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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梦乡

愁

一夜风雨急骤，打得江水啪啪作响。小船
在漆黑的风暴中颠簸起伏，远方闪出一线曙
光。循光而去，破浪而行，小船驶入一处港
湾，风暴戛然而止。我一跃上岸，仿佛身轻如
燕地飞起来。穿越晨曦，鸟瞰小城，一切竟如
此熟悉，难不成我回到了……

动力机厂的大门依旧气派，门前那座高举
前蹄的白马雕塑仍然骄傲神气。我一路向北，
飞过南门吊桥，沿着海阳路两排浓密的梧桐
树，来到跃进路和海阳路的丁字路口。那里矗
立着一座纪念孙中山先生奉安的黄色钟楼。钟
声响起，到饭点了，记忆中的香气一股脑地涌
了上来。南边的老松林，西侧的四海楼，还有
那闸桥边上的大排档，摆满各种魂萦梦绕的家
乡美食——汤包、肉包、三鲜包、蟹黄包，臭
豆腐、油馓子、白蒲茶干、芋香狮子头……正
要伸手拿来吃，被老妈当场喝止：“去拿筷
子！”乖乖拿了筷子回来，一切都不见了。

我就这样从万籁俱寂的深夜醒来，饥肠辘
辘。我要再回到梦里，回到故乡如皋——那个
我生活过十五年的小城，那个给了我最初记忆
的地方。

20世纪80年代初，约莫四五岁的我，迈
开小短腿从家走到城南小学需要半小时。小学
毗邻一座尼姑庵。幼儿园小班的教室直通尼姑
的住所。小男孩们调皮拍桌子，故意惹得尼姑
奶奶出来叫骂。捣蛋鬼们哄笑着四散奔逃，尼
姑奶奶们手持扫帚在后头追打。第二年幼儿园
新建一间教舍。从此，小朋友和老尼姑总算相
安无事。那时的我，天天憧憬着能像大哥哥大
姐姐一样，去宽敞明亮的高年级教学楼上课。

两年后，我进入如师附小读书，终于可在

楼房里上课。课间休息时，从教室窗户向南远
眺，可以看到操场两侧对称的月亮门。其中一
侧的门里，有我喜欢的音乐教室。在那里，我
学会了识简谱，第一次跟全班同学合唱了那首
多声部的《我们多么幸福》。

倚窗北望，可以看到那座建于明朝年间的
古老的大成殿。“要是下雨就好了”，我那时总
是盼望。因为下雨了，我们就可以在大成殿里
上体育课。气势恢宏的大成殿内，空空旷旷
的。沧桑岁月之后，这里只留下了几根粗大的
木头柱子。我们可以在昔日祭拜圣人的地方恣
意奔跑，无邪的笑声，响彻大殿内外。历经战
乱人祸摧残，大成殿早已看透世态炎凉。如
今，它却能够日日与生机勃勃的孩童们共处，
应该是幸福的吧？

回忆小学，最开心的时光奖杯，应该颁给
跟实习老师们相处的那些日子。他们的实习
课，好玩又精彩。课间活动，这帮大哥哥大姐
姐们带着我们尽情撒野。每年的春季，如皋师
范会派遣毕业班的学生们来附小实习，当作毕
业考核。那真是他们最好的青春年华啊。朝气
蓬勃的准老师们给古老的学校带来了无穷无尽
的能量。真心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保留这份挚
诚，将如皋师范的美名发扬光大。

我的初中，是在如城一中度过的。那时
候，除去些许升学压力，其余精神生活相当享
受。诗社和文学社昙花一现，却给了我们渠道
去赋个新诗，说个愁闷。课间休息时，男生们
忙着装酷，女同学们靠在教室外墙上，聊着港
台剧。我跟几个不开窍的“狐朋狗友”在树下
围追堵截蚂蚁。刚进入青春叛逆期的我们，甚
至合谋集体翘课去如城电影院看新片《黄河大

