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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帝出巡兴安岭，看到了络纬虫这个小东西，一时兴起，便在花棚草舍寻觅

观察，于是捉来几只放在行营里逗弄，甚觉其乐无穷。因受南宋画家牟益系列连

环《捣衣图》启发，揣摩之余，信手图来，以记其神韵。描画容易，题诗却难。当绘

完第四副图，题字赋诗时，却怎么也想不出用哪些恰当的词句来形容络纬的姿

态。冥思苦想至夜深人静，也未能成句。此时，室内的络纬和室外的络纬长鸣呼

应，乾隆帝那种闲适静想的雅兴被搅扰，弄得他心绪不宁。再加上出巡兴安岭时

已是初秋，此地高海拔高纬度形成的昼夜温差，让已经习惯了京城平和温度的诗

人更觉得不适应，越睡不着越觉得毡房内清冷，被衾寒凉。此刻，他更怀念京城初

秋天气的温暖。

乾隆帝在位时，常常到地方出巡，深入民间体察民情，他励精图治，社会政治

稳定，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景象。乾隆是巡察社会与了解民情最多的皇

帝之一。他出巡兴安岭，曾感慨“隆崇乎兴安之高高极天，蔽亏阴阳日月不得擅其

照，变幻寒暑造化不能操其权。”于是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登兴安大岭，命人御制

《登兴安大岭歌》以纪之，他赞颂兴安大岭的雄伟崇峻，联想大清基业辈辈相传，感

慨自己追随皇祖到此，在山间留下圣迹，面对眼前美景和辽阔疆域，更觉守好边防

之重要。同时，他见微知著，通过图画络纬并题诗，显示出当时的闲适心情和兴安

岭的美好景物。

赏析： 涟漪

何必花棚草舍寻，一番昼取更长吟。
閒听静想评形似，毡室清宵冷逼衾。

兴安络纬诗
兴安络纬至小而色绿，率笔图之兼题以句

■清 爱新觉罗·弘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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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教师，如果你任教的学
校恰好是你的母校，你觉得最尴尬的
事是什么？

我最尴尬的是校园里教龄稍长点
儿的老师大都教过我，一是因为那些
年学校频繁换老师，二是因为补习时
间长。

所以当我想写写我那些可爱的老
师们的时候，我发现同一学科的不止
一人，有的老师在新生班不教我们了，
补习班又相遇了。

“大钱儿”老师
他教我语文的时候，是上个世纪

九十年代。那个时候的人们虽不像现
在这样时髦，也绝没有他那般老土：冬
天穿厚厚的家做棉袄，外面套一件皱
巴巴的中山装，而且棉袄的袖子总比
外套长，闲时会将双手笼在袖里；戴一
顶站岗放哨的士兵才会戴的绒帽；骑
一辆除了铃不响全身都响的自行车，
我们都叫它“大钱儿的破铁驴”。

对了，他姓钱，时而自称“老钱”。
从他现在的年龄我推算出他当时不到
三十，但当时我们都以为他至少四十
五，不知为何私下里都叫他“大钱儿”。

大钱儿遵守时间，绝不拖堂，他会
在下课铃响时转身走出教室，尽管有
时话刚说到一半儿，他也有本事戛然
而止；大钱儿思想开放，当年学校墙很
高，学生因无聊，有时会爬高墙逃到校
外，很是危险，大钱儿说：“我出差看到

某某中学是砖砌的镂空墙，在校园里
就可以看街景，不像咱们，大地主过日
子似的，高门楼高院墙，哪天我老钱当
了校长，先把墙拆了”，我记得掌声雷
动；大钱儿爱学生，那年学校的房子因
年久失修掉了顶棚，邻班几个动作迟
缓的女生被压在了底下，大钱儿手拿
砖头大喊“把窗户砸开”，我看到他的
眼睛因着急而充血发红。

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幽默。某男
生不会回答问题，他说：“为什么我每
次问你，你总是斩钉截铁地说不会
呢？我的心怎么这么难和你沟通呢？
没做题？这杏花也开了，你领谁上山
了吧？”有女生答非所问，他说“其实你
不懂我的心”提问时，他会走下讲台，
说：“老杨，你说说”“老韩，你怎么看？”

