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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里行间 纸短情长

老师，祝您节日快乐！

青岛第六十六中学是陪伴我度过两年
高中生活的母校，每每回想起来，心中都
充满着感激。在这里，我不仅收获了受益
至今的知识，更树立了求真务实、自律自
主、求知求进的人生态度。

难忘的校园里，有着难忘的师生情。
现在的我，坐在电脑屏幕前，回忆起过往
在学校里的点点滴滴，总觉得每一件细微
小事都仿佛发生在昨天。那些记忆遥远却
清晰，那些人，那些事，一切如昨。

我想起自己第一次走入六十六中，那
还是在 6年前。时光荏苒，转瞬即逝，而
现在，我已经在俄罗斯莫斯科大学度过了
4 年时光。我多么想回到母校，再去看看
那熟悉的校园、熟悉的老师，重温中学阶
段的美好时光。

作为学校 2015年 9月招收的第一届俄
语班学生，在六十六中的两年时光里，学
校给我们提供的“后勤保障”十分给力：
从外省市为我们调来俄语教材、准备了种
类丰富的俄语书籍建立图书角……学校给
我们提供了优质丰富的教育条件，让我
们不仅能够坐在教室里学习俄语知识，
还可以参加游学、文化交流等多姿多彩
的活动。我和同学们深刻地感受到学校
对我们的关注与期待，而学校提供的锻
炼机会也提高了我们的文化适应能力，
让 我 们 得 以 在 初 到 俄 罗 斯 之 时 ， 敢 于

“张开嘴，迈开腿”，以较为轻松的心情
适应异国他乡的环境，感受当地的风土

人情。
虽已过去 6 年，但我仍忘不了班主任

老师在三尺讲台上辛勤耕耘的身影、在教
室里神采飞扬地讲课、像母亲一样对我们
的爱护与叮咛；忘不了她一次次放弃了午
休时间，为我们答疑解惑，有时甚至连饭
也顾不上吃。

教诲如春风，师恩似海深。感念师
恩，我忘不了第一次参加全国俄语大赛
时内心惴惴不安的场景，但当看到校长
在一旁笑着给我加油鼓劲儿，心中仿佛便
有了底气。我想起他曾说过：“只要认真拼
搏过，不管结果，都不算辜负自己……”
那一次，我最终以优异的成绩给母校争
了光。

感念师恩，我忘不了每一位任课老师
不辞辛劳地付出，就是为了让我们每一名
学生都能顺利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幸运
的是，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我们班的14
名同学全部考入莫大，大家得以相会于莫
斯科列宁山1号，再续同窗情谊。

感念师恩，我忘不了教务主任像父亲
一样，一直在为我们默默付出，提供帮
助。他带队前往莫斯科，送我们入学，同
莫大老师确认每一名学生的入系情况。对
于我们这些第一次远航的学子来说，真真
切切地感受到了父亲般的关爱，让我们的
心不再忐忑，不再孤单。师生间依依不
舍、互道珍重，莫大校园里的一草一木、
一砖一瓦都是见证。

我们在高中母校温馨的抚爱中长大成
人。母校总是及时地把一缕缕温暖送到我
们心田，让我们得以守住品性，守住那份
赤子之心。

值此教师节之际，请收下学生衷心的
感谢、崇高的敬意与诚挚的祝福：敬爱
的老师们，您辛苦了！祝您节日快乐！
（作者系俄罗斯莫斯科大学中国留学生）

相会在莫斯科列宁山1号
鞠云晖

不久前一次与好友的交流中，我们不约而
同地谈到了被授予“七一勋章”的张桂梅老
师。我们在被张老师的高尚品格深深折服的同
时，也回想起自己一路走来，身边曾遇到过的
良师益友。的确，很少会有一种职业像教师这
般，甘愿成为一代又一代人的助推器，饱含热
情地将最美好的青春挥洒在三尺讲台。

