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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贵州好，锦绣黔东南。
最炫民风多壮美，原生物态更奇观。
天地尽狂欢！

二
凯里好，山水蕴乡愁。
清水碧波歌浪漫，炉峰烟雨舞风流。
不醉更何求？

三
丹寨好，云上有人家。
排廷瀑前泻碧玉，龙泉山上织烟霞。
歌舞绕天涯。

四
麻江好，名重状元郎。
锦绣妆成清梦境，丹青难画彩云乡。
能不爱麻江？

五
黄平好，云贵秀独钟。
苗亻革风情传雅韵，且兰古国探迷踪。
长醉在其中。

六
施秉好，山秀水温柔。
杉木漂流最浪漫，云台问道总风流。
到此作仙游。

七
镇远好，天下太极城。
千载烽烟归尘土，万家灯火作河星。
尽日太平声。

八
岑巩好，风物近蓬莱。
山寺晓钟惊古梦，龙鳌山水醉情怀。
赢得美人来。

九
三穗好，天地呈祥来。
邛水横流多武将，灵山挺秀出文才。
好戏喜连台。

十
天柱好，一柱擎天名。
江水如环添美景，山川似聚盛黄金。
乘醉听歌声。

十一
锦屏好，自古号杉乡。
五岭开屏千丈画，三江织锦万重裳。
可作大文章。

十二
黎平好，山水最多情。
天下侗都风物美，长征圣地曙光明。
四季踏歌行。

十三
榕江好，山水最悠闲。
万户琵琶弹夜月，千年榕树举阴天。
球赛火出圈。

十四
从江好，神秘最无穷。
都柳烟波加榜景，小黄天籁岜沙风。
一见便情钟。

十五
雷山好，苗岭飞歌传：
看景须来千户寨，品茶要到雷公巅。
美酒醉犹酣。

十六
台江好，锦绣古扬名。
独木龙舟争激荡，反排鼓舞竞欢腾。
球赛更风行。

十七
剑河好，十里险滩幽。
水鼓舞来天地动，温泉洗去古今愁。
携手美神游。

望江南 黔东南颂
（组诗）

□ 龙俊成

全力以赴战旱魔，抗洪抢险显奇功。
体能训练勤测试，紧急避险树雄风。
装备常操娴熟用，解民急难须臾中。
对党忠诚铸队魂，竭诚为民当先锋。

火焰蓝感赋

□ 肖哲

秋之辉煌，来自秋天所走过的每一个地方。
春天是秋天的第一个驿站，是秋天这部戏剧

的开端，是画家绘画的起始之笔。当山峦上最后
一片残雪就在人们凝眸间不见了，迎春花绽开了
春天的大门。小河边上的青石头上，最后一块薄
冰，也倏地不见了，融入春水温柔的怀抱。几只
雪白的鸭子，在春水中舞动红掌，水面上荡起几
圈圈涟漪。此刻，春阳当头照着，山桃花开了，河
边的柳枝露出鹅黄的嫩芽，在春风里摇曳。几只
北回的燕子，停落在远处绿油油麦田上的几痕电
线上。以村庄为圆心，田地向四面八方铺展开
去，一直延展到眼睛望不到的山边。煦暖的春风
中，一只只锃亮的犁铧翻开春天的泥土，泥土的
芬芳直在风中飘溢。老父亲和乡亲们一双双粗
糙的手，在垄沟里播下一颗颗种子。春风中，父
亲坐在地头，吸着一长管老旱烟，在烟雾缭绕中，
一串串苹果花姹紫嫣红，一株株玉米展开五六片
叶子，黄豆渐渐长出几寸高的嫩芽儿，蒜苗和青
葱散发着清香。转眼间，朦朦胧胧的秋天，仿佛
依稀迈着轻盈的步子，在春天的戏剧里行走，在
画家的笔下游动，在沧桑的老父亲和乡亲们的眸
子里闪动。“是啊，是春天孕育了秋天！”老父亲自
言自语地说。他腰弯成一张弓，他背后，是一眼
望不到边的庄稼，郁郁葱葱的。