当时学生中流传着这样一个笑
话，大钱儿骑车带孩子，一个拐弯，孩
子沿着一条抛物线摔了出去，大钱儿
慢腾腾立好车子，走到孩子跟前，说：

“小虎，你摔到了没有？”，我们分享着
这个笑话，觉得特符合“大钱儿”性
格。尽管毕业后辗转打听，大钱儿的
孩子并不叫小虎，仍愿意相信此事就
在大钱儿身上发生过。

其实，记忆里的大钱儿一直是粗
线条的。

我师范学校毕业回母校任教，和
大钱儿成了同事，受他多般照拂，尽管
表面上我尊敬地称他“钱老师”，但心

里仍叫他“大钱儿”，因为印象中他给
我们枯燥的高中生活带来那么多快
乐。

最近学校举行“教坛新秀”评选活
动，大钱儿是评委，我的课讲得不好，
大钱儿主动安慰我，想方设法地说我
的优点，并含蓄地指出我的不足，要我
认真学习新课标。他那么想安慰我，
又不愿说假话，我看到一向洒脱的大
钱儿字斟句酌以保护我的自尊，感动
得想哭，也蓦然发现他细腻的一面。

我写了张卡片：老师，谢谢你的宽
容和鼓励，我会努力的。但没有送给
他，觉得太矫情了。

李老师
“这是一个三棱锥，我们不妨坐一

下”老师一个口误，我记了十几年。以
致今天，我每次碰见他都打个招呼甚
或招呼都不打就匆匆走开，因为我怕
见到他就忍不住想起“坐”三棱锥的
事，我怕我会笑出声。

老师姓李，教数学。
李老师个子很高，站立和走路姿

势都极标准，可以用“挺拔”来形容。
因此对他而言，黑板的利用率极高，每
节课板书从黑板的左上角一直写到右
下角，中间不擦黑板，这使他和那些一
节课擦好多次黑板弄得满身都是粉笔
灰的老师那么不一样。他极爱干净，
衣服总是挺括、整洁，这样的老师，在
上个世纪 90 年代羽绒服都是奢侈品

的校园里，有种鹤立鸡群的感觉。
忘了是证明哪种不等式了（我不是

个好学生，老师教的知识大多交给了考
试，如今记得的，往往与学习无关），他
说：“要证它成立，只需证它成立，即证它
成立，42大于41显然成立，所以这个不
等式就成立，看是吧？”飞快的板书，飞快
的语速，配上他独特的腔调，令人捧腹。

那个时候，补习生有的补习好多年
才考上大学，补习时间长了，分数没咋提
高，毛病增加了一大堆。有个学生上课
睡觉，李老师问原因，他一声不吭，“非暴
力不合作”。开班会时，李老师说：“我是
本着爱心，没有丝毫的恶意，问问你怎么
了，别是感冒了。你还不告诉我，大家都
互相体谅点儿，我也就二十几刚到三十，
那还虚岁。”

我一直觉得李老师是最佳段子手。
王老师

高二下学期的一天，李老师讲完课，
说“这是我给你们上的最后一节课了，明
天有新老师来接替我，他会帮你们早日
成才。”

第二天，帮我们“早日成才”的老师
来了。他姓王，个子不高，板寸头，小眼
睛，大嗓门，不怒而威。没过几天，王老
师接替了原来的班主任做了我们的班主
任。

我们班在当时的平行班中，成绩最
差，纪律最差。我想原因大概是我们班
女生太多，能咋呼（男生少的最突出表现

是学校举行篮球比赛时我们班队员
犯规也不会被罚下，因为没有候
补。而我们的啦啦队，是全校最棒
的。）此外，原来的班主任实行粗放
式管理，而我们，又那么不自觉。

王老师当我们班主任后，每天
来得很早，管纪律，管卫生。大约一
个月后，我们班级居然一改往日的
拖沓，变得严整起来了：教学楼中廊
的黑板上，不再有我们班扣分的消
息了，甚至有几周的评比，我们还名
列榜首。

这种改观当然是因为他的严
厉。他每天早晨到班后，站在讲台
上，挺胸收腹，中指压在裤线上。请
相信我没有丝毫夸张。班级顿时鸦
雀无声，肃穆得如同升国旗。不，比
升国旗更甚。因为升国旗我们还敢
窃窃私语，在这儿，是绝对不敢出声
的。