侠》。影片过后，我们又去公园，在草坪上放
炮仗。第二天，大家都被狠狠批评了。若有选
择，定回当日，青春无悔。

1990年9月，当我如愿以偿地第一次踏入
如皋中学五四楼的教室时，那种志得意满，无
以言表。青砖铺就的外墙，让这座民国风格的
教学楼显得古朴而有质感。在教室第一排的座
位坐下，我轻轻将书包优雅地放到书桌的抽屉
里。嗡地一声，抽屉里飞出来一个蚊子军团。
吓得我无暇顾及淑女形象，尖叫着从座位上跳
了起来。蚊子军团算什么？大家一起上，分分
钟干掉它们。新学年就这样热血沸腾地开始
了。只是人长大了，生活的确发生了变化。课
间休息，我再也不去大树下骚扰蚂蚁了，而是
争分夺秒多做几道题，或是倚在走道栏杆上有
意无意地看着篮球场。学业越发紧张了，看的

“闲书”也要跟上——图书馆里各种侦探小说
和冒险故事都成为我解压的精神食粮。感激母
校为我们保留了这片清净美好的心灵家园。

就这样，过了十五载，我离开了家乡。离
开的那天，我没有难过，只有对往昔的感激和
对未来无限的憧憬。因为我知道，这十五载的
时光，筑就我人生大厦中最坚固的基石。

更奇妙的是，这十五载的记忆，构成了我
的一个个梦境，与我的现实生活平行前进。在
梦中，我会帮尼姑奶奶们扫地；在大成殿开音
乐会；跟同学们拿着电蚊拍团灭蚊子；跑到操
场上跟那个羞涩的男生说：“胆子大一点嘛”；
八百米测验竟然跑了满分，还跟自己说，马拉
松都跑过了，这点小意思。唯一遗憾的是，我
从未在梦里吃上家乡的美食。每每从香喷喷的
故乡梦里醒来，肚子固然饿，心中却丰盈而有
力量。这力量绵远流长，它是锚，让我的小船
可以安心地靠岸，安心地启航。回头一看，船
身上的名字，便是“如皋”。

“如皋”这两个字，在我心里永远是那个
温暖安全的港湾。当有人问我，你从哪里来，
我会告诉他，我来自中国东部的一座美丽小城
——如皋。梦里，我又开着那艘名叫“如皋”
的小船回到故乡。燕子般，我飞过大片的油菜
花田，闻着早点摊上豆腐脑烧饼的香气，看着
家家户户阳台上挂着的香肠和香肚，我饿了。

“‘讨债鬼’啊，快点儿家来吃饭啊！”

夜来入梦思小城
□黛西

作者简介：
她 喜 欢 唱 歌 ，

喜欢爬山和远足，
喜欢在倾盆大雨里
跑步，喜欢找寻文
字和数字里的美感
和智慧。她乐于分
享，分享轻飘飘的
白日梦，或是略带
重量的感悟。她就
是生活在西雅图的
如皋人黛西。

学校为我们提供了得天独厚的
条件，完全排除了我们学习的后顾
之忧，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好学习，
将来更好地报效祖国。

在这里，母校一流的教师、教
学和管理，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

“师范者，人之模范也”。记得第一
天去母校报到，刚到校门口卸下行
李，就听到有人亲切地问我“你叫
吴光明？”“是。”我随口答道，抬头
一望，是一位满脸笑容、戴着眼
镜、斯斯文文的男青年。我感到有
些好奇，我一个农村孩子第一次来
到县城，怎么会有人认识我，便探
问：“请问您是——？”“我是老师赵
锦泉，如果没有认错的话，你是薛
窑中学毕业的！”我被惊呆了，一时
无言。原来他就是我未来的班主
任，他是看我档案中的照片认识我
的，而且记得如此准确，我真的佩
服！

接下来，老校长姚古渔开学动
员报告中“半桶水与一桶水”的故
事，让我们懂得了要给学生半桶
水，教师必须具备一桶水的深刻道
理，至今仍记忆犹新，一直激励我
刻苦学好文化和专业知识。坐在宽
敞明亮的教室里，聆听那些被誉为

“活字典”“音乐大师”等老师们的
讲课，如同在雨露滋润中尽情享受
艺术的大餐。教学中，他们的严谨
更让我们肃然起敬。记得一次作文
考试《记一次有意义的活动》，语文
老师发现协助监考的老师在黑板上
将“记”字的“己”写成了“已”，
只见他两手插在裤袋中，在教室里
慢慢地转悠，趁协助监考的老师不
注意，抬起手用一只手指头轻轻一
捻，将“已”字竖弯钩的出头部分
抹去，然后悄悄地离去，不少同学
看到这一细节后会心地笑了，笑过
之后又默默地点了点头。

