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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

尤家庄的教育情怀（上）

□ 韩国文

辑佚

原来的尤家庄位于如东县河口镇立新桥
居委会东南部（现为二组），过去这里有一池塘
穿中而过。池塘宽约29丈，长229丈，两端分
别有鮜子口似的小河与外港相通，两头小河上
各有一座两搭头的小桥横跨于其上，东桥名为
紫薇桥，西桥名为夕枫桥，俗称东桥口，西桥
口。大池两边栽满清一色的柳树。清明时节，
柳树吐翠，嫩绿欲滴，微风轻拂，婀娜婆娑，沙
沙淅沥，令人心旷神怡；春去夏来，池内波平如
镜，天光云影，倒映其间，更兼翔鳞戏水，千姿
百态，令人惊叹不已；大鱼成群，别有风味，其
中有人目睹过一条大青鱼，体如碓身，头似龙
钵，眼像酒盅，尾若蒲扇，人们当它为“鱼神”；
秋夜更为别致：天高云淡，月映其里，星耀其
中，柳影相随，如临仙境。老人们说，此池吸取
日月之精华，凝聚天地之灵气，大池开挖以来
从未干涸过，也从没漫溢过。

大池北岸分布着五个独自庄园，各庄园
都有三丈左右宽的护园河环绕，只有一个码
头进出。这里多居尤氏，据说牌楼口、冯家

楼、复兴庵、洋涨庵、八里庄等其他地方的尤
氏大多与这里尤氏同属一个系统。

小小尤家庄，却流传着不少人文故事，尤
其对教育事业情有独钟，不妨说几个故事给
您听听。

革命教师尤梓材
提及尤家庄，人们首先想到家住庄东首

的誉满苏北的国学大师尤梓材先生。尤梓
材，生于 1893年 8月 3日，名锡桐，童年就读
于斐成学堂（洋涨小学），后考进如皋师范学
堂，1913年至 1916年任教于县立第五高等小
学（双甸小学），后任岔河区第一国民小学校
长、如皋县立中学国文教员、如皋县联合中学
教务主任、栟茶中学、如东县中学国文教员。
1941年他毫不犹豫地参加教抗会，1942年如
中行署聘为参议员，1946年当选为县惩奸委
员，1950年6月，当选为苏北首届各界人民代
表大会代表。1954年5月25日与世长辞。尤
梓材终身执教，诲人不倦，为国家为社会培养
了大批人才，对革命作出过巨大贡献，不愧为
桃李满天下的人类灵魂工程师。

尤梓材出生于书香门第，父亲尤铭轩是
清末秀才，长期住馆做私塾先生，叔父亦嗣父
尤棣轩是监生。家中藏书很多。他从小受长
辈的教诲和指点，养成了爱好读书、渴求知识
的良好习惯。“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在他
进师范学堂之前就已读过，所以他的国学基
础深厚，为后来从事国文教学，赢得学生信
赖、同事赞许，创造了条件。原江苏省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邢白同志回忆说：“尤老是我初中
时的老师，他讲课细致而深刻，很受同学们的
爱戴。老先生在讲授鲁迅《秋夜》一文中的

‘门口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也是枣
树’一句时，启发学生思考：鲁迅为什么这么
写？他深入浅出，整整讲了一课时，学生们全
神贯注，教室内鸦雀无声。那种情形，至今历
历在目。”

他早年在双甸小学任教时，教学国文、算
术、英文，还兼教唱歌，每周 18节课，他不因
课程多而放松某一门课程的教学，而是各科
教学都很认真。1915年9月如皋县视学向教
育局的视察报告中说：“县立高等第五小学尤
教员锡桐教授唱歌为最有精神，学生秩序整
齐，亦颇勤谨，文算成绩俱为合度。”（见《如皋
县教育公报》）。

尤梓材虽然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
子，但是他的政治思想、教育思想总是随着时
代的前进而前进。刚走上教育岗位的他，就
向学生宣传辛亥革命的进步性、正义性，拥护
孙中山的政治主张，曾任教育部副部长的刘
季平曾经说过：“尤老先生是我革命思想教育
的启蒙老师。”

