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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远山近水的湖边，一
片金黄的麦田，麦田中间
一条平坦的柏油路，怕是
顾忌柏油路分割麦田的突
兀与违和吧，也是好让柏
油路上走着的人日晒风刮
中有个遮拦，两侧碗口粗
的白杨树沿路伸展
出茂密的绿荫，绿
荫的尽头是一所红
瓦白墙的学校，停
泊在一片更大的绿
荫里。
正是上课的时

间，我没有走进学
校去，而是静静地
站在白杨树的绿荫
里，听湖上的风吹
着麦田、吹着白杨
树、吹着校园里清
亮的读书声……
那天午后，我

路过一所乡村学校
的场景。其实这样
的学校，在江南的
乡村里有很多，他
们都有自己的名字，或直
白、或质朴、或古老、或洋
气，各不相同。不知为何，
对这些林林总总的乡村学
校，我却有一个自己的称
呼：家门口的学校。我知
道，我这样的称呼，并不科
学，亦不精准，尤其是随着
乡镇和行政村的撤扩并，
昔日散居乡村的许许多多
家门口的乡校、村校，被纷
纷撤并以后。
细想想，这样的称呼，

更多缘于我童年启蒙的学
校，就在离家不足100米
的家门口。
童年启蒙的那所学

校，严格地说算不得是一
个完整的学校，只是镇上
中心小学的一个分部，处
在镇子和农村的接合部，
叫“老本部”。
“老本部”四个老师，

三个班级，而且两个还是
一二年级、三四年级并着
上课的复式班。教室也是

一个老台门后进的几间高
平屋改的，上面有一个低
低的阁层，也不知堆的是
什么，反正我们从未上去
过。读二年级的时候，一
次上课，阁楼里突然掉下
一条两米多长的菜花蛇，

连背地里我们称
为“大眼婆”的女
老师都吓得哇哇
直叫。
家门口的学

校，虽然小而简
陋，但对家门口上
学的我们来说，实
在 有 很 多 的 好
处。第一当然是
近。上课的电铃响
起时，匆匆起床，撸
一把脸，抓一个熟
番薯，还能赶在老
师到达前，冲进教
室。肚子饿了，课
间休息的十分钟
去家里扒口冷饭，
绰绰有余。

学校就在家门口，老
师也是邻居。“老本部”四
个老师，三女一男，除男的
大沈老师家在乡下，三个
女老师都是贴隔壁的左邻
右舍。彼此连家里今天烧
什么菜，都能闻到，老师很
难对我们凶。
处在镇子和农村的接

合部，“老本部”的北窗外
就 是 一 大 片 田
野。河流从田野
中穿过，高高的铁
塔挽起白云，山脚
下的村落蜿蜒起
伏。稻秧刚栽下
的季节，青蛙的鸣叫和着
清亮的书声远近翻滚；麦
子黄了的时候，风吹着麦
浪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
西；大雨欲来的前夕，急急
赶路的乌云像天空中奔跑
的马群；而电线上燕子排
着队啁啾和阳光下水牛荷
着犁耕田的剪影，则似一
帧帧水印木刻……很多年

以后我才明白，那北窗其
实就是另一册课本，启蒙
我们对自然、田野、季节和
耕耘的认知。
我高中的一个女同

学，师范毕业后原可以留
在城里，她却主动要求到
一个乡校做教师。那乡校
与她家就隔了一条河，青
砖红瓦，长窗坡顶，被一大

片茂密的水杉林簇
拥着，远远望去就
像田野里停泊着的
一艘画舫。有一年
我去这个乡校办
事，方才得知她在

这个乡校里已做了十多年
的教师。
“离家近是一个原

因，更主要的是我小学、
初中就在这个学校读的，
回到这个学校做教师，一
直是我的梦想。”同学在
这个家门口的学校里恋
爱、成家，又生儿育女，直
到临近退休，学校撤并了

才到了镇上的一个学
校。在家门口的学校里
做了三十多年的教师。
同学是默默无闻的，但我
知道能一直伴着自己的
梦想工作、生活，同学是
幸福的。当然同学还有
许多平凡的幸福，譬如周
边村子里，许多教过的学
生考上大学了、参加工作
了或者结婚、生子了，都
不会忘了叫她去坐一坐
宴席。
那些大大小小的散落

