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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龚国祥校长来说，最能抚慰心灵
的声音，就是孩子们的读书声。

在深圳经济特区成立 40周年之际，深
圳市委市政府表彰了 40位为深圳经济特区
建设做出过突出贡献的人，我在其中看到
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深圳外国语学校创
校校长龚国祥。

和龚校长相见已是 10多年前了，那时
他刚刚从校长位子上退下来，为表示对他的
敬意，当时作为深圳晚报总编辑的我，特地
把他请到我们报社来坐一坐，一晃10年了，
我突然想去看看这位受人尊重的老校长。

一

没想到，已退休 10多年的龚校长，还
在教育岗位上，那天我是在深圳外国语学
校国际部的校园里，看到仍是当年模样的
老校长。

有一种人，年轻时看起来见老，可岁
月的痕迹在他身上显现得也慢。龚校长就
是属于这类人，他还是 10年前的样子，头
发稀少了，但不秃顶，行动缓慢，但精神
矍铄，脸上永远带着浅浅的笑，但笑容一
直让人感到诚恳和亲切。龚校长被表彰
后，网上有当年的学生留言：看到龚校长
的名字，就想起他的亲切笑容，我为此生
遇到这样的好校长而感到骄傲。

我看到龚校长那熟悉的身影时，他正
背着手缓慢地走在教室的走廊上，教室里
正传来一阵阵孩子们用英文朗读的声音。
我想起了当年龚校长说过的一句话：每天
最能抚慰他心情的声音，就是孩子们的朗
朗读书声。

在没退休前，他每天早上都是 7 点 10
分前到校，在学校门口迎接每一位同学和
老师，然后穿行在校园的教室间，听着同
学们朗朗的读书声，他说，那是他一天最
惬意的时刻，因为他从读书声中，看见未
来，龚校长就是这样理解自己的使命的。
几十年来，风雨无阻每天提前到校，所
以，他给深圳外国语学校的孩子们留下一
个极其亲切和深刻的印象，每天走进校园
就见到面带笑容的校长，这成了许多学生
后来美好的回忆。

我看着这座已拥有 1000多国际学生的
现代化校园，真不敢想象，这是龚国祥退
休后，又受深圳市领导委托，在一片荒草
地上建起来的新学校。

据我所知，龚校长几十年来，白手起
家办起了 3 所外国语学校新校区，每一所
校区都成为深圳的名校。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二

龚国祥是广东梅县人，受客家人浓厚的
传统文化氛围和父母言传身教的影响，他自
小就刻苦读书，成绩一直优异。1965 年，品
学兼优的龚国祥考入广州外国语学院，大学
毕业后被分配到惠州市博罗县杨村中学当
老师，由于教学成绩好，被调入县重点中学
博罗中学任教。1984 年龚国祥通过考试调
干，来到建立特区不久急缺优秀老师的深圳
中学当英语老师，然后辛勤地从班主任做
起，一直到1990年任深圳中学教导处主任。

这一年历史给他带来一个机遇，使他
有机会白手起家创办了一所名校——深圳
外国语学校。

1990 年 1 月，龚国祥陪同市领导赴京
津两地考察外国语学校。经过 10年的快速
发展，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因外资
企业大规模进驻，对外贸易进出口交流日
趋频密，急需大量外语人才，这时市领导

觉得要办一所培养外语人才的学校。
当年 3 月，深圳市委常委会议作出了

创办深圳外国语学校的决定。筹建外国语
学校的重担就落在了龚国祥的肩上。市领
导以不容置疑的口气，把外国语学校的开
学时间定在当年的9月1日。

龚国祥的身上反映的就是早期深圳人
身上那股“敢闯精神”，从 3 月到 9 月，只
有不到半年时间，除了一个“光杆司令”，
老师、校址、教材、学生都不知在哪里。
但龚国祥在各方支持下，就是用半年时
间，把一个外国语学校的牌子给挂起来
了，而且按时开学了。

没有校址，就借了深圳中学劳动技术
楼的二楼 4 间教室，连同龚国祥在内一共
只有 4 名老师，其它课程请深圳中学老师
兼。招生的考题，英语题由龚国祥亲自
出，语文、数学请深圳中学老师代出。第
一期招了51名学生。

