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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情怀里的人生抉择

风4 人文·4 采
2023年2月10日 星期五

正月里的离别
■康风

行人生 板火心灵 花

正月初五从老家回城。午后两点出发，街道
上车辆连成长龙，好不容易蚁行至靠近高速公路
的地方，双向八车道的大路上，也是车来车往，神
龙见尾不见首。一路开过去，掉头的车辆源源不
断，怎么回事？导航仪提示，城南高速关闭。

只好掉头，从城西走。又是长龙浩浩。每个
路口，几乎都要等三四个红绿灯才能通行。捱
过几个路口后，车辆“分道扬镳”，一路畅通，那飞
驰的感觉，怎一个痛快了得。

可惜，这样的美好体验很快结束，导航仪里
悦耳的女声也不再动听。行至半路，我怕城内堵
车，于是选择了绕城高速。走了不过十多分钟，
导航仪上绿色的康庄大道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
条赤龙，喷着火一路烧过去。语音播报接连不
断：绕城高速，拥堵严重。7公里，预计通过时间
32分钟；正在通过严重拥堵路段，预计通过时间
28分钟，请缓慢驾驶……开始以为这样的拥堵只
是暂时的，没想到，此后一路堵过去，300公里不
到，居然开了 9个小时。出发时正午阳光暖暖，到
达时深夜星光点点。

开始堵在路上没觉得，渐渐地心里毛躁起

来。拍了图片发在家族群里。女儿说：“多么壮
观的春运！这也是难得的人生经历呀。”想想也
是，心下释然，调整了坐姿，靠在背椅上，一边听
音乐，一边找东西吃。走得匆忙，加之并非长途，
没准备多少吃食，幸好有一袋沙糖桔，连枝带叶，
聊可慰堵途胃肠。有一枝上缀了三个桔子，提起
来仿佛一串小灯笼。想起小桔灯，便将桔皮小心
剥开，掏出里面的桔瓣，与大家分而食之。完好
无损的桔皮依然挂在枝桠上，像绽开的花朵，谓
之曰六瓣花语。将它置于车前台上，黄绿相衬，
桔香幽幽，恬然安静，意趣横生，喜。

抬眼，前面白色车尾上贴着一个车贴，漫画
上的人歪头张嘴，一脸痞气：“你快！你飞过去
哇！”不由得一笑。堵得如此严丝合缝，车好怎
样？技术好怎样？心急如焚又怎样？都老老实
实呆着，亦步亦趋，谨慎驾驶才是正道。摇下车
窗玻璃，眼睛在车流里游走，一些有趣的画面映
入眼帘。

左边车道上，一辆黑色的大奔，车贴颇有几分
出尘之姿：“本是青灯不归客，却因浊酒恋红尘。”
右边一辆白色大众，车贴很宽厚大度：“你让我也

让，心宽路更宽。”斜前方一辆面包车，后窗玻璃上
两幅大画。左边是地图，图中央几个大字：“心所
向，皆可往。”右边是一张广告画面，一位戴墨镜的
男子，吐出一大堆精美的句子：“再穷不骗朋友，再
难不坑兄弟，再富不忘恩人。做不到人人理解，只
想尽心尽力。不奢望人人喜欢，我只求坦坦荡
荡。”也不知过了多久，车流动起来，换到中间车
道，见这车侧面写着：“网约车，风韵出行。”

就这样走走停停，东看看西看看。天色已
晚，车灯亮起来，车流如虹，仿佛星河流淌，如此
壮观的画面，也是堵出来的奇景。月亮始终浮在
前方，像刚刚绽开的荷花玉兰的花瓣，也像一弯
白玉雕琢的小船。深空，银月，旷野，车流，置身
其中，只觉沉静而美好。

此次出行，本有些堵心。但堵在路上，和家
人呆在一起的时间多了几个小时，也是意外收
获。孩子们大了，各自天涯，每一次相见都当珍
惜。路堵心不堵，耐心等待，总有畅通的时候。
人生岂能处处是坦途，心安便是归处。换个角度
看问题，堵与不堵，都是风景，关键是看自己怀抱
什么样的心情。