在如皋县立中学任教时，曾以“热河失
守”进行作文教学，学生俞铭璜（曾任华东局
宣传部长）、蒋俊基的作文以满腔的爱国热情
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宣传抗日
主张。批改作文时，对其鲜明的立场、犀利泼
辣的文风朱笔圈点，大加赞许，讲评时作为范
文朗读，并张贴于《学习园地》。不久，江苏省
教育厅长周佛海（大汉奸）来校督查。尤老听
到了风声，要调阅学生作文，将这两篇作文本
藏了起来，并悄悄劝俞、蒋二生暂时离校，以
此掩护革命青年。

后来，黄炎培、胡厥文、孙孟起创办了中
华职业学校，尤老欣然应邀赴教，还让自己的
儿子尤云万报考了这所学校，以实际行动大
力支持进步事业。

尤梓材不仅教学好，大力支持革命，而且
极力掩护革命干部。曾经担任过如东县县长
的魏志田，以打磨匠为掩护，走村串户，进行
革命活动。1940年 3月被敌人发觉，如皋县
保安一旅悬赏通缉他，处境十分危险，叶序朝
（尤的门生，我党县级领导同志）指示双甸北
乡地下党负责人钱九龄（在尤家庄南 1公里
许的洋涨庵鬼脸街[现河口镇太阳庙村东部]
以理发为掩护）：“请尤梓材出面，刻不容缓！”
钱九龄立即转达这个指示。尤梓材知悉后，
面色凝重，沉默不语，双手背剪，徐徐踱步，深
思良久后从肺腑里发出恐怕连自己也听不清
楚的“有了”二字。随后交代钱九龄：“你和志
田今夜到我家来。”当夜天低月黑，风雨交加，
泥泞路滑，二人来到尤家，共同商定对策：对
外宣布，魏志田是尤梓材的车夫、干儿子。第
二天发出请帖，邀请如皋县保安一旅旅长薛
承宗（尤的门生）、国民党四分区书记丛明，梓
里名流尤星船、吴秀生等。第三天大宴宾客，
薛承宗虽没有亲自到场，却派了一个贴身副
官赴宴。宴会非常隆重，尤梓材庄重引荐：

“这位是魏志田，是我的干儿子兼车夫，见他
如见我。今天聊备薄酒，不成敬意，期望各位

多多关照！”，就这样，魏志田顺理成章地住在
尤家八个多月，在尤梓材掩护下，从事革命活
动，度过了艰难的岁月。

反“清乡”斗争中，他不仅坚持游击教学，
还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吴德胜同志。事情经
过是这样的：为了夺取反“清乡”斗争的胜利，
加强串场河河南“清乡”圈内与串场河河北根
据地的联系，双岔北区委（串场河河北）韩家
先、吴德胜被调至汤元区（串场河河南）从事
地下交通站工作。一天，双甸、岔河、汤元据
点的敌伪军，突然到“清乡”区内挨家挨户搜
查，吴德胜来不及转移被敌人抓去，关押在双
甸据点的伪营部里，挨吊挨打。魏志田打听到
伪营长李百禄与尤老先生有师生关系。想请
尤老先生出面营救吴德胜，又担心尤老是抗教
会员、县参议员，面目很红，弄不好有生命危
险。可是一时又没有其他办法。魏志田只好
去征求尤老本人的意见。先生满口答应亲自
去据点一趟。他说：“德胜同志是我的乡亲，又
是新四军的好同志，我怎能不千方百计去营救
他！”第二天尤老先生与夫人丛其粉一道去找
到李百禄，先生说吴是他家的雇工，可以担保
吴没有问题。李百禄同意放人，但要一笔“招
待”费用。一切尤老先生都承担了，后来将吴
氏祖茔上的大银杏树卖了作了费用，吴德胜同
志也就凭此平安地回到了解放区。

