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46年 7月 25日，陶行知先生突发
脑溢血，不幸在上海辞世，终年 55岁。
按照其生前遗愿，同年 12月 1日，陶行
知先生的遗体被运回晓庄，全国 53个人
民团体为他举行公葬。2023年，是先生
魂归晓庄77周年。

1927年 3月 15日，陶行知先生在南
京北郊的晓庄，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
范。这是中国第一所乡村师范学校。

陶行知先生的一生，有 15年在南京
度过：求学 5年（汇文书院、金陵大学）、
教学 6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
学）、办学 4年（安徽公学、晓庄学校）。
在南京，他创立了彰显文化自信、民族
自信的生活教育学说。

陶行知先生毕生为中国教育事业
上下求索，留下宝贵的思想遗产、精神
财富。他“捧着一颗心来 ,不带半根草
去”的高尚情操和人格魅力，“爱满天

下”的作风，成为世人的修德楷模，令人
敬仰。

陶行知先生崇尚廉洁、公私分明。
他常说，“公家一文钱，百姓一身汗，将
汗来比钱，花钱容易流汗难”。他在办
学时，注意公私两清。他说，“万分清
廉，不过小善；一念贪污，即为大恶”。

陶行知先生所创办的晓庄试验乡
村师范、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都是民
办学校。为了筹集办学经费，他特意为
自己制作了一件“工作服”：上衣缝了两
只口袋，一只放公款，一只放私款。有
人问，为什么要多此一举，他诙谐地说：

“公私之间应当划条鸿沟，不使他有毫
厘的交通。”

陶行知先生追求真理、生活俭朴。
他一生把“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
学学做真人”作为人生信念。1940年，
次子陶晓光准备到成都一家无线电厂

工作，厂方需要学历证明，陶晓光写信
给上海育才学校副校长，希望能有个学
历证明。陶行知知道后写信告知，“宁
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要追求真理做
真人”，信中还附着一张如实反映陶晓
光学历资格的证明信。

生前，陶行知先生没有为 4个儿子
留下一套房产、一分钱遗产。在江苏陶
行知纪念馆里，有一件重要的史料，是
他留下的一把他母亲用过的剃头刀，还
有一首诗《吾母所遗剃刀》：“这把刀，曾
剃三代头，细数省下钱，换得两担油。”
他说，曾剃三代头的剃头刀，是最可纪
念的传家宝。这把剃头刀体现着陶家
勤俭节约的美德。

陶行知先生知行合一、胸怀国家。
为了追求教育报国、教育救国的理想，
他先后放弃东南大学教授、金陵大学校
长、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校长等职位，放

弃了月薪500大洋的生活待遇。
陶行知先生一生三次更名，充分体

现了他自我革命、不断求索的精神。他
原名陶文濬，1932年改名为陶知行，
1934年改名为陶行知，1939年启用一个
新的名字 ，是陶先生自创的，将“行”
字左右拆分，“知”字由左右结构变为上
下结构，他把这个独创的字读“gàn”，寓
意“知在之中、行中有知、先行后知、知
行合一”。

这个字，不仅是陶行知先生人生的
真实写照，也是他留给子女、留给教育
工作者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也正是习
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对青年人
提出的希望：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
想敢为又善做善成。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陶行知研究
院党支部书记、江苏省陶行知纪念馆馆
长、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理事）

小洁是个女孩子，认识她的时候，我执
教五年级数学兼任她的班主任。早就听别
的老师讲过她的顽劣“事迹”：从小寄养在别
人家里，七八岁时才回到父母身边，养成了
很多不良习惯；做作业完全凭兴趣，有时赌
气还离家出走，家人和老师都很为她担心。

开学报到当天，我掌握她的第一手资料
后，晚上辗转反侧思考了一夜。我跟家人商
量，一定要全力帮助小洁。

第二天放学，我带着新买的鞋子和玩具
来到小洁家。家访中得知，小洁不愿与家人
说话，于是我建议她妈妈多用文字与她交
流。我让小洁妈妈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回忆
自己从怀孕到分娩时的点点滴滴，以及孩子
寄养在别人家时的牵挂与无奈。每天写一
点，写完了就放在小洁床头，让孩子明白当
时父母对她的爱意和期待。

过了一段时间，转机出现了。小洁的妈
妈遇到我，高兴地说：“沈老师，您的方法真
不错，现在小洁偶尔跟我说说话，主动做一
些事情。这让我感到，爱的力量是无穷的！”