开学典礼因为没有操场，就在教室里
挂一面国旗，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校
训被定为简单的4个字：爱国、求知。

这是龚校长创办深圳外国语学校的第
一个经典画面，师生们在国旗前唱着国
歌，学校就这样办起来了。

三

1年后的1991年3月，市里把燕南路畔
原深圳市建筑工程学校迁出后的旧址，给
了刚创办而没有校址的深圳外国语学校。

从此，学校开始了艰辛的跨越式发
展。1991 年第二届招生 200 名学生，1992
年第三届招生300名学生。

我们还是从学校的办学水平，来看看
这个学校是怎么一步一步地建成了全国名
校的。1996 年 7 月，第一届初中学生高中
毕业了，全部 51 名学生 100%考进了大学。
接下来深圳外国语学校把高考录取率100%
一直保持到今天，后来高考重点大学的录
取，也一直保持在 90%以上。深圳外国语
学校成了一位难求的全国名校。从该校毕
业的学生们，无一不自豪自己是“深外”
毕业生。

从办学程式，到教材授课，到校风校
貌，到学生的个性化培养，到人性化的教
师管理，每一步都透着龚国祥校长的心血
和探索。

2001年，学校成立 10周年之际，被国
家教育部批准为全国首批可保送 20％高中
毕业生上重点大学的外国语学校，每年保
送上大学的人数为广东全省之冠。深圳外
国语学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及办学成效，受
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成为了深圳城市
的一张亮丽名片。

于是，一个突出的矛盾出来了。
此时蓬勃发展的深圳特区人口急增，

对教育的需求自然急增，可校园面积的狭
小，成为制约学校发展的瓶颈。

这时，深圳市委市政府对深圳外国语
学校提出了一个看起来极难完成的要求，
学校急需扩大，仅高中部就要从每年 4 个
班的招生规模，扩大到每年招20个班！

在深圳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大力
支持下，新校址被规划于深圳市盐田区，
这里濒临美丽的大鹏湾，背靠梧桐山，面
向南海，风光是美丽，可它还是一片保持
着原始生态的处女地。龚国祥要在很短的
时间内，在这一片山岗上，建起一所能容
纳60个班3000多名高中生学习生活的全寄
宿制高中。

于是，因长期患有胃病而身体消瘦的
龚国祥校长，以他 20年办学在深圳积累起
来的“美誉度”，一个一个部门跑，跑规
划、跑设计、跑经费、跑施工、跑教学设
备，一个个部门都为他开绿灯。学校的规
划面积从 9 万平方米，扩大到 13.2 万平方
米；基建投资由 1 亿元增加到 1.8 亿元；
5000 多万元的大型教学设备添置等专项经
费，全部纳入市政府年度财政预算。不仅
如此，学校所在地盐田区政府，还专门拨
出近4000万元用于新校址的土地购置。

最令人感动的是，龚国祥发现正在修
建的两条重要交通干道原规划路线都要从
新学校门口通过。为担心对学校教学造成
影响，他向有关部门反映后，市政府立即敦
促规划部门对原施工设计方案进行修改，
仅此一项，政府就多支出了6000万元。

都是为了明天的孩子。
尽管如此，在一片山岗上凭空建起一

所大型学校，那巨大的工作量，不是我们
所能想象的，学校自 2001 年 3 月开始动
议、规划、建设，市里要求 2003 年 9 月开
学，只有短短两年时间，所有人都怀疑学
校能不能按时开学。

这一切都形成了强大的压力。可龚国
祥那因消瘦显得有点单薄的身影，却直直
地挺着腰杆，他仍然保持着那不急不慌的
习惯，把一切压力放在心里，转到默默地
行动上。

他在采访中告诉我：2003 年的 9 月 10
日，是他一生中又一个永远难忘的日子。在
新校址崭新的塑胶操场上，整整齐齐地站着
新招进来的 20 个班的高一新生，还有从旧
校址迁来的学生，一共 1500多人，举行了庄
严的升国旗仪式，一座美丽的现代化校
园，就竖立在美丽的大鹏湾畔。