车流如虹
■王优

2022年，梁晓声的长篇小说《中文桃李》出
版。面对读者，他曾表示自己的“梁记面食店”要
关张了。可知，最新长篇小说《父父子子》的出
版，极有可能是梁晓声长篇小说的大轴之作了。

“我这一个中国作家，老了老了，却终于也为表达
由衷的敬意创作了一部小说，实在是我该做的
事，也实在是一种光荣！名下有此书，身为中国
作家，又去一憾也！”其中，“又去一憾也”的描述，
足见此书在梁晓声心中的分量。

《父父子子》为铁血儿女列传，饱含敬意。小

说以东北高氏家族几代人及其亲朋之人生命运，
串联起 20世纪 30年代至 80年代这半个世纪中国
的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并创造性地将视野扩展至
海外华人及世界局势，于一个个坚韧勇毅的人物
中窥见时代历史的变迁。梁晓声想表达的是一
种家国情怀里的人生抉择。书中人物鲜活可感，
有共产党战士、海外华人、二战英烈……小说既
是铁血儿女的列传，也是民族奋斗之白描。梁晓
声是哈尔滨人，《父父子子》的出版，事实上也了
却了梁晓声的一桩夙愿。梁晓声几次回家乡哈
尔滨，都曾表示过要写有关哈尔滨的百年历史。
为此，他查阅了大量的哈尔滨历史资料，直到时
机成熟方才动笔。小说中流淌着游子们对家乡
的眷恋和情思。游子的队伍里，有小说中人，也
有写小说的人。

《父父子子》以“父”与“子”牵连起个人与国
家共同体一起成长的故事。小说中有多对父子
关系——高鹏举与父亲、高鹏举与儿子、高鹏举
小舅子与岳父……“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
避趋之。”1935年冬天，在凛冽肃杀的伪满洲国，
在积贫积弱、大厦将倾的旧中国，一个留学归来、
喜欢吹萨克斯风的富家少爷高鹏举，在人生的十
字路口做出了重大抉择。高鹏举的小舅子赵世
杰本来有机会站在百老汇的聚光灯下享受鲜花
和掌声，却选择加入飞虎队，奔赴远东战场。作
为高鹏举的儿子，高坤选择为了保护他人而走进
硝烟和炮火，战争结束后，又因有一技之长而选

择留在渺无人烟的北大荒。在国家民族危难之
时，“抉择”成为中国人精神信仰里的底色。这种
底色，就是“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
的信仰传承。

《父父子子》以特别的跨国叙述视角，呈现出
国人和海外同胞异地同心的“双城记”。以哈尔
滨和纽约为空间坐标，历经四代人，跨越 50年，缓
缓铺陈中国经历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抗美援
朝，纵深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北大荒”等重大事
件，打破常规的叙事角度，力求最大程度地给人
以亲历者自述般的现场感。梁晓声试图以文学
的形式促进海内外华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实现
情怀上的大团结。小说人间悲喜、民族大义兼而
有之。其实，《父父子子》在叙事上采取不断切换
的视角多少也是有点无奈。由于常年伏案写作，
梁晓声的颈椎病和腰椎病都比较严重。因此，梁
晓声尽量在不破坏情节的流畅性的前提下压缩
篇幅。但是，特别的叙述视角也给了读者特殊的
阅读体验，这又不得不说是“失之东隅，收之桑
榆”了。

梁晓声认为，文学固然有娱乐功能，但不应
该忽视文学艺术潜移默化的以文化人作用。梁
晓声对艰难人生的礼赞，实际上是对生活中真善
美的礼赞，为历史作证，为善良辩护，为正义伸
张，为生活承担，因此他的写作总会有一种坚不
可摧的力量。《父父子子》讲述的故事，何尝不是
梁晓声又一次和年轻人推心置腹地坦诚对话。