尤梓材对穷苦老百姓也是关爱有加，薛
家岸有一以卖馒头为生的尤绍甫，两年间失
落一子一女，搬迁到佘家庄，又惨遭火灾。正
在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叫天不灵，呼地
不应之时，慕名来求梓二（尤梓材排行老二）
先生，双膝跪地，泣诉哀求。梓二先生将他一
把扶起，说道：“兄弟不必着急，我来帮你度过
难关。”他沉思了片刻说：“，你明天到我家沟
坎上砍些仙棵草，夹几块障望，到我家桹屋家
里选几根广木条子，在禄疏公的茔地上搭台
虎头屋，暂且安下身来。若是有人问你，你只
要回说‘我姓尤’，其余一概不要说。实在不
行，你就叫他们找我。”果不其然，佃户林家发
现自家租种田旁边忽然添了一台草屋，连忙
报告地主尤序伯，尤序伯派管家卜福仁去，要
将尤绍甫逐出茔地，尤绍甫横说我姓尤，竖说
我姓尤，卜福仁恼羞成怒，要推翻草棚。尤绍
甫只好说是梓二先生叫我搭在这里的。卜福
仁气急败坏地去找尤梓材。尤梓材徒步来到

尤家老园，面对面对尤序伯说：“你，尤序伯，
我，尤梓材，他，尤绍甫，同姓，同宗，同祖，禄
疏公是我们的先人，他的茔地，大凡尤氏，人
人有份。尤绍甫现在落在难中，我们是否应
该救他一把？再说他的草棚也算搭在自家的
土地上，你有什么理由要赶他走？”尤序伯哑
口无言，只好让尤绍甫一家四口在这里安下
家来，后来，子子孙孙定居住在尤家庄。

尤梓材还动员儿子尤云万、儿媳妇丛玉英，
女儿尤耘野、尤云毓先后参加了革命工作，且先
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成为党的中级干部，
有的成为省级劳动模范。他的教育思想与革命
精神言传身教深刻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

教育世家尤星船

尤家庄虽然不大，但是可谓文人荟萃，教
育圣地，庄内有尤铭轩（清末秀才）、尤和清
（清末秀才）、尤棣轩（清末监生）、尤仰西四家
私塾塾馆。四面八方方圆数十里人家多慕名
送子就读。

（未完待续）

《尤梓材先生纪念册》封面

尤梓材夫妇立在尤家庄的墓碑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在人生前进
的道路上，都会遇到几位指引你前行的师长，
或者是给你指点迷津朋友，亦或是给你点拨
的领导。他们或许只是你生命中过客，但却
会给你留下深刻印象，成为你尊敬的人。

崔先生是从农中调到镇上中学教语文。
花白的头发，带着厚厚的眼镜。蓝色中山装
包裹佝偻的身体，那是长期伏案备课造成。
讲课时上身时而前倾时而后倾，目光经常穿
过镜框上方的空档看我们，讲课时很用力声
音也很高，口水经常随着身体前倾而喷出来，
我的脸上也经常有他的口水光顾，但我觉得
那不是口水而是先生的学问。作文课时他经
常读同学们的作文，也经常读我的，有时是全
文有时是一段有时甚至只有一句。写得好他
通常表扬几句。先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养成
了我喜欢阅读的习惯，而且这些年来我一直
保持着。我已经好多年没见到他了。

