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枕着凄冷的月光

荷，梦见了自己的春天

记得那是夏日的傍晚

花团锦簇

更有华灯初上

笑容，在桨声灯影里欢快地游荡

有多少诺言绽放成五彩的莲

那些婀娜的身影伴着闪烁的光阴

幸福地潜入水底

后来，它们就变成了鱼
一条在天空高傲飞翔的

鱼

枕着凄冷的月光

荷，梦见了自己的春天

梦回母校
付永奇

������看到母校五十周年校庆公告，又
想起匆匆而过的 1994 年至 1996 年，
许多师长、同学本已模糊的脸又渐渐
清晰起来。

两年时间很短， 犹如白驹过隙，
但两年的学习生活，见证了我们的青
葱岁月， 成为我们人生中最快乐、最
难忘的日子！ 每每梦中，还和同学一
起徜徉在母校那温暖的阳光里。

母校始建于 1973 年， 校园位于
周口市区七一路和大庆路交叉口，大
门口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周口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当时学校有十个
系、十多个专业，学制两年。 因为在校
学习时间短，毕业时许多同学都有意
犹未尽、没有上够的感觉。

学校占地面积不大 ， 但布局精
巧。 坐 2 路公交车到周师站下车，进
门沿路向南走，首先看到的是一幢长
长的东西向教学楼，中文系、政史系
的教室就在这幢楼的三楼。 移步南
行， 左右皆是长着松柏绿草的花园，
后面是高高的实验楼，也是学校最雄
伟的地标建筑，数学、生物、化学、物
理等系师生在这幢楼上课。穿过实验
楼一楼铺着水磨石地板的大厅继续

向南，西面是女生和男生寝室，东边
是音乐系的练功房和学校的大餐厅。
餐厅里的餐桌简陋且数量不够，许多
同学常常蹲在地上边听校园广播边

吃着萝卜白菜冬瓜片。周末舞会常在
这里举办， 为校园生活增添了不少
亮色。 再往东南角走，就是大操场，
有标准足球场和多个篮球场地 ，偶
尔举行的足球比赛让我们刚入校的

农村学生大开眼界。 许多同学秋季
开学第一节体育课便是在这里拔

草，或平整雨季留下的沟沟壑壑。 每
到周末晚上， 同学们爱约上好友在
这里一边轻松散步， 一边谈论诗和
远方。

校园里长着许多高大的泡桐树，
笔直的树干，庞大的树冠，每到春天
就开出淡紫色的花朵。 花朵像喇叭，
一串串地簇拥着，四处飘香，很是好
看。 因为校园面积不大，角角落落我
们都去过，有时是为了寻找打飞的乒
乓球， 有时是为了迎接检查打扫卫
生。

那时候中文系名师荟萃。 给我们
上过课的老师很多，印象深刻的有邹
文生、刘明钧等。 他们学为人师，行为
世范，言传身教，传道授业，为同学们
打开了一扇扇文化之窗、开启了一座
座知识殿堂。 依稀记得老师们为我们
讲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时的诗化
语言；引领我们穿越时空、对话先贤
时的循循善诱；讲授《高女人和她的
矮丈夫 》时的入理分析 ；朗诵 《沁园
春·雪》时的磅礴气势和忘情投入。

毕业十年，我们开始组织五年小
聚、十年大聚的同学会。 每每举办时，
我们都提前向老师汇报， 邀请参加。
久别重逢，紧握老师的双手，再看那
慈祥的面容，总有一种亲情在血脉中
澎湃。 举杯之前，我们一一向老师汇
报自己的工作生活、喜怒哀乐、点滴
成就。 最后，总是掌声恳请老师为我
们再上一课。

岁月匆匆，师恩难忘。 这些曾给
予我们无私帮助的师长大多已经退

休， 有的已随子女迁到外地居住，有
的已与世作别。 每每忆起他们，除了
思念， 心灵深处总有空空如也的感
觉。

那时候的课堂严肃活泼。 由于大
多数同学来自农村，经过三年苦战考
上大学后仍对学习保持着热情。 记得
开学第一天，同学们精神抖擞、情绪
饱满。 周老师用温文尔雅、语重心长
的讲授为我们开启了崭新多彩的大

学生活。 上课时，同学们一个比一个

到得早；课堂上，大家认真听讲，细心
笔记，不懂的问题及时请教，有时会
为一个问题和老师讨论许久。 晚自习
时，辅导老师常常走下讲台，和同学
们围坐在一起，答疑解惑，谈天说地。
教室熄灯了，就秉烛夜谈。