之后，我尽量利用课余时间和小洁聊家
常，送她课外书，聊一些她感兴趣的话题。
周末，我还带上新上市的水果、饮料以及应
季衣物家访……我感觉到，她眼中似乎涌动
着一种从未有过的光彩。每当有一点儿进
步，我就大张旗鼓地表扬一番。虽然她低着
头，摆弄着小手，但我能体会到她心里的开
心。慢慢地，小洁变得开朗活泼起来，脸上
的笑容多了，越来越阳光、自信。

有一次，小洁读完我推荐给她的《小抄
写员》后，眼圈红了。放学时，她递给我一张
纸条，上面写着：“老师，我知道您爱我，全家
人都爱我。”

当年“六一”儿童节，学校组织文艺汇演，
小洁主动报名参加跳舞节目。表演那天，我
早早来到会场，为她加油鼓劲。小洁上台了，
她的目光急切搜寻着在观众席中的我。和她
对视的那一刻，我朝她竖起了大拇指。看着
她随着音乐节奏欢快地舞蹈，宛如一个小精
灵在广阔天地中自由飞舞，我不禁热泪盈眶。

通过一年的共同努力，小洁发生了很大
的改变。后来，她顺利上了初中。每次在街
上遇见小洁的爸爸妈妈，他们都会欣喜地告
诉我孩子的点滴变化，我也为之开心。我
想：小洁有这样的变化，源于我们用爱心唤
醒了她的自我。只要给予所谓“顽劣”孩子
一份理解和关爱，他们就能破茧而出，蜕变
成美丽的蝴蝶。

用爱心唤醒
■沈益亮

看园丁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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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电时光
■邱俊霖

随闲庭 笔

前两天，城里突然停电了。听说，
因为天气炎热人们过度使用空调，造成
电网超负荷运转，最终导致变压器产生
故障。

起初，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
就算停电了，手机照样可以让我保持与
外界的联系，也可以在闲暇时间刷刷朋
友圈或者短视频。即使手机电量不足
了，还有充电宝能够带来足够的安
全感。

可是越到后来，我却发现越不对
劲。从朋友那儿了解到，变压器故障维
修所需时间未知，因此具体来电时间并
不明确。我开始焦虑起来。傍晚时分，
眼看着充电宝里储存的电量即将耗尽，
手机屏幕上方的电量格已亮起红灯，我
默默地关闭了手机。如果继续刷手机，
手机可就要自动关机了。

天气实在闷热，简单吃过晚饭后，
我决定和父母出门透透气。走在县城
的街道上，相比于往日的华灯璀璨，今
晚明显有些黯然失色。然而，月光却让
人感觉到久违的明亮与皎洁。借着月
色，我突然发现，街上的人比往日多了
不少，玩手机的“低头族”比以往少了许
多，大家似乎很久没有这么认真地走路
了。或许，他们的手机都和我的一样，
电量即将耗尽。

街头巷尾，孩子们在尽情玩耍。
嬉戏追逐间，欢乐的笑声飘荡耳旁。
月光照耀下，街旁的行道树树影婆娑，
几位老人坐在大树底下乘凉，聊着所
见所闻，仿佛挺享受停电带来的惬意
时光。

“如果是往常，大家应该都在屋子
里吹着空调，刷着手机吧！”母亲说。我
突然想到自己：往常晚饭后，我也常独
自沉浸在网络世界中。即使饭后出门
散步，走几步却又忍不住掏出手机看
看，成了名副其实的“低头族”。

停电给大家的生活按下了“暂停
键”。现在，走在街道上，不慌不忙、不
急不躁，眼睛眺望着前方，感觉整个人
的状态都好了不少。街上的行人似乎
也和我一样，脚步一下放慢了许多，眼
睛不再紧盯屏幕，而是打量着月色下的
风景。很明显，停电之后，人们的生活
节奏一下慢了下来。没有了空调庇护，
天气似乎也没有那么炎热，或许这就是

“心静自然凉”吧。此番停电，多余信息
对人们生活的干扰一下小了许多，人们
浮躁的心也变得温和起来。

和父母刚回到家中，来电了，世界
仿佛一瞬间又恢复了正常。于是，手机
开始充起了电，电脑和电视机被迅速打
开，窗外的街道又变得明亮和闪烁起
来。嬉戏的孩子和坐在树底下乘凉的
老人很快便不见了，街上只有匆匆忙忙
来往的行人和车辆。然而，不知为何，
我的内心略微有点儿失落：来电之后，
感觉月色又变得朦胧起来，我开始想念
停电时人们之间的那种温情。

