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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重阳节。看着校园里绽放
的一簇簇菊花，恩师岳国柄先生那菊花
般的笑容总浮现在我的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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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息县第一高级中学
离休教师岳国柄先生走完了生命的最
后历程，安然地离我们而去。 很长一段
时间，我总觉得，先生虽已远去，但他的
长者风范永存，“大地”精神永恒。

作为
65

后的我， 上高中时是很幸

运的，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不说，更主
要的是我遇到了好老师。 那时，岳国柄
先生已近知命之年，他积攒了饱满的工
作热情、丰富的人生经验，又有厚重的
文化素养。

1982

年，出身农家的我很荣
幸地到了先生担任班主任的“跃进班”

学习，也是从这里，我开始了幸运而又
温暖的人生。

岳老师是
1949

年春参加工作的，

文艺兵出身，曾参加过抗美援朝。 记得
上学时，听人说过，岳老师曾以“大地”

为笔名，在一个省级重要刊物上发表过
中篇小说。这在当时我们这个小县城可
谓是凤毛麟角，他成了我们同学心目中
崇拜的一位大师级人物。

岳老师留着大后背头， 漫长脸，偏
瘦，比同龄男老师早生皱纹，长长的皱纹
就像一片片菊花的花瓣在脸颊上绽放。

因为他不笑不说话， 所以连皱纹都透着
喜色，与他眯着眼睛的亮光相辉映。岳老
师脸上最惹眼的部位还是他的嘴， 唇薄
而方， 牙齿是小圆柱形的， 不过所剩不
多， 个个都有些力不从心地支撑着“门
面”。 能不说话的时候，岳老师的嘴就瘪
瘪地闭住，好像要让牙齿歇息一会儿。

岳老师是教地理学科的，他的课很
有特色，不温不火，所有听过他讲课的
人，都会有一种“余音绕梁”之感，哪怕
只是听他上过一节课。最让我难以忘怀
的是他上课时的习惯性动作。 上课了，

岳老师大步走上讲台，把顶着腋窝夹进
教室的课本和大大的教案本轻轻地松
开，直接放在讲台上。接着，他用自己带
进来的一支粉笔， 与黑板形成大约

45°

角，从左上边开始逆时针方向绘出中国
地图的轮廓， 包括台湾岛和钓鱼岛，可
谓是一气呵成。 如果那一节课要讲地

形，他还会在授课过程中再绘上各大平
原、高原、山脉、河流等。 岳老师的课都
是这样一节节一个个定位上去的。

岳老师人较瘦小， 但声音浑厚洪
亮，而且字正腔圆。那时候，我们班上背
诵热情比别的班高许多，这种热情延伸
到语文、英语、历史、政治多门学科。 三
年课程两年学完的“跃进班”， 在

1983

年的高考中取得辉煌战绩，为息县赢来
了荣誉，也改变了不少学子的“命运”。

30

年过去了，每年春节前后，我都
会去拜望恩师。 平时先生有个什么闪
失，我也会及时赶到看望他老人家。 岳
老师去世的前两天，我到县人民医院看
他。当时，他已昏迷了好几天，一听说我
来了，岳老师竟突然回光返照，清醒过
来。抓住岳老师的手，我哽咽难耐，泪流
满面

,

并安慰他老人家好好养病。岳老师
的孩子都说，我来看他，给了岳老师不
少温暖和安慰。 其实，岳老师才是我温
暖人生的源头。

而今即将步入知天命之年的我，平
时都被工作、 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所
累，迎着风雨，跌跌撞撞，一路走来，虽
苦也乐。 但先生那菊花一样舒展的笑
容、宽大温暖的手掌和深情关爱的眼神
一直温暖着我、鼓舞着我、支持着我，这
份温暖如大地一般坚实厚重。

“大地”的风范
———追忆我的班主任岳国柄先生

徐泽林

香一瓣
心

是花总有怒放的一天，无
论季节怎样转换！

三角梅开花了， 每个枝头
都缀满了玫红色的花朵， 绢纸
般的红叶包着丁香般的花朵，

耀眼却也含蓄！ 米兰像一串串
金色的小米，点缀在翠叶之中，

淡淡的香味弥漫整个房间。 吊
兰优雅地伸出长长的枝蔓，枝
头是细细的白色小花， 写意的
垂下窗台……

在这快过了花季的秋季它
们居然开始争奇斗艳！是欣喜，

是欣慰，亦是感动！

去年秋天，我从路边的花摊
上买回一棵米兰和一棵三角梅，

当时它们都郁郁葱葱，带着花骨
朵。 可是栽下不久，他们不但没
有开花反而连叶子也渐渐地掉
落了。 冬天的时候，它们都成了
“光杆司令”，是水土不服，还是
我买的不是季节？眼看着自己又
糟践了两棵生命， 一直心有戚
戚。 但我还是偶尔给它们浇水，

