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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70后来说，故乡的中山
钟楼，是铭记于心、镌刻于骨的乡
愁，是离家再远、时间再长，也抹
不去的乡愁。

还记得小时候，我每天听到钟
楼从早到晚的报时钟声。没有什么
高层建筑的城里，叮叮当当的钟
声，能清楚地传出很远。清早开
始，奶奶就听着钟声，安排一大家
子的家常琐事。

钟楼并不高，因位于县政府大

门之内，显得威严有加。老人习惯
把中山钟楼背后的大院喊作“县人
委”，大约是1949年后的“如皋县
人民委员会”的简称。明清以降，
此处素为县衙治所，所以在老百姓
心中既神秘又威严。钟楼鹤立鸡
群，成为一代又一代如皋人心中的
地标。钟楼还是古城的灵魂。

钟楼地处老城丁字路口，东西
向的跃进路、南北向的海阳路在它
面前相交。这里是如城的商业中
心，百货大楼、新华书店、鞋帽
店、服装店、杂货店、文化宫，云
集于此，一年到头人头攒动。附近
还有大兴池、清泉浴室等，澡堂里
有美味无比的浆糟。在池子里泡过
澡后躺在沙发长条椅上，跑堂的时
不时扔过来一条烫手的热毛巾，这
个时候来一碗清凉浆糟，人似飘飘
欲仙。

海阳路边有茂密的梧桐，伸着
长长又迷离的树枝，夏天的阳光被
密密树叶遮去了炽热，风轻轻吹
过，路面就摇曳着斑驳的光影。站
在海阳路上回望，喧嚣的路人车辆
之外，钟楼的身影默默伫立。

上学时，每天往返学校都要路

过钟楼。黄黄的钟楼并不起眼，我
们这些小朋友，每天蹦蹦跳跳路过
这里，自然也不关注钟楼。对我们
来说，它和它身边的灰瓦砖墙，和
巷子里被岁月磨得发亮的青麻条石
以及条石上的青苔一样，都是不会
更改的存在。

可忽然间，我们不经意就失去
了这一切。那年我还在军校。假期
回来，钟楼已经在旧城改造中消失
了。

父亲告诉我，当时他去了现
场，见到很多老人哭了。

很多年来我一直思考这个问
题。如果我在现场，会不会哭？

也许会哭，哭自己逝去的青
春，也许不哭，静待花谢花开——
近日欣闻中山钟楼即将重建，令人
拍手称快。眼泪无法阻挡历史的车
轮，也不能洒给没有灵魂的水泥丛
林，我们只能把记忆珍藏心底。钟
楼消失，但它在我们心里一直存
在。这是如皋人的记忆，也是这个
千年古城带给我们的无法割裂的传
承——这也是为什么很开心看到如
皋发布重建钟楼的消息。

仅仅重建钟楼并不重要，消失

的记忆往往在怀念中才更有味道。
不过重建钟楼的意义在于，重建只
是一小步，可对古邑文化的传承，
对古城灵魂的追溯，这是意义非凡
的一大步。在GDP之外，这座千年
古城更需要的是彰显自己厚重的历
史底蕴，展示自己悠久的人文情
怀，丰满自己的历史记忆。让城市
视线更有味道，让大街小巷更有精
气神，让每个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的
凡人更有自豪感，让每个在外游子
更牵挂家乡，让如皋这个名字更悠
远绵长。

这一切，请从钟楼的身影重回
视线开始。所以，我为当政者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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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钟楼，抹不去的乡愁
□柳扶风

柳扶风，如皋人，从过军，
现在省级机关工作。

如皋师范1902年建校，以“贵
全”为办学宗旨，“真实”为校训，

“沈笃醇和”为校风，形成了特有的
学校文化。一百二十年在原址原房
办学，学校的管理体制、办学层
次、专业设置几经变化，而学校的
文化精神却代代相传，与时俱进，
培养了一代代人师，为服务社会作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贵全”，明确了学校的办学目
标。著名的荀子《劝学篇》最后一
段说：“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君
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也。”

“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
操。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
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天
见其明，地见其光，君子贵其全
也。”把“贵全”作为办学宗旨，就
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学问全面而精
粹、有德行、有操守的君子。