从此在这个大鹏湾畔，响起了朗朗的
读书声……

2003 年 9 月，深圳外国语学校高中部
正式投入使用。一年后，高中部迎来搬迁
新校区后首次高考，一名同学以满分 900
分夺得广东省高考理科状元，有 77名同学
被保送升入国家重点大学，高考升学率继
续保持在100%。龚校长向深圳人民又交了
一份满意的答卷。

深圳外国语学校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
多语种外国语学校，开设了英语、日语、
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俄语共 6 个语
种。由于重视对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
高，十几年来，“深外”学生不仅在各种外
语专业比赛中屡获大奖，还曾夺得过全国
中学生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竞赛一等
奖，广东省高考英语单科状元、广东省高
考语文单科状元、广东省高考理科状元等
桂冠。10多年来，“深外”毕业的学生已遍
布世界 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以出类拔
萃的表现，赢得有关高校和用人单位的好
评，更多的学生在国外学有所成后，又回
到国内服务祖国。

在“深外”这所以“一切为了学生的
发展”为己任的学校里，学生是真正的主
体。学校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用务实的
行动去影响学生，把“爱国，求知”的理
念，深植于学生心灵的沃土。“用爱美化心
灵，用心关爱世界”，是“深外”引导学生
学会做人的目标。校园处处充满着温暖的
关爱之情，爱的阳光照耀着学生健康向
上，爱的力量鼓舞着学生奋发图强，因
此，学校追求的是学生素质的全面发展。

四

2009年2月9日，担任深圳外国语学校
校长 19 年的龚国祥，正式卸下这一重担，
光荣退休了。

可是，没等他歇一会喘口气，市领导
请他发挥余热，再为深圳的教育事业添砖
加瓦。于是，已经退休的龚国祥又披挂上
阵了。

深圳经济特区经过多年建设，城市国
际化程度越来越高，为解决建设国际化都
市过程中需要的教育配套，给在深圳工作
的外籍和港澳台人士子女提供条件，市政
府决定创办深圳外国语学校国际部，请龚
国祥担任筹备组组长。

龚国祥第一次来到规划中的校址时，
荒地上的野草长得比人还高。仍然一切从
零开始。可这是办国际学校，从学校规
划，到外籍校长老师的聘用，教材的选
取，学生的招生，一切都是采用国际化的
标准，一切都是新的。

2010 年 4 月 29 日正式开工建设，2011
年 9 月新学校就开学了。如今学校从幼儿
园到高中，共有 1000多名学生，仅外籍老
师就有 100 多人。国际部在短时间内，实
现了从幼儿园到高中的国际文凭课程建设
和国际教育认证的双突破，实现了初创阶
段的跨越式发展。龚国祥在努力把国际部
办成一流的国际学校。

这是龚国祥退休后，又办起的一所全新
的学校，他没说累，而说这是他的的幸运。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
是龚校长一直铭记于心的陶行知的话。龚
国祥在深圳教育界耕耘了几十年，亲手创
立了几所名校，30年来，学校培养了几万
名优秀的学生，至今他仍如他那轻轻的脚
步一样，静悄悄地来，静悄悄地去，不打
扰孩子们的读书声，他始终是点亮孩子们
三尺书桌的那根蜡烛……

这样的人，在平凡中透着内敛的伟大。
所以，我们尊重他。

我的岳父名叫胡安·卡洛斯·艾斯米勒，自
从成了他的女婿后，我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中西
文化差异的有趣故事。

要说我岳父，得先说我的妻子玛丽·安东尼
娅·艾斯米勒。她从小迷恋亚洲文化，尤其喜欢
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她考上日本映画大学的第
二年我也考上了映画大学，论辈分是我的师姐。

映画大学毕业后，我们在西班牙大使馆办
理了结婚手续，一年后我们决定同去她老家西
班牙巴塞罗那。于是我便和岳父胡安·卡洛斯打
上了交道。

岳父退休前在一家有百年历史的大型颜料
厂做会计师，该厂生产的颜料曾被毕加索、米
勒和达利等世界级画家选用。上世纪 90年代开
始，中国产物美价廉的颜料大举进入西班牙，
那家颜料厂决定只留下制作高级颜料的车间，
而中低级颜料则从中国进口，由他们改一下包
装出售到市场上。由此岳父开始接触到中国文
字，他最不解的是，中国字为什么都是方块形
状？他问我，我这样回复，中国有句古话叫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就是做人做事有了规
矩才能做好。我的名字叫“方”，意思是我是个
有规矩办好事的人。