回想起我的求学历程，也总是十分幸运地
受到众多优秀老师的教导。其中对我影响最深
的有两位，一位是我的第一任班主任，另一位
则是我的大学物理课老师。

我的第一任班主任姓董。在我初次背上书
包、迈入教室的时候，董老师也刚刚走出大学
校园不久，正跃跃欲试地准备站上讲台。尽管
相聚在教室内的我们都是“新人”，董老师却表
现出极为专业的职业素养。她行事利落，温柔
又干练，往往能用最温和的方式来耐心教导我
们这几十个活泼好动的孩子。即使在几年后我
们离开她所在的班级，她也仍旧在关注着我们
的成长。这份责任与爱护，令我每每回想起来
都觉得感动而温暖。

多年后与董老师的再次碰面是在留学临行
前，我与昔日同窗一起回到母校看望她。我们
走进校园的时候，她正在给学生们上那天的最
后一堂课。教室里，她像当年一样，认真地捧
着一颗心、守着一群朝气蓬勃的孩子，热情洋
溢地讲述着课文内容。

临近下课，董老师希望我能给学生们讲讲
大学的趣事和留学的规划。她说，她希望我的
分享能在学生们心中埋下一颗种子，给他们加
加油、鼓鼓劲，让他们知道，未来有一个更加
丰富多彩的校园正在等待着他们。

那次分享，却让我在过程中真正体会到教
师工作的不易。孩子们叽叽喳喳的，想要吸引
他们的注意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想来，在

校园读书的时候也没少让董老师着急。但她耐
着性子，呵护着学生一点点长成参天大树。学
生延展出的每一根枝芽，都包含着她的付出、
辛苦与满足。

与董老师叙旧间隙，我才忽然注意到岁月
在她脸上留下的痕迹。是啊，我刚到董老师班
上时，她还是一名毕业不久的大学生，而今已
过去了近 20年，董老师将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奉
献给了讲台和一批又一批学生。她就像张桂梅
老师一样，尽自己所能帮助学生们更好地成
长，却不图这么做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回报。

在学生的眼中，高尚的品格让像董老师一
样的老师们虽历经岁月洗礼，却风采依旧。

第二位深深影响我的老师，是大二时教我
物理课的李教授。事实上，我与李教授并未有
过单独交流，也许，他甚至都不记得曾经有过
我这么个学生。但是，我却被李教授身为教师
所持有的那份热忱所感动。

一方面，他在讲台上兢兢业业，生怕因
“个人能力有限”而耽误了我们的进步。事实
上，李教授治学严谨，在学界颇具口碑，只是
他对自己要求极高，在他的心中，教师的职责
有千钧之重，丝毫不敢松懈。另一方面，李教
授相信学生们必将成长为祖国的栋梁之材，有
着家国情怀的他也在尽自己所能，为我们指明
前进的道路。

事实上，李教授的这份职业坚守也在深深
影响着我。这两年，我在异国他乡求学，正常
的生活和学习节奏被新冠肺炎疫情打乱，他的
谆谆教诲犹在耳畔，给了我克服困难，继续前
行的勇气。

惊闻李教授去世的消息时是在大四，如
今想起他的样子仍会感到惋惜和悲痛。给我
们授课时，李教授已过古稀之年，但精神矍
铄。世事难料，从此，科研领域失去了一位

好学者，学生也失去了一
位好老师。

我想，有幸成为李教授
学生的人，也必定会像我一
样，永远缅怀这位品德高洁
的老师。

如今我马上就要告别学
生时代，踏上工作岗位。回
想起近20年的求学历程，真
心感谢每一位曾指导过我的
老师。

我唯有怀以初心，矢志
前行，才能不辜负一路成长
中老师们的殷殷期盼。

（作者曾留学于澳大利
亚墨尔本大学）

在我的记忆里，他是那么的儒雅：戴着一副半框
眼镜，留着便于打理的“板寸”。他的脚步略快，总
是笑呵呵地与学生们打招呼，“毛老师早！”“毛老师
好！”……学生们也亲切地向他问好。

中学时代里，他如同一座灯塔，引领我走出曾经
的迷茫、彷徨与失措，在无助的“黑夜”里给予我最
明亮的光芒。

刚上高一的时候，我非常热衷于参加学生活动，
办社团、创期刊，在学习上没花多少心思，成绩也因
此一落千丈，甚至一度在我们全年级的考试中成绩排
名倒数几十位。这在绝大多数人将学习成绩放在首要
位置的高中时期，显得格外另类，我也因此成了大家
口中的“差生”。