在花盆里埋下有机肥，或许春天
里会有生命的奇迹呢？

柳枝吐芽了， 三角梅没有
动静；樱桃开花了，米兰依然如
故；桃花开遍的时候，米兰开始
长出嫩绿的小叶， 三角梅也露
出了叶芽。它们都还活着！我心
里又充满了希望， 把花盆移到
阳光充足的阳台， 把细细的蚕
粪撒在花盆里，浇水，施肥，一
样不落。 枝叶随着温度的升高
渐渐繁茂，没奢望它们能开花，

只要它们枝叶茂盛， 给房间增

添一抹绿色，我就满足了。没想
到，它们却热热闹闹地开花了，

怎能不惊喜！

谁说有心栽花花不成，只
要用心，总有花开的一天！

静静的读书， 汲取书籍的
养分，默默地写作，积累思想的
花蕾， 也许有一天会开出芬芳
的文字花朵；洗衣做饭，相夫教
子， 安然的守着那个温暖的小
窝，看儿子茁壮成长，老公意气
风发， 心里开出温馨的幸福之
花；认真工作，用拳拳的爱心呵
护那些幼小的心灵， 为他们浇
灌知识的泉水， 埋下勤奋善良
的肥料， 有一天他们也会开出
灿烂的花朵……

那次放假回老家， 一个年
轻漂亮的姑娘跟我打招呼，我
没认出来。一问，原来是以前教
的学生，大学快毕业了，上的也
是师范，假期准备考特岗教师。

记得她上学时成绩不是特别
好，家庭也困难，走路总是低着
头， 我鼓励过她， 她居然还记
得。谈起班里其他的同学，有上
军校的，有考飞行员的，有学土
木工程， 也有打工的……无论
怎样， 他们都将开始他们精彩
的人生。 生命之花，慢慢绽开，

开在祖国需要的地方。 我看到
了另一种花开！

生活中处处有花朵， 用心
经营，它就会芬芳四溢，花香袭
人。 不懈的耕耘，耐心的守候，

我待花开，默默地，在流年里，

寂然，虔诚……

我待花开
董余兰

品时空诗

“四苦”精神魅力绽放
———商城县观庙高中建校

40

周年感怀
易成联

驼峰山逶迤叠翠，

万象河碧波荡漾。

传说这里是女娲补天时，

刻意将五彩石落下的地方。

形如鲤鱼地，

山依水傍。

山不高，

但山的气势似麒龙腾翔。

水不深，

逢雨后水涨，

就呈现鱼跃龙门的壮观景象。

岁月如梭，

光阴匆忙。

高考招生的恢复，

似霹雳春雷响，

催生万物萌发盎然生机。

如春风化雨，

滋润着求知若渴学子们的心房。

从此，观庙乡的后生们
能够昂首阔步，

走进了潜心读书的课堂。

四十年的斗转星移，

四十年的寒来暑往。

万余名榜上有名的状元学子，

纷纷从这里一路出发，

怀揣着走出山乡、报效祖国的志向，

听从党的召唤，

步入兴我中华的征程上。

在令人向往的高等学府里，

修身、治学、提素养。

承接着状元乡“四苦”精神的风韵，

续写着自己大写的人生华章。

教师苦教，

大爱师魂挺起驼峰般的脊梁；

学生苦学，

勤勉校风营造世外桃源般的风光；

家长苦供，

讲述着“可怜天下父母心”的动情故事；

社会苦助，

诠释着“众人划桨开大船”的神奇力量。

今天，在这橘黄橙绿的金色时节，

我们欢聚一堂。

追忆过去的峥嵘岁月，

回眸过去的拼搏时光。

四十年的奋斗历程，

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

是土生土长的“四苦”精神的凝结和发扬，

才有了观高今日的模样。

忆当年，话展望，

“四苦”精神传家宝，

文化基因是滋养。

彰显传承为己任，

精神永续万年长。

引领母校大发展，

引领人生不迷向。

祝愿母校人才出，

祝福学子成栋梁。

报效祖国显身手，

反哺家乡树榜样。

无论母校走多远，

无论岗位在何方。

成功昭示君须记：

艰苦奋斗永远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