在乡村里的学校，那些远
远近近的家门口的学校，
在无数离开了乡村和留
在乡村的学生中，像点亮
灯火的港湾，似洒满星光
的银河。而像我同学这
样无数的乡村教师，无疑
就是点燃灯火和擦亮星
光的人。
因工作的关系，这几

年我常跑乡村，也遇到过
不少在乡村的学校里，做
了大半辈子甚至是一辈子
教师的乡村教师。他们的
言语既出于感情，也不乏
理性。“教育资源的整合、
乡村学校的撤并，是教育
发展的进步，也给了乡村
的孩子以更大的公平。但
随着乡村学校的消失，无

数从小学甚至从幼儿园就
离开了乡村的孩子，他们
以后还能够、还愿意回到
乡村吗？”
记忆中一个画面让

人惊心动魄。那是独龙
江边上学的孩子，吊在悬
索下从怒涛翻滚的独龙
江上飞驰而过的场景。
比起这些孩子来，学校就
在家门口，正是天赐的福
分。尽管在江南的乡村
里，这些学校正在逐步消
失，但无论如何，它们总
会像灯火和星光一样，一
直闪亮。
因为对无数乡村的

孩子和大人们来说，那些
大大小小的乡村里的学
校，那些远远近近的家门
口的学校，其实就是心灵
里抚育成长的另一个家，
生命中血缘之外的又一
条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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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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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媒体上呼吁，希望在
新建的旅游景点多设置一些公用厕
所。其实，何止旅游景点，即使在市
中心繁华闹市，有时要找一个厕所也
并不容易。
那么多的商场、饭店、影院、剧

场……哪家没有厕所？如厕何难之
有？问题在于许多处所真正为外人服
务的设施并不多，且对只是为了如厕
而找上门的人也并不欢迎。一次，我在
淮海路上一家大商场里找厕所，遍寻底
层而不得。问到服务员，答曰“去二
楼”。我纳闷地再问：“底层为何不
设？”他却笑着说：
“用的人太多了。”原
来当事人是诚心避
免顾客用厕啊，我恍
然大悟。
常言道：“与人方便，自己方便。”但

在不少人看来，却未必如此。真要为人
创造方便条件，自己不仅未见方便，反而
会徒增麻烦。以商场为例，经营谋利是
本职，来的人倘若都只如厕而不购物，店
面岂不成了大厕所了？打扫、管理，都是
需要成本的，又不能收费，何必那么起
劲？至于机关、学校，更没义务接待，“行
个方便”只能偶尔为之，否则门卫就先把
你拒之门外了。
由此又联想起“乘风凉”“孵空调”

的事。以前住宿条件差，装空调人家
少，酷暑之时，有些人，尤其是老人小
孩，就会到商场、饭店、车站、码头去“乘
凉”——“揩揩空调的油”。受“欢迎”当
然谈不上，人家能“眼开眼闭”就不错
了，毕竟是你图了方便，人家却添了麻
烦了。
但近日情况却是有了变化。报载

外地如深圳等处，地铁大厅里专门设置
了座椅，欢迎人们去乘凉。上海也有类
似情况，如今不少公共场所，特别是街
头巷尾的绿化地带，增加了休闲座椅。

看来，着眼于方便别人，
哪怕自己麻烦些、操劳
些，也在所不惜，这也是
“与人为善”吧。

当然，真要做到时
时处处“与人方便”也
并不容易。“人”是各不相同的，要使不
同的人都方便，就有个设身处地的问
题。譬如，办敬老电影专场是一件好
事，但不久就收到了“放映片子单调，
预告太迟”等不少意见，可见，真要办
好是要用心和花力气的。再说厕所，
设置时就要考虑不少问题。如座位，

是蹲，是坐？不同对
象各有所需。蹲位固
然卫生，但南方人，尤
其是老年人往往不习
惯或蹲不住，怎么

办？又如男女比例不同，女厕明显紧
张，有些地方临时调剂，有些地方（如
医院）干脆男女统筹，谁用谁负责安
全，也是个办法。
笔者近年还发现不少厕所在提

供便纸的支架上设置了放置手机的
小搁板，真可谓设想到家了。而有的
饭店在厕所里专设了呕吐盆，当然不
是鼓励人们酒要喝到呕吐，而能为少
数对象设想，既设身处地，又全心全
意，也是难能可贵的了。
当然，社会群体是复杂的。个别