认识陈皓是一个偶然。2020年的一天我
在公众号里读到陈皓散文《家乡的小河》，开

头的第一句就吸引了我：我出生在江海平原
一个叫石甸的小镇。石甸是刻在我骨子里的
地方，是小时候拼命想逃离的地方，如今却成
了思念的地方。老家一条不起眼的小河被她
写得那么美那么生动。她把普通生活写成隽
永的散文，分享给读者。自然而然陈皓就成
为了我崇拜的对象，互加微信成为好友。去
年她散文集《素秋漫笔》出版了。我读到她和
植物的对话，早春蒿儿、荠菜、蚕豆花、夏天的
丝瓜以及芝麻花、藿香等等。这些植物在她
的笔下都是有生命有灵魂的。也读到了人生
的路无论走多远起点都在家乡（文中原句），
如正月半哨火、家乡的小河等。也读到家风
严谨父慈子孝，读到了三代党员的使命传
承。严格的父亲、温顺的母亲、慈祥的奶奶跃
然纸上。陈皓是个有灵气的人，用笔温婉细
腻，把她对生活的热爱都写在书里。她鼓励
我拿起手里笔，把生活变成文字。于是我就
开始用稚嫩笔写起来了，写好后发给她看。
她都会第一时间提出修改意见。在陈皓推荐

下，我加入了如东阅读者协会。这是一个共
读共享的平台。还记得第一次参加协会共读
低眉散文集《缓慢书》，在书中读到那句从前
日子都很慢，车马书信都很慢，慢得一生只爱
一个人。后来知道了这是木心说的，当读到
这样句子我很激动，原来阅读可以跟心灵共
鸣。

去年我参加南方周末散文班学习，这些
学员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爱好者。在优
秀学员里看到陈皓名字，她的毕业散文《梦见
父亲》获得优秀作品奖。她的出现让我感到
惊讶，原来优秀的人都在不断地学习。

加入阅读者协会四年来，我认识了许多
优秀的人，比如学者陈震老师，喜爱写作宾山
小学顾校长实验中学王校长等等。而社科联
主席孙陈建给了我很多帮助和鼓励。

我和他接触其实并不多。我们有时会在
青园路上偶遇。我在跑步时他却骑着自行车
去上班，鼓鼓囊囊的包挂在车龙头上。我们
总是浅浅打声招呼，一笑而过。

陕西南郑畜牧专家陈建春来如东挂职交
流三个月，和我结下深厚的友谊。他回南郑
后我写下了《老陈》，以怀念我们一起共同度
过的时光。孙陈建曾经在南郑交流两年，我
知道他跟南郑很有感情，于是把这篇文章发
给他，让他提出修改意见。记得一天晚上六
点多钟，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并让我打开手
机录音，他一边朗读文章，一边提出修改意
见。文中提到老陈特地把分离茶叶的杯筛留
下来，他百思不得其解。他在百忙之中抽出时
间邀请我去他办公室，询问我写作目的，杯筛
留下来的意义。我把老陈走后发给我信息给
他看，让他知道了当初老陈留下杯筛的目的。
文章中还提到南郑在南通正大务工人员数量，
我了解的数据要大于他心中的数据，他认为不
准确，让我重新核实真实数据。同时告诉我文
章没有真实性就感动不了读者。这篇文章前
前后后我们共同进行了九次修改，《老陈》在
《如东日报》和《汉中日报》同时发表。

文章发表后，他第一时间在朋友圈进行

推广，并把读者的意见毫无保留反馈给我。
他严谨的作风、真诚的帮助、善良的为人感动
了我，是难得的好领导好导师。

今年三月孙陈建散文集《守望家园的星
空》发表，他用朴素的语言白描的写作技艺，
原生态的呈现了童年、亲情、教育、家乡、阅
读、援陕生活剪影，非虚构地勾勒了人生轨
迹，展现了作者对故乡的热爱，对自然的尊
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如文集后记中写
道：就从家园凡人俗事开笔，记录下自己的遐
思杂念，如此而已。阅读与写作，我相信可以
实现一个人的自尊和自由。

崔先生是我学生时代的老师，他不仅传
授我以知识而且还把我的作文在全班分享，
以他特有的方式鼓励我；陈皓是我阅读共享
的人生老师，她鼓励我敢于动手写文章；孙陈
建是我写作的老师，他指导我不仅要写而且
敢于向媒体投稿。

师者如光，微以致远。他们身上都闪烁
着智慧的光芒，照耀我前行，温暖我的一生。

我的三位老师
□ 张廷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