秋天路过夏天。夏天是热烈的，因为夏天时
常会发脾气，有时赤热炎炎，有时狂风暴雨，雷电
交加。但秋天历经夏日风雨的洗礼，变得越来越
坚强，越来越成熟。就在热情似火的夏天，就连
大自然的画家们，也会神采飞扬，在大地上尽情
挥毫泼墨，使整个夏日变得绚丽多姿。当然，夏
天也会热烈地用夏日时令果蔬招待秋天。于是，
在视野里、田野上，棵棵挺立的玉米林正露出一
簇簇小红缨；又青又红的辣椒，真吸引人的眼睛；
紫红的豆角花点缀在繁叶青藤之间，带刺的绿黄
瓜一天天变大，一串串硕大的西红柿倒挂在绿叶
丛中，紫红的茄子闪耀着晶莹的水珠，那诱人的

清香，在徐徐的风中弥漫着。在暮色四合中，在
月光星光下，村舍静立，竹影婆娑，河流“叮咚叮
咚”响。几只萤火虫，在远处的庄稼地上闪烁。
我想，夏天只是秋天戏剧里的一个发展过程，是
一种历练吧。

秋天是辉煌的。秋天走过春夏之后，变得更
加丰满动人、灿烂辉煌。秋之辉煌，来自秋日的
空阔悠远。绵绵秋雨之后，天空格外蓝，云朵格
外白。静立村庄，炊烟袅袅。蜿蜒起伏的远山，
峰峦叠翠。一群群被惊飞的小麻雀，顿时打破
了秋日的寂静，“叽叽喳喳”地从庄稼地里，逃向
高远的晴空，最后化作几颗黑色小圆点，渐渐不
见了。一曲无词粗犷的山村野调，在旷野里飘
荡。那空旷辽远的秋日境界，是故乡独有的美
感和乡愁。

秋之辉煌，来自秋天的声响。有树叶婆娑起
舞声，有玉米拔节声，有高粱和谷子沉甸甸的穗
子晃动的声音，还有大黄豆蹦出豆荚的声响。这
些声音来自原野叶和叶、秆和秆、穗和穗的摩擦
声，这些声音有时窃窃私语，有时如静夜悄无声
息，有时汹涌澎湃。在秋阳高照下，放眼望去，在
天地之间，这些声响汇聚着恢宏涌动的波浪，演
绎成大自然蔚为壮观的一曲曲乐章。

秋之辉煌，来自秋天的色彩。秋天的颜色是
富有层次感的。站在最高处俯瞰，无论无垠的大
平原，无论高低凸凹的丘陵山川，或者那层层叠
叠的梯田，一道道青绿，一道道金黄，伴随着秋风
相互渲染开来，交相辉映，犹如大地的波纹，抑或
是大地翻腾的波浪了。树叶是金黄的，谷穗是金
黄的，玉米棒子是金黄的，向日葵是金黄色的，尤
其那道道“金黄”的海洋，撼人魂魄，令人心潮澎
湃，使人总想高歌一曲，表达心中的快乐。就在

“青绿”与“金黄”的缝隙里，还夹杂有一道又一道
醒目的红。那是庄稼人种植的红辣椒，有“红线
椒”、有“小米椒”、有“朝天椒”，通红通红的，宛若
一道道红霞轻落在田野里徐徐延展。若到了深
秋，山峦上的橡树和栎树的树叶由墨绿变得金
黄，苍松翠柏点缀其间，黄栌树红叶似火，红彤彤
地燃烧到天边，加上山岗上夕阳的浸染，霞光与
满山黄叶和红叶浑然交融，此刻秋天的大地上，
流丹溢彩，五彩斑斓，无限的壮美。