因为学的是中文，我们都比较喜
欢写作课。 记得年轻的王老师挥舞
手臂大声朗诵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
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时的
激情澎湃； 记得他把课堂搬到周口
关帝庙， 带着我们边游览边讲授写
作方法时的娓娓道来； 记得他对我
们“好好学、坚持写，会写出名堂”的
鼓励。

在老师的鼓励下，我们还参加了
自学考试，许多同学在毕业当年就拿
到本科文凭，为后来的工作调整或职
称晋升积累了条件。 部分同学还自学
了大学英语，一位同学在雪地里大声
朗读“英语 100 句 ”时的情景常出现
在我的梦里。

学校图书馆藏书很多，我们在老
师的指导下经常去借阅，每学期都能
读上几十本。 《红楼梦》《热爱生命》
《平凡的世界》《静静的顿河》 等都是
我们非常喜欢的。 一些同学写的读后
感还在报纸或电台发表，拿到稿费后
常常请同学们边吃瓜子边讨论，像开
作品研讨会。

正因为这两年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一些同学考取硕士研究生，走上
高校讲台继承老师的衣钵；一些同学
在机关单位逐渐走向更重要岗位；一
些同学成为各重点高中业务骨干，甚
至成为中原名师；还有更多的同学甘
作人梯， 一直坚守在农村中小学课
堂，默默无闻，无怨无悔，青丝熬成白
发。

母校重视素质教育。 校团委、学
生会成立有书法 、音乐 、舞蹈 、乒乓

球、 无线电等各种协会或兴趣小组。
中文系楼下有水泥乒乓球台，大家下
课就跑下去打上几拍，因此中文系在
参加学校比赛时总能获得佳绩。 校党
委宣传部成立有校园广播站、陈楚风
文学社、团内通讯社等新闻和文学机
构，还曾邀请南丁、墨白等文化名人
到校讲课。 我喜欢新闻写作，还清楚
地记得校党委宣传部的许老师手把

手教我改稿时的情景。 学校每年还组
织庆“五四”晚会、迎新生晚会、元旦
晚会、歌曲比赛等。 同学们很喜欢这
些社团文体活动，积极参加，努力找
到归属感。

当时交通不发达，大部分同学几
个月才回家一次。 每到周末，有的同
学喜欢呼朋唤友到工农路小洞天餐

馆花上十元钱搞小型聚餐；有的同学
喜欢到八一影院或天平影城看《魂断
蓝桥》等电影，个别男生还跑到五一
路看通宵录像或打台球；有的同学喜
欢到古香古色的凤凰台或热闹的荷

花市场购物；有的同学喜欢结伴到周
口人民公园拍照，沿着长满青草的沙
颍河堤向东去看窄轨小火车；还有的
同学为补贴生活，利用课余时间做家
教，或在校园摆地摊。

当时，每个学生每月有八十多元
的生活费，由生活委员以餐票形式发
放。 女生饭量小，餐票有节余，男生饭
量大，不够用。 一些女生主动拿出多
余的餐票支援男同学，男生也时常买
来零食以表谢意， 友爱之情亲如兄
妹。

青春，留不住；青春，回不去 ；青
春，只在梦里。 两年的大学生活一直
温暖着我、影响着我。 我爱母校，更爱
教育、关心我们的老师。 无论走到哪
里，我都为母校而骄傲；无论岁月如
何变化， 都阻挡不了我对母校的思
念。 ①8