有一首歌唱道：“从前的日色变得
慢。车，马，邮件都慢……”从前，人们
的节奏很慢，但生活却充满了问候与温
情。如今，科技和网络让一切都变得快
了起来，人们的温情似乎停留在微信的
只言片语中。这种隔着屏幕的问候，总
让人感觉缺了点什么。而在停电后，才
又一次找回从前的温情。

我多么希望，无论停电与否，人们
在生活中都能放慢脚步，多与身边亲
友聊聊天、散散步，让生活变得更有
温度。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

结识寇永升老师，源于《语文教学
通讯》（以下简称《语通》）。

20世纪 90年代，我初到《语通》编
辑部，永升兄那时在嘉峪关一所学校
任职。一次我们在太原组织教学研讨
活动，唯一自费报名者便是永升，虽然
会务费仅 40元，但在那个年代是一个
大数字；且不说从万里长城的西端坐
火车到太原，需要几十个小时。

2003年，永升兄来到无锡工作，《语
通》联合全国中语会，开展“教改新星”
评选，永升兄获得这一称号，那时他 30
多岁，风华正茂。后来二三十年中，凡
《语通》组织的教学研讨活动，从南到
北，由西到东，永升兄都没有缺席过。

永升兄的勤勉之心和钻研精神由
此可见一斑。2017年暑假，全国中语
会课堂大赛在永升兄当时任职的锡山
高中举办，他临时接受任务，承担了全
程摄影的苦活、累活。三十几度高温，
身背数十斤摄影器材，连续几天穿梭
在讲台和会场上。这次，我得知永升
兄一直在整理语文教学期刊目录索
引。翻看他的电子目录索引，我不禁
惊呼：这得花费多少时间精力！非用
心、用情难以成就也！

今读《烂柯文集》，深感永升兄语
文情的背后怀揣一颗赤子之心。几十
年来，永升兄由《语通》的粉丝读者、铁
杆收藏者、目录整理坚守者，到重要作
者、特约编辑、封面人物。

2023年初，欣闻永升兄编辑出版

个人文集，按出版社要求，需延请一位
中学语文教育工作者对书稿进行审
读，我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我利用
好几个夜晚读完永升兄《烂柯文集》的
文稿。我再次惊叹于他的赤子之心与
语文情怀。文集完整记录了永升兄的
个人专业成长经历，从西北边陲到教
育大省，从初中教师再到高中名师，一
路走来，沉淀了诸多教育智慧和思考。

语文专业文章主要集中在第三、四
卷，既有参加国培计划的收获与总结，
又有延安支教期间的教学心得和感悟；
既有执教无锡两所百年名校二十年来
的语文教育教学探索、追求与收获，又
有对南菁高中任教期间语文创新教学
实践的深度聚焦，内容丰富且灵动。

全书5卷共12辑，编辑体例专业、完
备，其中学术专业类文章占比不多，凸显
了文集的个人特色和风格。文集中也收
录了一些同事、同行和学生的文章，不仅
能与永升兄个人所述互为呼应、互为补
充、互为印证，也能更好地凸显文集的纪
念意义。

——写在《烂柯文集》出版之际

■王建锋

赤子心，语文情
与师者 书

《烂柯文集》
寇永升 著

东方出版中心

为以陶 师

自从 6年前母亲去世后，父亲的记性越
来越差了。他经常拿东忘西，今年过年时，
一次他骑着自行车到街上买菜，竟然忘了带
钱。幸好遇到村里几个年轻人，要不然他只
能空手回来了。

父亲把这件事当做笑话说给我听：“闺
女，今天差点就买不了你喜欢吃的西兰花
了。”听父亲说完，我顿时五味杂陈：父亲忘
了带钱，竟然没忘记我喜欢吃西兰花。

父亲虽然不识字，但是他以前的记性却
特别好，他记得家里每块地有几亩几分几
厘，南头有多宽，北头有多宽，心里像明镜一
样。以前家里种的五谷杂粮很多，全都装在
尼龙袋里，堆放在东厢房，我们有时候找不
到，都是问父亲，他也不用去看，就告诉我们
在靠东墙或者西墙第几层，从南边数第几个
袋子，他甚至记得袋口用什么颜色绳子扎
的。我们按照父亲说的去找，准没错。

母亲生病的时候，我们都在外地，都是
父亲一个人照顾。我们偶尔回去，母亲会
说：“去问你爸，我该吃啥药了？”父亲赶紧告
诉我，“闺女，这个药饭前吃两粒，那个药饭
后吃一粒，还有晚上吃的在这里，可不能搞
错了。”桌子上摆放着好多药，真像开药铺
的，让我头皮发麻。我不停地问：“爸，您说
的这个瓶里的药是饭前还是饭后吃？”父亲
看了一眼，说：“这是饭后吃的。”