人，你设了座椅，他却躺下睡觉了；你在
厕所门上安上挂钩，他更是拧下带走
了。但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总不能
因此就不为广大群众提供方便吧？倒
是政府相关部门，应更关心这类事情，
多做管理、宣传工作的同时，要有力地
把“与人方便”的事抓起来。因为对他
们来讲，这已经不是“行方便”，而是职
责所在了。
总之，与人方便，不怕麻烦，和谐社

会，处处方便，这应该是我们提倡的。

过传忠

与人方便

我沉思于生活，生活
是沉思的五味。
沉思或许能凝结成眼

泪，因为眼泪浸透爱的磨
难；沉思或许能融结成珍
珠，因为珍珠汇聚心的纯净。如果说沉思曾是昨天的
脸，半为明亮半黯淡；那么，沉思却是今天的眼，半为微
笑半期待。
为生活所累，但心不应该累；被厄运所困，但情不

应该困。只要眼睛不失那一片明净，只要心灵永远怀
着真诚。有泪未必是悲哀，无情却非真男儿。拥抱人
生，用你的真，你的善；不负岁月，用你的爱，你的美。
想到幸福。幸福是一种感觉，是一种生命最深的

体验。它是飞雪中酿出的梅红，是春雨中柳色的翠嫩；
它是抒情的月光曲在天地萦绕，是点点星辰与微微灯
火的宁静交汇。
有时，我在想：人生的最美阶段应该是诗篇，心灵

的涌泉便是它迸发的灵感。青春，太阳，美和希望构成
明亮主题，爱是诗中最纯情的、光辉且浪漫的诗行。这
是生命的诗篇。诗的韵律是灵魂细微而至纯的回响，
诗的吟咏是叩动宇宙情怀的真善美的吟咏。
同样，在生活的历练中，要珍惜美，珍惜爱。请把

全部人生都立意成一首诗吧，无论是抒情诗或哲理诗，
抑或是一首恬淡的有韵味的散文诗，世界也将因此而
变得高洁、隽永、深邃而美好。

高元兴

沉思

最近，作家孙甘露凭借著作《千里江
山图》，荣获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紧随
其后，由侧耳团队创作改编的同名广播
剧，也于近日在喜马拉雅正式上线。这
部广播剧甫一问世便备受瞩目；加之新
闻主播这个群体向来以行事严谨著称，
突然有此跨界之举，自然更具话题性。
有广播同仁转发朋友圈并附文：电视人
开始做广播剧了！
下面马上有不少电视同仁留言：因

为广播人早就开始做小视频了！哈哈，
这就是融媒体时代，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
印海蓉、王

幸、陶淳、施琰、
邢航、舒怡、徐惟
杰、臧熹…… 这
些上海观众耳熟能详的名字，在广播剧
里抛却固有职业标签，化身风云际会中
一个个鲜活个体，“不惧道阻且长，坚信
行则将至，激活一段‘隐秘而伟大’的传
奇”。对于新闻主播而言，能够躬身入局
这样一个特殊时代，参与见证这样一段
伟大历史事件，足以令人心旌激荡。而
如何将这群用生命照亮暗夜的理想主义
者塑造得可感可信，还是要下一番苦功。
首先，所有主创人员在规定时间内

反复研读原著，并逐一撰写人物笔记。
创作热情高涨的新闻主播最少得交出千
字文，更多的则是以学术论文的标准完
成文字分析；其次，每周至少拿出一到两
个半天进行集中彩排，再用周末两天时
间进行集中录制。要知道，这部广播剧
是大家在不影响本职工作的前提下制作
的，如何平衡兼顾？不光在考验智慧，更
多的是在考验体力和意志力。
果然，在录制工作进入连轴转状态

后，团队领军人物印海蓉和王幸首当其
冲面对严酷考验。她们除了要完成常规

的日常直播报道，在剧中还各担角色；
更重要的是，海蓉是这部广播剧的监
制，王幸更是编剧导演一肩挑。身兼数
职的她们在连续高强度的奋战中接连
病倒，为了不影响录制进度，她们常常抱
病坚持。
而对所有创作者们来说，有效分配