“真实”，规定了师生的行为准
则。汉代荀悦在《申鉴》中说：“君
子之所以动天地、应神明、正万物
而成王治者，必本乎真实而已。”以

“真实”为校训，就是要求师生求真
求实，不假、不虚、不欺。

“沈笃醇和”，营造了校园的育
人氛围。期望学校有沈厚笃实醇正
平和的风气，“博学而笃志”（《论
语·子张》），“含天地之醇和兮，
吸日月之休光”（嵇康《琴赋》），
以涵养文质彬彬的君子秉性。

“全人”之君子形象，“真实”
之君子行为，“沈笃醇和”的君子之
风，一以贯之的是“君子”。君子，
是中华文化传统中“成人成己”的
最高追求，也是如皋师范文化精神
的内核。如皋师范是要把所有的学
生都培养成君子，成为人师；再通
过他们把全社会的人都培养成君子。

如皋师范的文化精神植根于中

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极强的生命
力和成长性。如师精神与五四“科
学”“民主”的精神相契合，激发了师
生崇尚科学、探究真理的精神，激发
了“动天地”“正万物”的社会责任感，
投身革命，追求光明，献身教育，启迪
民智。新中国成立之后，忠诚党的教
育事业，促进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
展，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改革开放时
期，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全面提升未
来教师的素养；新时期，坚持立德树
人，培养“四有”好教师……这些都赋
予“贵全”“真实”“沈笃醇和”以新的
内涵，丰富和发展了如师精神。

如皋师范美丽的校园具有丰富
的文化意蕴，与学校精神一脉相
承，相得益彰。校园选址于如皋城

东南、文化名人辈出的集贤里，与
巍巍学宫连成一片，千年文脉相
承，文化底蕴深厚。内外城河，碧
水环绕，垂柳依依，天地醇和之气
与沈笃醇和之风相生相和，温润心
灵。书院门前，一排青松，挺拔刚
健，与“真实”校训石刻交相辉
映，正直进取，意气风发。一进五
堂，庭院深深，书香浓郁，“贵全
堂”匾额高挂于中堂之上，激励学
子读天下文章，养浩然之气，学为
人师，行为世范。

如皋师范的文化精神博大精
深，她弥漫在校园的空气里，渗透
在学校的历史中，浸润着每一个如
师学子的心灵，植入了他们的基
因，融入了他们的精神。他们又把
如师的文化传递给他们的学生、他
们的子弟，代代相因，生生不息。

如皋师范的文化精神长青。

如师岁月如师岁月

河水清清乡村兴
□韩文理

我由于工作的原因去河边机会
比较多，最近在磨头镇十字桥村五
号河北岸认识了一对老夫妻。他们
俩虽然年过七旬但是身体硬朗，老
大爷在酱醋厂、煤矿厂工作过，老
奶奶做过代课教师。两个儿子工作
稳定，劝父母去城里生活，老大爷
说，农村空气好，周围都是相处几
十年的老邻居，乡里乡亲的，特别
亲切，城里房子住得不自在。

老夫妻俩非常勤快，门前河边
长满了麦冬、海桐球等绿植，院子
里面有金银花和一些我叫不出名字
的药草，甚至还养着斑鸠、山羊等
等，可谓是微型版的“动物园”和

“植物园”。为了防止门口河坡坍
塌，还错落有致地堆放了几个坛
子，坛子中种满了花花草草，微风

吹过，轻轻摇摆，顿觉生机盎然。
老大爷提到门口的河道特别激

动，说前些年，这个河道经常断
流，河岸都是杂草，经过清淤后，
水位正常了，岸坡由各家各户自发
进行了绿化，河里还养了鱼，去年
他们家分了27斤鱼。我望着眼前
的河，只见碧波荡漾、两岸青翠，
让我想起一首古诗：“草色溪流高
下碧，菜花杨柳浅深黄。”

告别他们后，我在想，河道环
境也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每条河都能如此，乡村振兴的
画卷一定会越来越美丽。河道治理
需要政府发力，更需要全社会去参
与。真心期盼以后还能看到更多儿
时的河流——“岸边有树，河里有
鱼，水中洗菜”。

贵全 真实 沈笃醇和
□陆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