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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云雾 应官兴 作

□任东波

盼望你的眼波
经历过春风后
在离岸处
缓缓驰骋过我
越冬的心情

你温润的星光
从河汉迢迢而来
共赴同一个邀约
我不苛求带回的明亮
只照耀我的天穹

江湖上关于你
传奇的过往
是对所有人的祝福

乞求，把我的泪水
从你的情节中删除
让故事的结局更像是
一首破镜重圆的诗

而你，从我身旁
又迢迢而赴河汉
带着我的祈祷
成全星海的灿烂

迢 迢

□申文军

颗粒饱满，还未成熟
在人生时间的本真段落中
我和你
曾手捧小满中的麦穗
口嚼那青涩的麦粒
小小的果子
淘气对它做一个美喻

已雪润、浇水，正可灌浆
待麦穗金黄
同北方厚土融为一体
成装甲列队
迎接烈日下的背脊
镰刀是一弯不盈新月

麦收九成熟的古训
亦为留白三分

丰满的意韵就这样诞生
知止的奥妙在天人之间
华夏审美、行善的魂魄
用瞬时的永恒而挥笔
像书、似画、如诗
演绎一种哲学的源与流
人生态度的隐与显
生命智慧绽放

麦子，有度而渡
颗粒饱满，还未成熟
二十四节气中
最具辩证纹理的一个命名

小 满

□王中秋

竹林萌萌山幽静，
垂柳依依月色明。
草虫轻吟悠扬曲，
青蛙荷下两三声。

初夏初夏

浅夏悠悠清风伴浅夏悠悠清风伴，，
绿意浓浓正当时绿意浓浓正当时，，
莫负自然景色好莫负自然景色好，，

美酒金杯吟诗词。

夜思

云散斜阳暮，
弯桥谁弄箫。
月明星淡淡，
风起竹摇摇风起竹摇摇。。
父母梦中近父母梦中近，，
家山千里遥家山千里遥。。
相思无穷尽相思无穷尽，，
一诗写寂寥一诗写寂寥。。

夏 夜（外二首）

□梁孟华

是谁，让我听到了“坎坎伐
檀兮”的动人乐章？是谁，让我
把《诗经》《楚辞》读得荡气回
肠？是谁，让我了解了老庄孔孟
的思想？是谁，让我把李白杜甫
的词章，构成了生命中最为激
荡的青春时光？又是谁，赐我烙
有“芮城中学”大印的“通关文
牒”，让我在求学路上过关斩
将，让我在文字江湖里写我故
乡？

是我的母校，让我久久怀
想的芮中！

1990年秋，我考上了县里
最好的高中——芮城中学。父
亲知道后乐得合不拢嘴，非要
亲自送我上学，自尊心极强的
我几次拒绝，但依然拗不过父
亲，没办法，只好坐在了他那
全身都响、车铃不响的“二八
大杠”后座上。我背着馍，他驮
着我，从村东出发，沿着一条
距县城主干油路大约有两公
里的上坡路一路向北。愈骑坡
愈陡，父亲本就肥胖，再加上
我的重量，几乎倾尽身子往前
冲，看着父亲有些狼狈的样
子，我几次要跳下车来，都被
他大声喝止。

征服了一道道坡，走过了
一道道梁，穿董原，经郭原，过
刘原，很快就到了洞宾西街，芮
城中学就在这条主街道上。走
进校园，一条大道把校园一分
为二，映入眼帘的是一面鲜艳
的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在一座宏
伟的四层教学楼前，大门东西
两侧各有一排坐北朝南的两层
建筑，一层是窑洞，二层是平
房，都是教职工宿舍。大道两旁
亭亭如盖的大树，昭示着“十年
树木，百年树人”的治学精神，
大树内则是园丁们辛勤修剪的
条形花池，百花争艳、花团锦
簇。

教学楼处于整个校园的正
中央，以教学楼为坐标，往西边
走，越过十几个台阶便来到操
场，长跑的、短跑的、跳远的、打
篮球的各种比赛经常在这里进
行，围观学生们的欢呼声在这
里此起彼伏，还有音乐组的长
笛短号在这里抑扬顿挫，我们
有时在晨曦的操场上背单词、
读古文，有时在满天星斗下谈
心散步。

从教学楼后门走出，沿着
中轴线往南，东西两侧分布着
一排排老瓦房，透过月亮门往
里看，小院幽深，图书馆、教师
宿舍、打水房都在这里。再往南
便是学校食堂，一放学这里便

“风云际会”，打饭窗口经常摆
起“一字长蛇阵”，女同学还好
些，男同学则是如“大剧”开场，
似群雄纷争，你拥我挤，常常是

“瓷碗菜盆叮当，米汤菜汤飘
香香””。。打下饭来打下饭来，，三五成群三五成群，，围成围成

一团，或席地，或圪蹴，或站立，
咬一口柳永的“雨霖铃”，夹一
筷“元素周期表”，把一碗青春

“白菜豆腐汤”吃得碗干底净。
食堂再往南，就是我们的

宿舍了。那时的宿舍好像和我
们当时的教学楼不太匹配，老
房子、大土炕，一字排开能睡几
十个学生。每当月上中条，校园
的熄灯铃一响，我们走出教室，
踏着阑珊的星火，走向宿舍。我
们把那时的土炕叫“友谊炕”