速新书 览

■胡胜盼

——读梁晓声《父父子子》

《父父子子》
梁晓声 著
中信出版集团

很多人过年，要经历春运：返乡，返城。
所以，正月里虽然是在过年，但不仅仅有节日的欢聚团

圆，还有欢聚之后的送别与不舍。
比如我，以及像我这样很多从农村走出来，生活在城市

里的人。对于我们来说，和家人及长辈们分别了，和故乡分
开了，年也就过完了。

在我八九岁时，我的父母就进城打工，当时的我也属于
留守儿童。正月十五刚过，家人就收拾行装准备进城了。
我们也不觉得父母离开有多么不舍，相反，内心还有一些小
小的窃喜：终于可以脱离父母的管教了。

那时的长途汽车还不多，高速公路也不像如今这样发
达。为了省钱，村里的人成群结队搭乘一辆卡车进城，卡车
后面搭一个顶棚，用油布覆盖。开卡车的人是我姑父，也是
要进城谋生的。卡车已经发动，轰隆隆的响声像是老人在
咳嗽。人们在马达声中互相扯着嗓门喊着孩子的名字、老
人的名字……他们像赶集一样奔赴城市。

我看到父母依次爬上卡车，他们的身边放着大包行李，
他们双手抓着自己的行李，里面是他们的吃穿用度。坐稳
以后，母亲大声喊着我的名字，对我做一些生活上的叮嘱。

卡车出发了，有人点着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烟雾缭
绕，欢送离乡的人们。

卡车声、鞭炮声、人声的混响，确实让人感到欢乐，因为
那代表“父母们”对新一年的希望。他们又将迎来一年的辛
苦，一年的奋斗。他们乘着轰隆隆的卡车过路口，过收费站，
过长江……他们每隔一段路程都在回望故乡，心系孩子。

我成年以后，父母都已过中年，不愿意再远离家乡去谋
生，他们认为农村才是他们的根。但是每逢过完年，却换做
是我离开家乡：我要离开亲人去外地读大学。

过完正月十五，学校也开学了。我拖着行李箱踏上长途
汽车，后面跟着我的父亲和母亲，那一刻，我感到自己长大了，
不太愿意他们送我，尽管我知道他们内心有很多担忧和不舍。

在家乡的小镇车站，父亲将我的行李塞到车子下面，然
后和母亲一起走到车上，看看我是否已经坐好，然后再叮嘱
几句关于学习和生活上的事，说完他们便回家了。他们转
身下车的时刻，我的年就已经过完了。

我一个人坐在汽车上，周围的人我都不认识，还没有离
开家乡，我瞬间就感到了孤独。这时的离别，没有少年时候
的无忧无虑，有的只是一个大学生离开家乡的落寞和对城
市的恐慌，对未来充满着迷茫。

在城市里工作多年以后，逢年过节来往于城市与乡村
之间已经习以为常，正月里的离别也变得平淡。

我不再乘坐长途汽车，而是自驾来往。有时早晨出发
中午到家，有时带着妻子沿途走走停停，当作是旅游。家乡
对我来说已经不像从前那样遥远，而更像是人生旅途中的
一个站点。回家过年，父母整天想着让我带各种年货回城。
他们总是在汽车的后备箱里塞满吃的用的，就像几十年前
他们进城打工一样，带的东西越多越觉得有依靠。不变的
还有他们在我出发的那一刻，对我生活和工作上的叮嘱。

正月里离别的情绪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浓厚，不再像从
前那样不舍和忧伤，更多的是对未来的希望，如父母健康，
工作顺心……

也许每个人对离别的感受都不一样，但是对生活寄予
希望应该是人类共同的情感。那些正月里的离别时刻，在
返乡和返城之时，我看到的是社会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城
乡的融合，还能触摸到每个人离别时，坐在车上回眸家乡亲
人的那一刻，所思所想所愿，对家园的留恋，对生活的憧憬。

