感受到他们久别重逢的喜悦。金

春香说，虽然此次聚会困难不少，但是她自有这个念头之后，就没有放弃。而现在，人与人之间，多少联系为各自的生活、

工作所阻。同处一座城，也可能好久不见；说好的下次约，也不知是何时。

“一回相见一回老”，记者觉得，这句话不仅仅适用于年长者，毕竟，人生不过短短数十载，能见的面，是见一面就

少一面。当然，所谓的联系，不是如胶似漆，也不是形影不离，而是，在想念对方时，能快速找到人，一通电话也好，一

条信息也罢。

前段时间，记者在网上看到一条热帖，南京一位老奶奶想念发小，就循着记忆中发小所住地去寻找。辗转找到后，两

位老人紧紧相拥，这位奶奶说了句“实在太想你，就来找你了”。这一幕感动了很多人。或许，我们也该学学这位奶奶的执

着和洒脱。

40年前深山里的校园 永义东三地学生梦想开始的地方

这所学校当年凭啥吸引邻县学生

四十多年前
这所山区学校
有三百多名师生

“我们从2017年开始筹划这次聚
会。”此次活动发起人之一的金香春
说，这些年，她陆陆续续遇到不少当
年在金坑中小学任教的老师，聊天时
常常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充满怀念之
情。于是，大家重聚金坑的念头愈发
强烈。

好事多磨，这期间发生了不少事
情，聚会就一直耽搁。“既然已经有这
个想法了，那就得实施。”前不久，金
香春开始联系当年的同事。不到几
天，他们就找到了30多位老师的联系
方 式 ，建 起 了“ 金 坑 中 小 学 老 同 事
群”。经过商量，大家将聚会时间定
在3月23日。

记者了解到，金坑小学校舍 1958
年 建 成 ；1971 年 ，成 立 金 坑 中 学 ；
1987 年，金坑中学并入中山中学；
2001 年，撤销金坑小学，并入中山小
学。至此，金坑中小学不复存在。

此次聚会另一位发起人金连升
说，金坑小学到金坑中小学，办学规
模最大时，有初中小学 7 个班级、12
位教师，300 多名学生。除了来自附
近金坑、下位、里岭脚、周坑等村，有
的学生来自邻县东阳林村、下董，义
乌鱼曹头。“那个时候，我们还成立文
艺团，到村里演出。”回忆及此，金连
升兴高采烈地告诉记者。那时，学校
有篮球场、乒乓球台，丰富了师生们
的课余生活。

每周出山进山，肩挑背扛翻山越岭

“上世纪 70 年代，村里没有公路，
每次去学校都要翻越太平岭。”车子驶
过中山村到了山脚，当日参加聚会的
施连叶，指着窗外一条已经被杂草淹
没的小路告诉记者。那个时候，老师
们自己带铺盖，自己带米菜，每周日沿
着小路，走两个多小时进村，开始为期
一周的学校工作生活，周六又从这里
出村，回家添“补给”。

站在山底往上看，看不到尽头。

她说，以往每次停下来休息，抬头看
着还有那么远的路程，腿都软了。即
使是在寒冷的冬天，他们也能走得满
头大汗。等汗干了，身上一阵凉，之
后再继续赶路。“雨天路滑，我们就在
雨鞋上绑稻杆。”她说，若是遇到大
雨，等到下山，鞋子里能倒出水，裤子
也湿了大半。

“那个时候，周六上午也是要上课
的。”金连升说，周六下午，老师们还要

学习，下午 2 时之后才能离校，周日下
午要召开周前例会。除此之外，每个
学期还要开展期中、期末两次家访。

家访都是在下午放学后进行的。
金连升说，当时，老师们会给每位学生
填写一份成绩单，包括成绩、在校表
现、老师寄语，需要一一送到学生家
里，交到家长手上，每个晚上都能送出
几份。“虽然当时条件艰苦，但是大家
都乐在其中。”他说。

40年后欢聚，记忆闸门就此打开

当天，老师们重聚的场地，是当年
的金坑中小学校舍所在地。

“以前，教学楼后面是教师宿舍，
现在已经被拆了，教学楼也拆了一部
分。”金连升说。

上午 9 时 30 分，老师们陆陆续续
赶到，一次次握手拉开了聚会的序
幕。为了拉近老师们的距离，金连升

将三张大桌摆在一起，老师们欢聚一
堂，开了个简单的座谈会。他们填写
通讯录，以便日后联系，然后再一次在
大家面前做自我介绍，聊起记忆中印
象最深的事情，谈自己的感想。

当日到场最年长的老师，是金坑
自然村的金康宁，今年已经 92 岁。拍
了合照之后，老师们一起重游金坑村。

走进金氏宗祠，回忆就如潮水般
涌入金连升脑海里。“这里以前是戏
台，唱戏的时候搭起来，平时拆掉”“这
里曾经也是教师宿舍”⋯⋯他一边指
着位置一边介绍。老师们也不断地拍
照留念。

席间，老师们举杯共饮，相约下次
故地重游。

师生成为同事，还有从同事结合成伴侣

“施老师，我敬你一杯，我一生都
得感谢你。”席间，金连升端着酒杯走
到施菊芳面前。他说，他与太太结缘，
多亏了施菊芳。

高中毕业后，金连升回金坑中小
学任教。第二年，施菊芳有事回家，找
了唐先二村的赵老师代课。赵老师恬
静漂亮，有一副好嗓子，吸引了金连
升，一起在学校生活、任教的两人，就
这样渐渐熟络了。

没课的时候，金连升帮赵老师绕

毛线，趁着借书的机会传递小纸条。
“那时的人说话也没有那么直接，只
能借这种方式委婉地表达心意了。”
他说。后来，这位赵老师就成了她的
妻子。

“这么多年，这么多老师，来金坑
任教就嫁在金坑，或是娶了金坑女儿
的情况也不在少数。”金连升说。他
8 岁上小学到初中毕业，都在金坑中
小学就读。当天，他的老师胡鹤龄也
在场。

胡鹤龄今年已经 82 岁了，家住中
山村，是当年金坑中学最早的老师之
一。当时，金连升将自己所著的两本
书赠送给胡鹤龄。“学生有这样的成
就，我非常开心。”他说。

在金坑中小学，金香春的身份也
从学生转变成教师。她回忆，读小学
时，母亲并不赞成她继续读书，是老师
一而再再而三上门劝说她母亲，她才
得以继续上学，最终走上教书育人这
条路。

金坑中小学校舍现状

30位退休教师合影

举杯畅饮，相约下一次相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