“团结榻”，因为不管你愿意不
愿意，只要躺在一起都得友好
接触，抵足而眠，透过屋顶的缝
隙可以一起仰望星空；燃起如
豆的烛火，可以共同欣赏“三更
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
的豪情画卷，再不济我们就畅
开一次深夜“卧谈会”，哪个班
的女同学漂亮，哪个班的男生
多才，甚至国际风云、时事政治
无所不包，都在其中。

芮中三年，花草有语，树木
有情，一砖一瓦都构成了我心
中的图景，校园的角角落落犹
如一幅浓淡相宜的青春画卷在
我眼中浮现。

“芮中”，简简单单的两个
大字，却犹如火炬，她点燃的是
父老乡亲们的希望之火，点燃
的是一代代农家娃“鱼跃龙门”
之火。

一到星期六，全校数千师生
一下“得解放”，同学们从各个班
级走出，背着干瘪的馍袋，像潮
水般地涌向学校大门，或骑车，
或步行淹没于街头四面八方的
人流中，朝着各个乡镇、各个村
庄的农家奔去。一到星期天下
午，又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背
着或黑，或黄，或白的馍馍，装着
父亲的零用钱、妈妈的爱心菜，
又向学校潮水般地奔赴而来，似
百川归海，波澜壮阔。

站在学校大门迎接同学
的是郭建民校长，他给同学送
去的是温暖鼓励的目光，学生
回报给他的是发自内心的敬
意和欢欣。这是一种热烈的表
达、双向的奔赴，谁不希望用
有限的物质赢得无限的精神，
谁不希望用黑馍换来白馍的
前程？

我记得那时的班费 5 块
钱，一学期学费 23 块钱，纵然
家中贫困，但父亲毅然决然地
供我上学，使我这个调皮少年
也不得不认真起来！

记得高一时，我被分到了
136 班，上到教学楼第二层左
拐便是我的教室。那时有幸被
分到了肖云翔任班主任的班
里，肖老师高大魁梧，经常穿着
一身得体的咖啡色西装，是省
内外有名的英语特级教师。他
说话爽朗，谈吐优雅，尤其是那
一口正宗的英语发音，让大家
赞不绝口。语文老师翁惠英是
芮中“老将”，上海人，一口上海

口音的普通话悦耳动听，讲起
课来，感情饱满，引人入胜。记
得，刚开学全校组织观看电影

《焦裕禄》，回来后要求写一篇
读后感，我的作文被翁老师当
作范文全班宣讲。音乐老师张
立业，一头长发，颇有艺术范
儿，一首《我的祖国》可谓金声
玉振，直上云霄，还有生物老师
杨广森、政治老师李京法、物理
老师郝自华、数学老师樊锦荣、
化学老师李念等，名师不一而
足……

到了高二文理分科时，我
被分到赵民凯任班主任的班
级。那时的赵民凯老师很年
轻，热情朴实，不像老师，却似
兄长，和同学们打成一片，讲
解生动，洗炼精准；语文老师
杨建敏知识渊博，将知识点讲
得逸趣横生，特别是对我鼓励
很多；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儒
雅的曹逸文老师，他风华正
茂，走上讲台自带光芒，举手
投足间颇具魅力，一堂柳永的

《雨霖铃》讲得精彩纷呈；还有
温文尔雅的肖泽彬老师，教学
得法，讲解生动，即使没有教
案，也能条分缕析，知识要点
尽悉教授。正是这些老师的提
携和帮助，让我这个曾有些自
卑的乡村少年变得阳光自信，
走向“诗和远方”。

给人以星火者，必怀火炬！
芮中，可以说是名师荟萃。他们
温暖着学生，激励着学生，锻造
着学生，让“志存高远，自强不
息”的芮中校训成为芮中学子
们一生克难攻坚，不断进取的
一团奋进之火。

1993年，是我们高中三年
完美收官的一年。芮中三年，我
们既有“少年维特之烦恼”，也
有情窦初开之困惑，更有“持节
云中，何日遣冯唐”的走出大山
之梦想。

那一年高考升学率虽然比
较低，但芮中教育成绩依旧跻
身全市前列，随后多年，芮城中
学更是异军突起，省理科状元、
市理科状元不时闪现，考入名
牌大学者并不鲜见。他们有的
从政，有的经商，有的成名成
家，即便是普通凡人，身上都有
芮中培养的踏实苦干、不事张
扬、不务虚名、勤勉自励、敬业
乐群的温润。他们大都能以使
命情怀和人格魅力赢得尊重。

月落乌啼，总是千年的风
霜，涛声依旧，不见当初的夜
晚。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如今
的芮中怎么样？

回到母校，才知道，星星还
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
亮，只是芮中已迁新址。为了适
应当前教育的发展，芮城中学
南移北上，坐落于县城学府东
街，北临道教祖庭永乐宫。

新的风光正由新的老师和新的风光正由新的老师和
学子们铺陈学子们铺陈、、书写书写。。

母 校 芮 中母 校 芮 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