要知道，一旦成为了“差生”，想要摘掉这个标
签并不容易。而“差生”也会面临来自外界更多的压
力：按照学习成绩的名次分配考场、每逢考试过后张
贴排名时一些不经意的冷嘲热讽甚至并无恶意的玩
笑、来自师长的无奈眼神或者同辈的“挪桌”，都足
以让十五六岁的我陷入理想与现实、希望与失落的不
确定感与不安之中。

与毛道生老师相识是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是学校
负责学生德育工作的副校长，我邀请他为期刊写卷首
语。进入办公室前，我内心是非常紧张、惶恐的，很
担心毛老师问起我的学习成绩。我心想，他要是知道
我是一个“差生”，很可能会拒绝这个邀请，甚至还
可能会要求我把社团和期刊都停掉。

思前想后，我还是决定碰碰运气。我鼓起勇气走

进了他的办公室，表明了自己的来意。
意外的是，毛老师早就知道了我的名字，他此

前就听其他老师说起过，我因为学生活动而耽误了
学习成绩。毛老师语气温和地和我说着话，眼角
带着暖暖的笑意，很快便让我的顾虑和紧张烟消
云散了。

毛老师与我谈了很长的时间，他并没有否定我热
衷于学生活动的行为。他认为，我办社团、创期刊实
际上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这种实践中的学习也非常
重要。考试成绩绝不是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每个学
生都是不同的，都有自己的擅长与闪光之处，而我在
高中阶段能够发掘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实干精神，实际
上是一件好事。

最后，毛老师欣然答应了为刊物写卷首语的
邀请。

几天后，我收到了毛老师撰写的卷首语《人文素
养有多高，人就能走多远》。他这样写道：“一个人的
思想深度、视野广度和修养厚度才是真正决定一个人
发展的潜质和后劲”，并给出了4点建议：“剔除学习
的功利色彩；阅读经典，拓展视野；从榜样身上汲取
养分；在实践中内化和升华”。

他还特地在文末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本文有感于一批有志向的树德学子创办了人文哲

学社，并通过《水底文房》社刊来扩大影响，广寻同
道人，我这位教育者深感欣慰和振奋，于是应邀写此
短文，以为之摇旗呐喊，壮大声势。

后来，毛老师告诉我，这篇卷首语，是写给我们
期刊的，也是写给我的。我很幸运，遇见了毛老师，
没有迷失在青春时期，也没有失去青春的自信。在后
来的高中时光里，毛老师也总是鼓励我勇敢地做出自
己的选择，永远要有理想、有闯劲。卷首语中的4点
建议，也就成了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信条之一，让我能
够在实践中不断摸索前行。

同样是在毛老师的鼓励下，比我大一级、热衷于
拍电影的“差生”师哥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后成为了
一名颇有成就的青年导演；与我同级的、热衷于参加
跨文化交流活动的一名“差生”最终成为了精通多国
语言的优秀同声传译……

我想，一定还有更多学生在毛老师的鼓励下找到
了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他们正向着梦想中的灿烂千
阳一步步前进着。

明天就是教师节了，毛老师，节日快乐！无论学
生在哪里，都忘不了最初与您在办公室的那次交谈，
师长眼神中的信任和期许，曾深深鼓舞了一个十五六
岁的少年。

（作者曾留学于英国利兹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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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老师，你会想到什么？
有人说是“种子”。因为老师将一个个梦想种进了学生心里，这颗种子慢慢长大，积蓄力量，总有

一天会破土而出，开花结果。
有人说是“灯塔”。因为老师常以智慧和勇气育人，他们不仅在课堂上教授知识，自身崇高的人格

境界更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学生，帮助学生迈向更开阔的人生……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书声琅琅的地方，总少不了理想与希望，少不了信心

与光芒。在第三十七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不少海外学子借文字抒发对师长的敬爱之情。“捧着一颗心
来，不带半根草去”，每一张亲切的笑脸、每一句温暖动人的关怀、每一个答疑解惑的时刻汇成了学生
心中老师最美的模样。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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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大学校园风光。 于子亭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