我坐第一排，每每这时，不敢抬
头，敛声屏气。有时大着胆子偷瞥
一眼，看见他表情严肃，小而有神的
眼睛环顾全班。

他讲课极耐心。因为我们班是
文科班，基础很差，他总是耐心讲
解，不厌其烦。在黑板上一遍遍演
算，有时一不小心错了，再一点点往
回找，找到出错的地方，他说“哎呀
——”拖着长长的尾音。怪我们不
告诉他。其实他不知道，以我们的
计算水平，完全发现不了错误。

有时，他也很可爱。学校举行
运动会。有个年纪很大的张老师参
加长跑，速度很慢，但不懈怠。我们
在观众席上赞叹张老师的毅力。他
提议“咱们给张老师喊加油，我喊

‘张老师’，你们喊‘加油’，好不好？”
我们说“好”他又反复叮嘱“说好了
啊，别我喊完你们不吱声了，我多没
面子。”可爱得像个孩子。

高考结束，我和王老师说起估
分（当时是考完就报志愿）情况。我
数学没考好，总分不高。有个同学
后加入我们的对话，只听到我一两
科的分数。说“这不还可以吗？哪
科不好？”“哎呀——，数学！”他那声
拖着长长尾音的“哎呀——”永远留
在我的记忆里，觉得自己辜负了老
师。

孟老师
孟老师名字里有个“仲”字，当

我得知他在家里排行老二时，竟对
他的父亲生出无限敬仰，觉得他一
定出身书香门第。因为在我生活的
偏僻小村子里，我的上一代大多是
文盲。

孟老师教历史，字写得极漂
亮。这让我这个习惯上课溜号的学
生面对他的粉笔字生出许多想象。
电视里看到的那种书香世家，老师
坐在桌前，手握毛笔，旁边是他穿中
式家居服的父亲在微微颔首······

孟老师个子很高，但总是低头
走路，我觉得这个姿势让他看起来
至少比实际身高矮3厘米。他讲课
几乎不看学生，只爱看墙壁。提问
完总是摆摆手，说“好了，你坐，你
坐”他讲课有时也爱重复后一句话，
并伴有“说你”的口头禅，一想起历
史老师，有一句话一直在耳边回荡，

“说你列宁又回到了彼得格勒彼得
格勒”。

班级有个同学，与老师三分神
似，模仿老师又极到位。一天课间
正在讲台上学老师，恰被老师撞见，
老师也不恼，一笑而过。

孟老师一向温和，有一次却发
了火，语言少见的刻薄。要毕业了，
我们忙着合影忙着写纪念册，似乎
都忘了还有高考。我记得孟老师说

“说什么缘未尽份未道，该干啥干点
啥，离别没那么快，下学期你们就会相
会在补习班。”（事实证明了老师的预
见性，离别很短暂。除了两个考上的
精英，少数读自费学校和务农，一个月
后，我们在补习班相遇了。历史老师
还是孟老师。）

孟老师的话让我们的不务正业稍
有收敛，他便又恢复了语重心长的模
样。快考试了，他说：“把会做的题都
答对，不会的就放下，不是你的别强
求。等做完了时间充裕了再回来对付
难题。就像香港当年被人夺了去，就
让他管理着，等咱有能力了，不就收回
了吗？”

多年后，我仍旧记得凡事尽力就
好，不是我的莫强求。

这几年，孟老师因为身体原因不
任课了，去了图书馆，每次借书，他都
给我打开书库门，说“进去随便看
吧”。要知道，以前我借书只能看书目
填借阅卡，之后图书管理员把书拿出
来我才能见到“真容”，有时觉得跟想
象的不一样也不好意思让管理员再
换，只能拿回去看几天再来借。孟老
师为我大开后门，为我借书提供了太
多便利，当然，我也尽量不给老师添太
多麻烦，每次都认真填写借阅卡，按时
还书。

刘老师
刘老师是我补习班时的英语老

师，我与老师的交集却在毕业以后。
最尴尬的是我上班第一天我们在

校园里相遇，我不认识她了。
我第一天上班，碰见一个扎小吊

辫，走路像一阵风似的女老师，主动和
我打招呼，并说看我有些面熟。

然后我就说出了那句让我想起来
就后悔不迭的话“我看你也面熟，你认
识某某吗？”