见习编辑:汤文清 E-mail:jybfktg@163.com

建构“五育融合”行动框架

在《“五育并举，融合育人”的校本实践探索》项目引
领下，荆溪小学围绕“五育并举、融合育人”的项目内涵、
理论基础和校本化实践，以“联合推进、共生共长、走向科
学”为发展思路，着力打造“融合育人”区域教育品牌。

“五育融合”是撬动教育教学变革的支点。荆溪
小学以“各育”作为教育教学的基本单元，将“五育融
合”划分为育内融合、育间融合、跨育融合三种基本形
态，通过育内、育间、跨育关联实现“德智体美劳”的全
面融合，逐渐形成融合育人、共生共长的“荆溪经验”。

“育内融合”是指通过特定方式使汇聚在各育内
部各学科、主题、活动形成有机整体的过程，各育及其
内在学科保持独立。如针对语文学科当中德育元素、
智育元素、美育元素、劳育元素分别加以整合展开教
学，又如在音乐科、美术科、语文科之间整合出“传统
节日”单元进行“德育”。

“育间融合”是指两育之间的有机融合，以其中一
育为中心辐射其他各育的融合形式。通过寻找两育
之间在目标、内容、方法等方面的契合点形成融合模
块，具有协同效应的模块同步进行以实现两育的相互
补充促进，帮助学生形成整体感知力和完整的知识结
构。如以“美育”为核心，形成“美育+”融合模式。

“跨育融合”是指通过创造真实情境，完全打破领
域界限和学科逻辑，利用模块、项目、主题、探究等方式
进行德、智、体、美、劳综合教育的过程。跨育融合是最
接近真实情境的育人模式，它以问题解决为核心，完
全打破学科知识框架，在实践中整体融合“五育”要素。
例如，让学生为学校所在社区设计一个垃圾分类的宣
传海报，这个项目要充分融合“五育”发展的要素。

拓展“五育融合”学习空间

荆溪小学注重从教学空间变革的向度审视“五育

融合”的教学实践逻辑，突破传统课堂学习空间，构建
基于“时代变革”的育人空间。

学校发挥黑板报、宣传橱窗、校报、校园广播、学
校网站、公众号等各项宣传阵地的作用，建设了基于

“五育并举、融合育人”理念的写字长廊、民乐天地、诵
读园地、书香画苑。学校还以 9条文明风景线为突破
口，开展“共绘文明风景线，争当勤博好少年”主题教
育系列活动。每月重点打造一条风景线（文明路队风
景线、文明环境风景线、文明锻炼风景线、文明用餐风
景线、文明活动风景线、文明用语风景线、文明学习风
景线、文明生活风景线、文明公德风景线），将校园物
理空间转变为全方位浸润式的德育空间。

“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智慧教育体
系进一步延展了师生教育教学的空间和时间。学校
利用网上家长学校的资源，加强与家长的互动交流，
拓宽家校沟通的渠道。学校依托网络平台，坚持开展

“荆溪好少年”“荆溪好家长”“荆溪好教师”的评选和
宣传，鼓励师生和家长主动参与校园建设，拉近家校
距离的同时，提升了学校的群众认可度。

此外，荆溪小学合理利用社区资源和区域资源，
开展形式多样的综合实践活动。根据地域文化特点，
把宜兴市阳羡茶文化园、陶祖圣境景区、宜兴竹海、东
氿文化广场、江苏省陶都中等专业学校、宜兴市高等
职业技术学校等作为实践基地，从“培养整全人”的目
标出发，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让学生在活动中

“体验一个项目、了解一门职业、感受一种文化”，让教
师、家长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在共同目标的指引下，共
同助力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积淀勤博良好品格。