岳父听后似懂非懂地说，嗯嗯，哈哈，好好。
打那以后，岳父每次见到我都问一个问

题：巴塞罗那到上海几个小时？多少钱机票？
上海的天气和巴塞罗那一样吗？开始我很认真
地回答，飞机十几个小时，600欧元机票钱，天
气比巴塞罗那稍冷一点。他听后也是，嗯嗯，
哈哈，好好。

几天后在他家吃饭时还是问老问题，我怀
疑老人家是健忘。我妻子说，这是长辈对小辈
的关心，你怎么回答都行。原来他真是只管
问，不在乎回答是否正确。

岳父好吃好喝不好动，身体奇胖，肚子大
得惊人，一顿饭菜的量至少是我的两到三倍。
我就投其所好，把中国菜肴做给他吃，我最拿
手的是番茄炒鸡蛋，青椒炒肉丝，还有大块红
烧肉，每次他都吃得“爱不释口”。

我还有个拿手绝活就是大白菜肉丝春卷和
甜味豆沙春卷，那可是上海百年老店沈大成点
心店的传家配方，我的咸甜春卷一上桌，果然
让岳父吃到把胃袋撑破还不能罢手住口。

有天妻子对我说，下个月是老爸 70 大寿，
你要准备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礼物给他。我思考
许久，决定给他一个中式痰盂罐，可以让他晚
上少走几次洗手间。当地华人经营的百货店没
有这玩意儿。我无奈之下一个越洋电话打到老
家上海请我母亲淘宝，我还叮嘱一定要有双喜
字的。可惜那时还没有淘宝网，我母亲问了多
家杂货店都说现在没人用痰盂罐，好在母亲坚
持不懈终于在郊外一家杂货店找到，还真有双
喜字。老板说，这痰盂罐在这里 5年无人问津，
今天终于遇到识泰山的慧眼。

母亲用快递邮寄到巴塞罗那。岳父 70大寿
那天，来的亲友是一个加强排阵容。我也大显
身手端上了红烧肉、春卷等传统中国菜。酒足
饭饱后，亲友们纷纷拿出礼物赠老寿星，大多
是衣服、裤子、鞋子之类，只有我的痰盂罐最
抢眼，西班牙亲友们都不知其为何物。我给岳
父卖了个关子，请他猜猜作何用，为期3天。

老岳父夸海口说，凭我多年的会计经验，
准能猜出。

3 天后他来电话让我去他家，说是揭晓谜
底。我到后一眼看见圆桌上有个东西高高隆
起，上面盖着一块大花布。岳父说，你让我猜
的答案就在这里，然后他像魔术师一样将花布
掀开，在我眼前就是那个远渡重洋来到西班牙
的痰盂罐，里面堆放着满满的新鲜水果！

事到如今我只能将错就错，如果加以纠
正，恐怕要让老人家大大失望。我干脆向他解
释了红双喜的意思，我进一步阐释，双喜上面
加水果那是喜上加甜。

那天老人家和我聊得很兴奋，我邀请他去
上海旅游，但他说，由于身体过胖，飞机的椅
子太窄，不适合他乘坐。

打那以后他把我的痰盂罐礼物恭恭敬敬地
放在酒柜上面，而且新鲜水果不忘调换。

时间到了2005年，老人家步入80高寿，由
于他的体重和巨大的食欲导致他中风倒地。他
的体重由 120 公斤急剧下降到 80 公斤，每天靠
打点滴维持生命。我每隔一两天去医院看望
他。老人家总要对医生护士介绍说，我的中国
女婿，上海帅哥。

一天在医院里，他要我捏着他的手，他说
我现在可以坐飞机啦，医生帮我成功减肥。我
一直捏着他的手说，好的好的，等你一好我就
去买机票。老人家听后流出了眼泪，估计他知
道自己的生命就要走到尽头。

岳父去世后，我在盖棺之前将一张我亲手写
有“上海到巴塞罗那飞行时间是14小时左右。机
票价格是600欧元左右。上海和巴塞罗那的温差
是5度左右”的A4纸放入岳父的棺材中，让这些
永远伴随老岳父一路走好。