我把她当成了高我一届的老乡的
同学，提了老乡的名字。

“不记得了，”她说，“教过的学生
多，想不起来了。”

我很不屑，心想，你的样子这么年
轻，也就比我早毕业一两年，哪来那么
多学生，装！

我回办公室说起这件事，大家根
据我的描述猜出来我遇到的是刘老
师。

我无比羞愧，用一个“烂梗儿”表
达一下，如果地上有个老鼠洞，我恨不
得钻进去。

我反复问自己，怎么能不认识老
师了呢？

思来想去，我找到三个原因：一是
我不是个好学生，二是刘老师太严谨，
没留下什么话柄让我这个学习不怎么
认真的学生记住，三是刘老师越来越
年轻了。

就在我觉得无颜面对刘老师的时
候，她来我的办公室了。进屋就问“建
华，你哪届的？”我赶紧起身，说“老师，
我就是您教的那届的，昨天没认出
您。”她说：“我就说是嘛！大家都说他
们的学生毕业回来了，我就想你明明
应该是我学生，怎么就不认我了呢！”
老师的坦率令我汗颜。

就是我这样一个连老师都不认识
的学生，还是受到老师厚待：我的结婚
喜宴、两个孩子的满月酒，她都跑前跑
后地帮忙张罗；工作中也经常提点
我。某个假期我们都和家人出去旅
游，在车站偶遇，只是打个招呼就分手
的时间她仍不忘提醒我不能老教补习
班了，得去新生班学点新东西了。

老师的照拂终身难忘。

我的高中老师们

黄叶络纬 齐白石

时间，它是人们生命中的匆匆过
客，往往在我们不知不觉中，便悄然
而去，不留下一丝痕迹。人们常常在
它逝去后，才渐渐发觉，留给自己的
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也正是如此，才
有了古人一声叹息：少壮不努力，老
大徒伤悲。时间流逝的无影无踪，去
的快，来的也快。

陶渊明说过：“盛年不重来，一日
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
人生短短数十秋，想要在如此短的时
间内，取得成功，登上人生的顶峰，谈
何容易。也正因为如此，珍惜时间就
显得异常的重要。每个成功人士的
背后往往有个珍惜时间的故事。我
们应该珍惜时间，我不是只相信成功
人士所说的，我自己也深受体会。

那一次，我的感触很深。当时有
一次考试临近时，同学们都在拼命的
复习功课，如同临敌而战，而我却悠
然自得地玩着。一边看着别的同学
复习，一边说：“唉，不就是一次普通
的考试吗？用得着这么重视吗？难
道考试前就这么看看还能考一百分
不成。”过了几天，要考试了，老师发
完考试卷，同学们都在认真思考问
题，思考完刷刷的提笔写了起来。而
我看着考试卷就像是在看天书一
样。只有一些小填空题我写完了。
其他那些应用题我一个也不会。我
看四周的同学们写得很来劲，就想：

“别人都在复习的时候，而我在玩，现

在什么都不会了。”心里很难过，那我
也活该，谁让我不复习呢？我又读了
一遍大题随便写了几个算式，我看见
别人写完正在检查，过了好一会儿，
老师说交试卷，然后同学们都把试卷
交给老师，我也勉强地把试卷交给了
老师。交完试卷后，同学们都议论着
考试前的答案，同学们一对，答案都
一样，而我却和别人的不一样，我懊
恼的坐在座位上。同桌问我说：“你
考的怎样？我感觉我一定能考好。”
我说：“有什么好炫耀的，不就是一次
小测验吗？考好了不就被老师表扬
一番吗，有什么了不起的。”第二天老
师给我们发试卷的时候，我心里七上
八下的感觉自己肯定没考好，果然不
出我所料，才考了八十多分。而那些
考试前专心致志一心一意复习的同
学都考了九十多分，甚至一百分，唉，
我可真是后悔的无地自容。自从有
了这一次经历，我真正懂得了珍惜时
间，懂得了莎士比亚说的一句话：“抛
弃时间的人，时间也抛弃你。”的深刻
意义。

岁月不留人，时光不会去等人，
只有珍惜时光，爱惜时间的人才会获
得成功。

珍惜时间
■经棚二中 申亚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