行走在母校的大院里，我们每
天都能目睹到那些高悬于厅堂通道
门楣上的“真实”校训和“沉笃醇
和”校风等匾额，时时、处处、事
事受到潜移默化的警醒。校规明明
白白告诉我们，除了周末、节假
日，我们是不能随便走出校园的，
即便情况特殊也必须严格履行请假
手续。学校的门厅一侧设有一面大
镜子，我们每天进出门厅时会对着
镜子整理一番，因为衣着不端进教
室是要受到老师调教的……

正是这些，让我明白了母校人才
辈出的真正缘由。难怪母校的毕业

生总是那样的“吃香”！那时，都说师
范学校培养的对象主要是小学教师，
可一毕业，不少人就被机关、乡镇等
单位“抢”了去。我虽算不上人才，但
毕业前就因为我懂点美术被县机关
单位借用，毕业分配时借用单位知道
我会写写，说什么也不让我去学校，
硬是将我留在了机关。在机关工作
时间一长，交流中我发现我的身边不
少同志都和我一样来自如皋师范，我
的自豪感更强了。

也许是太爱母校了，我从如皋
师范毕业直到退休50多年来，工作
单位换了一个又一个，小家庭也搬

迁了一次又一次，但一直没有离开
过母校，总是围绕在她的身边。更
值得回味的是，因为我曾任教于如
城第二中学，就住宿在母校河南宿
舍区，而且还有幸与我的班主任赵
老师一家一墙之隔，长达十年之
久，与母校的师生朝夕相处，结下
了更为深厚的情谊。节假日，我喜
欢带上相机，转悠在母校的里里外
外，捕捉母校最美的景色，将它们
一张张定格下来。外地朋友来到如
皋时，我最乐意的就是当他们的导
游，首先是领着他们参观母校，边
走边讲解，并帮他们合影留念，留
下他们对母校最美好的记忆。

其实回想起来，类似我这样逐梦
母校的学子太多了。那时，农村孩子
尤其热爱师范，初中毕业生只要成绩
好都会报考如皋师范的。在我的记
忆中，我们那一届120名学生进了如
皋师范，没有一个不心满意足的，毕

业多少年了，嘴上还是常常挂着“我
们如师”四个字。那些外县市区的老
同学一次次、一批批来到如皋，总要
回母校转转看看，拍拍照片，然后发
到微信群里“显摆”一番。还有，就是
我们那个小小的村庄先后有好多个
如师毕业生，他们中有的是夫妻，有
的是兄妹，还有的子女又继承了他们
的事业。

数十年过去了，如今母校大门
两旁的围墙上已经嵌上了“中国师
范学校博物馆”和“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如皋公立简易师范学堂
旧址”的标志牌，当年的“如皋师
范学校”已经发展为“南通师范高
等专科学校”。这棵古老的大树已经
深深扎根于如皋这一片肥沃土壤之
中，根深叶茂，生机勃勃！

如师岁月如师岁月

创建文明典范城市赞
□杨光

市委发出新号令，
创建文明典范城。
一夜春风满东皋，
龙游河水在翻腾。

创建文明典范城，
争当文明好市民。
志愿服务做公益，
市民巡访找病因。

创建文明典范城，
市镇干部下基层。
扎实查验补漏缺，
绣花功夫献匠心。

创建文明典范城，
内外城河砌筑新。
河畔绿化吐新蕊，
垂柳飘拂排成阵。

创建文明典范城，
水绘敞亮眉笑盈。
千年古寺迎远客，
长寿之乡胜亲邻。

创建文明典范城，
招商引资万里行。
百亿金鹰落江边，
千亿工程北开鸣。

创建文明典范城，
口袋公园似星星，
晨夜歌舞人欢乐，
人居环境扬美名。

创建文明典范城，
雉水大地人亢奋。
经济防疫两不误，
当好江北排头兵！

梦圆古城河畔（下）

□吴光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