从小喜爱读书，至今依然。读书
使我们眼界开阔，明白是非，懂得做
人和做事的道理。通过书的方寸之
间，打开了一扇扇窗户，使我们看到
了广阔的世界，看到了银河外的星
体，看到了千百年历史的沉浮，看到
了昨天和明天的美好，使我们每一个
人的内心世界都变得丰富而充实。

我没去过泰山，也没去过非洲和
欧洲。但我却见过泰山日出壮观的景
象，领略过非洲大陆美丽的热带雨林
和异国他乡的风土风情，更被南极冰
天雪地的冷静高远和圣洁深深陶醉和
吸引。这是因为读书使我身临其境，
如闻其见。读书使我们心归于宁静，
浮华顿消，烦躁远去，灵魂净化，思
想升华。书一本一本读，时光从指缝
间溜走，蓦然抬头，那份书卷之意从
内心悄然映在脸上，表现在言行中。

读书让我们多份智慧，读一本好
书就像是与一个高智商的人在谈一席
话。通过读书可以为自己营造充实高
尚的精神世界，并从这种高尚的精神
活动中享受一种特殊的欢乐。

真正的读书，要有一份宁静的心
态，它发自于读书人的内心世界，与
读书人灵魂相契，而与功名利禄无
关。所有的享受都有厌倦的时候，唯
有读书除外，生活中的一些亲人和朋
友都会有离你而去的时候，也唯有书
一生永远不变。

在与书的交流中，心灵激发的喜
怒哀乐焕发出各种异彩，所有潜藏在
书本中的人和事，便同样随之复活，
与读书人欣然相遇、相知、相契，读
书人于是获得了一种无法言传更无法
代替的人生体验。读书使你醒神益
智，远瞩高瞻。见多才能识广，在接

触新鲜事物、体验不同文化的过程
中，会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理解别
人。心胸会慢慢变得宽广，人生的格
局便会徐徐展开。

爱读书的人和不爱读书的人，小
时候可能并没有多大区别，但是等
他 们 长 大 后 ， 谈 吐 举 止 会 迥 然 不
同。很多人说起读书，都会有这样
的感受，小时候读过的书，长大后
书名和作者都忘记了，情节也不太
清 楚 ， 但 是 自 己 被某一个细节深深
地震撼过，静静地躺在心灵深处，只
要被某一个点激发，就会喷薄而出，
影响自己整个人生。能做一个真正的
读书人，也许是造化赐予人一生最大
的福份。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
梯。”一生读书，一生与书相伴，不亦
快哉，不亦乐乎！

秋风冬雪，把后院枫树的叶子
褪尽。褐色的树干，衍生的枝杈
上，托着一个藤篮似的鸟巢，与树
木融为一体，像特意留给寒冬的果
实。鸟儿飞走了，去温喛的地方。

春日夏时，一对小鸟在后园
飞翔。在草地寻寻觅觅，唅起小
小枯枝，到树上筑巢。细雨中斜
飞，烈日下展翅。那轻盈的身
影，在空中穿梭，拉着雨丝，牵
着阳光，层层叠叠，用嘴上的唾
液，叠起自己的窝；用羽衣下的
心血，筑起温暖的家。

爱的结晶在这里孵化，小小
鸟沐浴露珠阳光，发出第一声啼唱。翅膀硬了，飞
向广阔天地。树杈上的摇篮，孕育着鸟儿新一代。

鸟儿啊，你可知道，在我那遥远的故土，勤劳勇敢
的人民，用智慧和毅力，筑起一个巨大的钢铁“鸟巢”，
坚如磐石。狂风暴雨，只擦亮挺拔身躯；冰雪肆虐，更
为美景添新衣。

五大洲健儿，在这里竞技，迸发激情和友谊；美妙
的歌声，在这里响起，唱出欢乐和幸福。千万人用心
血铸造大爱，千万双手托举着未来。钢铁“鸟巢”，成
了新时代亮丽的印记。

冬去春来，树上的鸟巢等待小鸟归来；而游子
的心，早已飞向矗立在神州大地的“鸟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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