时间还不是最大难点。如何跨越时空，
与一群革命志士拥抱？并努力成为历史
中的他们？这才是更大挑战。抛开熟悉
的语言模式，资深的新闻主播们归零出
发，从基础的气息控制到声音表达，大家

变身小学生，开
始了专业重启训
练。
对于整个团

队来说，这已经
不是一次简单的广播剧制作，更像是齐
心协力在迎战一场硬仗。就这样，一支
半军事化管理的新闻主播队伍，让《千里
江山图》的录制排除万难如期完成。
在录制过程中我们向着不可能一步

步迈进，内在的理想主义情怀、为暗夜中
人们执灯的信念、朝着共同目标百折不
挠前进的团队精神，以及合作中建立起
来的战友般情谊，让我们与近百年前的
那群年轻人深深共情。我们相信、理解、
并努力用声音还原他们。
陈千里最后在与地下党接头的暗语

中有两句话：“你打开窗户朝外面
看，……这些人就是江山。”广播剧《千里
江山图》已经问
世。对于侧耳的
第一次尝试，我们
有忐忑，但更多的
是期待。因为外
面有正在聆听的
你们；而你们，就
是江山！

施 琰

主播的新尝试
我第一次上莫干山，是1982

年10月，仲秋时分。那是只知疗
养不知旅游为何物的年代。我对
莫干山仅有的一点了解，知道莫干
山是“清凉世界”。我们开了一辆
两吨重的卡车在莫干山附近装货，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于是卡车直
接上山，没有任何阻挡。今年7月
底我第三次去莫干山，现在的莫干
山对外来车辆管理极其严
格，自驾小车一律停在景区
门口，要参观景点，由景区
统一的巴士接送。
今年去莫干山，正好是

台风“杜苏芮”气势汹汹向我国沿
海地区扑来，“杜苏芮”虽然没有正
面袭击浙江，但是在莫干山依然能
感受“杜苏芮”的淫威。这天下午，
暴雨倾盆，地面很潮湿，连楼梯扶
手都是水淋淋的。待在宾馆无法
出门，于是我拿着1982年在莫干
山所拍照片，请宾馆前台的服务生

辨认。41年
前的照片是

黑白的，由于拍摄水平不高，焦距
不准，光线昏暗，清晰度比较差，好
在照片后面都写有拍摄时间、拍摄
地点，为记忆提供了方便。服务生
看着照片，都惊呆了，照片的年龄
比她们年龄大，她们说不出个所以
然。于是唤来保安柏大哥，柏大哥
50岁，皮肤黝黑，土生土长的莫干
山人，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非常熟

悉。我手里的照片，让柏师傅兴奋
不已。柏师傅一边指挥着外来车
辆有序停放，一边指着照片说：“你
们当年就餐的荫山饭店，已经拆掉
重建。当年的‘观瀑厅’‘观日台’
都在，依然是今天打卡的热点。”

1982年去莫干山，只知道莫干
山风景优美。是著名的避暑胜地，
对莫干山的民国别墅群一概不知。
当年，我在莫干山新华书店购买的

浙江人民
出 版 社
1980年出
版的《莫干山导游》，书中无一字提
到名人别墅。这些年，莫干山别墅
群名声大噪，被誉为“世界近代建筑
博物馆”，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
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环绕景
点的观光车每半小时兜一圈，是旅游

者必打卡的地方。
1991年我所在的单位，

安排到莫干山开会。这是第
二次上莫干山。几经变迁，
当年的团体照中的几十人，

大都失去了联系。
41年间三上莫干山，感受一样

的“清凉世界”，欣赏一样的风景，
沧海桑田，物是人非。柏师傅指着
照片说，去剑池要往下走近千个台
阶，当年你能走下去，很了不起。
我说今年再也走不动了。柏师傅
说，莫干山是需要细细品味，慢慢
体验的，这里的每一块砖瓦、每一
个建筑都有故事。

郑自华

三上莫干山

七夕会

旅 游

打开世界（布面油画） 王煜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