搭建“五育融合”实践通道

荆溪小学充分发挥学科课程的主阵地作用，逐步
建立起“学科、课程、社团、平台”四位一体的多元人才
培养体系，实现在课程中融合育人的教育目标。

民乐怡情。江南的管弦丝竹艺术底蕴深厚，宜
兴这片沃土曾培育出储师竹、蒋凤之、闵惠芬、何昌林
等一批民乐艺术大师，也成为荆溪小学民乐教育取之
不尽的文化资源。荆溪小学是宜兴市AAA级艺术特
色学校、无锡市首批艺术教育特色学校、江苏省民乐
团少儿民乐教育实验基地和中央教科所艺术教育示
范基地。荆溪小学民乐团两次获得全国民乐大赛最
高奖，江苏省第四届中小学艺术展演无锡赛区一等
奖。荆溪小学民乐团也被无锡市教育局授予“无锡市
中小学生艺术团”称号。许多优秀毕业生以民乐特长
走进了清华、北大、人大、复旦等名校。

游泳健体。荆溪小学毗邻市体育中心游泳馆，
学校根据这一有利条件在 2012年成立了游泳社团，
坚持科学化、系统化的训练，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截
至目前，学校已连续 7年获得宜兴市团体冠军、连续 4
年获得无锡市团体冠军。2017年，万天喜同学成为
宜兴历史上第一个游泳项目的全国冠军。江苏省青
少年游泳冠军赛中，荆小“飞鱼”丁睿阳、万天喜勇夺
三枚金牌；在全国少儿游泳比赛中，王楷承、吕亮嘉获
得冠军。

墨韵蒙正。荆溪小学人人参与“写字工程”，学
校不断完善“五个一”活动机制，即每周一节书法课，
每周一次班级写字社团活动，每两周一次写字展板
展出，一学期一次写字段位评定，一年一次书法考
级，定期更新写字长廊作品。多年来，学校被评为中
国写字教育特色学校、江苏省语言文字规范化示范
校、江苏省规范汉字书写教育特色学校、国家级规范
汉字书写教育特色学校。写端正字，做正直人，写字
工程引领着每一个学生练就一手好字，书写一段精
彩人生。

书香润心。每天中午的专用阅读时间，学生们
尽情徜徉书海。“小溪叮咚”社团的朗诵清脆悦耳，抑
扬顿挫；“书香校园专题广播”是全校师生的文化大

餐；师生同读，亲子共读，书香从校园溢散到家庭；评
价机制催人奋进，诵读段位评定相伴成长；每年一次
读书节隆重热烈，精彩纷呈；“国学启蒙经典诵读行
动”有声有色；“必读书目”过关游园会上，孩子们手持

“游园券”，在闯关中感受阅读的魅力……一系列的读
书创意活动，让荆溪书香氤氲，书香文化在潜移默化
中滋养孩子们的心性。学校被评为江苏省中华经典
诵读基地学校、江苏省书香校园建设示范点学校和无
锡市2022年度“书香校园”。

五育融合，教学共长，相得益彰。2020年荆溪小
学被省教育厅、省委教育工委表彰为江苏省教育工作
先进集体。“在未来的办学过程中，荆溪小学会坚定不
移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矢志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在与
国家发展、民族振兴的同频共振、同向同行中，不断办
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荆溪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顾益
军说。

烙烙““勤博勤博””印印，，育育““整全整全””人人
———宜兴市荆溪小学办学侧记—宜兴市荆溪小学办学侧记

■■通讯员通讯员 朱亚芳朱亚芳

宜兴市荆溪小学创建于 1988年，30多年来，学校始终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积极实施素质教育，坚守“勤、博”校
训，秉持“勤以致博，培养整全人”的办学理念，以创建“学
生幸福、家长放心、特色鲜明、质量一流的学校”为目标，以

“琴游书诵”特色文化治学办校，为荆小师生烙上“勤博”的
精神印刻。

荆溪小学在传承中创新，在坚守中超越，先后获得江
苏省教育工作先进集体、江苏省绿色学校、无锡市艺术教
育特色学校、宜兴市校园文化建设示范学校、宜兴市德育
工作先进学校、宜兴市优秀集团学校等多项荣誉。2020
年，该校的《“五育并举，融合育人”的校本实践探索》项目
被列为江苏省基础教育前瞻性教育改革实验项目。

图为该校学生进行才艺演出图为该校学生进行才艺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