流水的方向（组诗）

徐桂荣

��������跟着一只蝴蝶去游春

它穿白衣服，你也穿白衣服
它慢下来，你也慢下来
它快，你就加快步履

跟着一只蝴蝶是没有错的

一只小小的白蝴蝶， 从春天
飞来

又向春天飞去。翕动的翅羽间
是春天隐秘的方向和道路

跟着一只蝴蝶是没有错的

她飞到哪里，花儿就开到哪里
草儿就绿到哪里

春天，就绵延到哪里

她飞到哪里

哪里就有一道小小的闪电

轻轻划过。 继而
旋起一朵小小的白色漩涡

春天的小路

在四月的郊外，你随意沿着一
条路走

无论是宽，是窄，是曲，是直
无论向南还是向北，向东或者

向西

都能通向麦田、流水、炊烟
通向小野花簇拥的春天

有的， 走着走着就到头了，没
有了

像丝线， 被荒蛮的青草戛然
掐断

这时候，你要回返
沿着来时路，将春天再走一遍

有的，弯来弯去，没有了方向
你也不必着急， 只管跟着弯

下去

春天不需要方向，你也不需要
沿着小路走下去，就是最正确

的选择

小路通向哪里，你就走向哪里
小路弯向哪里，你就斜向哪里
春深似海，春野广袤。 小路
是你今天遨游的鳍，也是翅羽

流水的方向

可以不相信路。 人类的脚步
难免盲目，或急功近利
但不可以不相信流水

流水的方向就是生命的方向

季节的方向

今天，你顺着流水走
邂逅飞鸟，野鸭，羊，堆泥巴的

孩童

小野花，和自己
这些被春天随意散在河湾里

的景致

多么洁净，自然，亲切，生动

你顺着流水走

一次次走过他们，又一次次迎
来他们

流水的方向，是你离开的方向
也是你回归的方向

他们，是一处处鲜活的路标

两只蘑菇

一只是白的，圆而饱满
像一座小小的城堡

另一只，也是白的
用力而喜悦地，张着一把圆圆

的小伞

就在小路的中央，杂草的旁边
两只蘑菇默契地对应着 ，对

称着

用童话的色泽与形状

构建自己的王国

起伏的，无边无际的绿
此时，成为其底色

麦子在抽穗

仅仅闭上眼睛、屏住呼吸
是不够的，还要卸下耳廓
及内心里隐秘的杂音

让自己彻底安静下来

像一棵麦子，忘记时间与奔跑
只记得脚下的泥土和水分

这时候，你就能听见
满地满野的麦子， 一起噼噼

啵啵

拔节、抽穗的妙音

蒲公英就要上路了

四月了。蒲公英已完全准备好
再来一阵合适的风

她就可以上路了

此时，我恰恰经过
只是我衣衫单薄，步履安静
带起的风，太微弱

如果愿意，我可以俯下身子
像儿时那样鼓起嘴唇

吹口气，送她一程

但我真的不愿意了。 活了这
么久

已经明白：一切都是自然的好
停留抑或离开， 太刻意都是

伤害

一群粉紫的小花在沟沿下约会

如果我继续往前走，就会错过
她们

幸好我停下来了

并扭过脸来，看见了她们

就在安静潮湿的沟沿下

一群粉紫的小花，举着微微的
清风和香气

在悄悄约会

她们的衣裙是紫色的

花瓣是紫色的，花蕊是紫色的
微微的喘息，也是紫色的

我不知道她们叫什么名字

也不想知道。但我记住了她们
的美

在春天的一角，如此明媚

一只麻雀在树梢叫得鲜艳

它声音清亮，嘹亮
扑扇着翅膀

在高高的树梢上

一边跳一边叫

这样叫一声，那样叫一声
这边叫一声，那边叫一声
昂首叫一声，伏尾叫一声
姿势千变万化

声音错落不同

试图通过叫声

展示出自己灰色的羽毛下

深藏的绿，紫，粉，红
不但让路过的人听见

还要让他们看到

张伯驹研究中心记
冯剑星

������国之有士也， 进则以忧天下，退
则以饴清贫。 不以得失而易节，不以
富贵而骄人。 世人谓张伯驹为国士
也，毕生为国家藏宝，立身作学人楷
模。 毁家以购藏，挥金而求璧。 为国
救宝，临危不惧，大丈夫之本色。 倾
囊捐出，真名士之旷达。 大节耿耿，
不愧今古；孤怀赫赫，以薄云天。 为
国为家，何惜身家性命。 大仁大义，
尽见赤子情怀。 如此，浩浩正气，灼

灼风骨， 当为天地间第一等奇男子
也。

然其博学而多识， 不器以大成。
为词学宗匠，得欧苏之风流；作皮黄
大家，传余钱之神韵。 丹青生色，鸟
虫空灵。 立德立言，当能高标千载；
立身立功， 足以名重百城 。 翩翩公
子，遗世独立。 漠漠风尘，斯人孤行。
俯仰于天地之间，往来于风雅之际，
名重神州，流光晴岚。 文垂青史，云

霞蒸腾。
值此盛世之时，周口师范特成立

张伯驹研究中心， 书盛世之风雅，发
人文之精神。 探微以稽古，钩沉而知
今。 写《游春》之传奇，见《平复》之初
心。续韦编而不绝，拨明烛之幽昏。哲
人得以不萎，大道于此长新。 群贤奋
发，构筑不朽之事业；明公有道，开创
文苑之青春。 功当在于百代，事可誉
之士林。 周口千秋文脉之传承幸有伯

驹也，然光大伯驹之精神在乎今日之
诸公也。 垂范之功业，经典之成就，继
往开来，含弘光大，诸公虽任重道远，
必能行之于大道，求之于日新，成之
于未来也。

赞曰：
郁郁斯文，明之在人。
薪火百代，吐故纳新。
大哉丛碧，天地为春。
先生成就，周口精神。 ③22

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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