后来，我问父亲：“爸，您咋能记得住我
妈要吃的那么多药呢？”

父亲叹了口气，用手指着心口：“你妈的
事再小都是大事，都在这里装着呢。”

母亲瘫痪在床5年后，去世了。父亲自那
之后，很快就老了，他不止一次说过：“你妈走
了，我这心里空落落的，她把我的心带走了。”
刚开始我们没在意，以为是父亲太伤心了。后
来，他放在枕头下面的手提包不见了，他难过
地说：“那个手提包是你妈留下的。”我们几兄
妹怕他难过，要重新给他买一个，他不要，他说
就想要那个手提包，这可让我们有些为难了。

那个手提包是在第二年春天才找到的，
当时我们都不在家。父亲去院子前面的小
壕沟边种蚕豆，无意中看见沟边一堆乱草下
有个手提包，他拿起来，发现拉链已经坏了。
父亲把手提包清洗干净，只是拉链依然拉不
开，父亲就把它放在床头。他说：“一准是你
妈放心不下我，我把它留作念想吧。”

我们身在外地，不能常陪伴父亲，只能经
常给他打电话，提醒他什么要做，什么不要
做。就像我们小时候，他经常提醒我们一样。

父亲的记性
■毕侠

行人生 板

分享分享 陈勇钊陈勇钊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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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秋

——写在陶行知先生魂归晓庄77周年

沉寂多年的歌手刀郎最近以新歌
《罗刹海市》再度翻红。笔者不由想到
《罗刹海市》这篇文言小说的原作者蒲
松龄。这位文学史上的伟大人物其实
与我的家乡宝应有过一段难解因缘。

小说《罗刹海市》选自短篇小说
集《聊斋志异》。作者蒲松龄未及弱
冠，已连着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
名震一时，但此后却屡试不第。他看
清了封建科举制度的弊端和腐败后，
转而发愤著书。 31岁时，他迫于家
贫，便应了宝应知县同乡孙蕙的聘
请，成为幕宾，协助孙蕙处理政务，兴
利除弊。宝应也是蒲松龄一生到过
的距离家乡最远的地方，成为他的

“第二故乡”。如今，旧宝应县衙门遗
址东侧建有“蒲松龄游幕宝应纪念
馆”，两三幢名为“鹤轩留仙”的清代

建筑被定为“蒲松龄故居”。
蒲松龄在宝应游幕期间，做过许

多善举好事。清初的宝应，是苏北有
名的困苦穷县。这里地势低洼，运河
大堤时常溃决，泛滥成灾，还有繁重
的疏河修堤之役，百姓苦不堪言，怨
声四起。蒲松龄为孙蕙出谋解围，开
仓救荒，敦促疏河工程，受到宝应人
民的敬仰爱戴。

宝应蒲松龄公园有一口仿古的
“放生池”，讲述着蒲松龄放生鲈鱼的
故事。里下河地区出产一种鲈鱼，鳞
小肉细，味道鲜美。宝应又地处京杭
大运河要道，南来北往的官员都以品
尝宝应的鲈鱼为快事，弄得宝应县衙
上下穷于应付。于是，蒲松龄建议孙
蕙将鲈鱼放生，一律不得出售或烹食。
自此，鱼塘改为“放生池”，“放生池”边

修一小亭，立了石碑，蒲松龄亲自撰写
了一篇《放生池碑记》。从此，宝应再
不受“鲈鱼之患”，百姓拍手称快。

相传蒲松龄在宝应时，人们常见
他身披布袋，内藏纸笔，走访于大街小
巷，出没于泰山殿、孔庙、八宝亭等胜
迹。蒲松龄喜欢与乡民交谈，每听到
奇闻异事，即作记载。有时遇到民间
不平之事，亦加议论，帮助排难解纷，
深受人们敬重。在宝应的一年多，正
是《聊斋》收集整理资料的关键的一
年。因此，《聊斋志异》中的不少故事
带有宝应社会生活的痕迹。书中《画
壁》《聂小倩》《阿霞》《仇大娘》等近 30
篇故事都与宝应县志上记载的事情有
相似之处。蒲松龄在宝应还写下《大
人行》等抨击现实的诗篇，对贪腐进行
辛辣讽刺，对人民表现出深切同情。

■王垄

蒲松龄与宝应轶逸闻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