秋之辉煌，来自秋天收获的喜悦。收玉米是
细致活儿。庄稼人将金灿灿的玉米棒子运回家，
有的晾晒在打谷场上，或者农家小院里，或者平
房顶上，有的干脆穿成串子挂在屋檐下，富有立
体感。乡亲们晾晒的金黄玉米棒子，在秋阳的映
照下，闪耀着迷人的金色光芒。如此的晾晒农事
活动，乡亲们称之为“晒秋”。玉米收获完之后，
只剩下满地里的红辣椒了。乡亲们将红艳艳的
红辣椒采摘回家后，晒在场院里、台阶上、瓦楞
上，或者穿成一串串，挂在屋檐下，与倒挂在屋檐
下金灿灿的一排排玉米串子，红黄相间，分外耀
眼。此刻，你若走进的每个村庄，到处是晾晒的
辣椒红。家家户户，院落屋顶，火红火红，连大姑
娘小媳妇的笑脸，也被红辣椒映照得面如艳丽桃
花。在农家院子里、场院里、果园里，乡亲们还将
红玛瑙的大枣、褐红色的核桃、红润的柿子、黑色
的葵花籽、堆成小山似的红苹果染晒着秋色。总
之，乡亲们晒的是秋天丰收的果实，晒得是一幅
幅绚丽的幸福生活画卷。

秋天如此辉煌，来自大自然的恩赐，来自庄
稼人的辛苦劳作。

我站在故乡秋天辉煌的原野里，举起右手，
庄严地向丰硕的秋天致敬！

秋之辉煌
□ 冯敏生

读书遣长夏，乐而忘暑热。
盛夏时节，阅读是许多朋友的避暑“良方”，

而读一本好书，不仅可以充实时光，也能让我们
把每一个瞬间都过成良辰。

当风撩起窗帘 ，
我躲进书里，
翻开第一页，
走进《我在苗乡当校长》。
陈立群校长是我仰慕的一位教育家。
今天我要以一个受益者的身份，向你推荐这

本《我在苗乡当校长》。
书漾全体书友为此都已经兴奋了好久：因为

非常荣幸，获得陈立群校长的信任，做他的本书
分享会，筹备这场活动，我时刻都有种，能量被重
新灌满了的感觉。

我是这个此次活动的推动者，更重要的，我
相信书漾的书友们一定会成为这本书的受益
者。每每听到看到书友们对此书的精彩讨论，我
都会庆幸自己积极参与，受益颇多。

自从认识了陈校长之后，我就好像抓到了救
生圈，凡是遇到解决不了的难题，我就第一时间
向他求教。

也因此思考何为“教育的本质”，回顾了自己
的成长求学经历：小镇，小镇初中，高中是第一次
离开小镇去到县城，普通二本，贵州毕节……这
些很有可能被随手划过的词语，组合起来，真是
一条曲折生长的成长轨迹。

天地逆旅、人生多憾、因为不足的天赋、环境
的束缚、自身的懦弱虚荣等一系列导致的命运破
洞打上华丽的补丁。

当我有些自暴自弃地用这些标签定义我曾
浑浑噩噩走过的路，又好像人一旦被标签化就会
变得干瘪，仿佛还没来得及浸泡成人形就被过往
匆忙地盖上钢印，薄薄一页，塞进堆积成山的历

史归档文件里。
好在内核不是这样的人，还有阅读这个“避

难所”。“爱具体的人，不要爱抽象的人。要爱生
活，不要爱生活的意义。”就如读陀思妥耶夫斯
基，这样的回望与思考，让我想要变得勇敢与智
慧，想要探索无穷的真理……

《我在苗乡当校长》这本书所散发出来的力
量是很强大的，满溢教育的激情和希望。

我想倡导全民阅读的书漾，有必须要去回应
这种力量。

作为贵州本土读书会的发起人，书里的那些
人那些事，多少让人有卷入漩涡的晕眩感，越深
入了解，越被作品的力量所触动，

进入他无比丰富奇诡的世界，也便有机会在
穿过漩涡后与他一起共鸣生命的诗意、神秘。

一整天一气呵成读完本书，涌上阵阵感动，
一下就把我的心揪起来，顶到了嗓子
眼噎着我。

快三个星期过去了，仍使我潸然
恻然，掩卷而思。翻阅书卷，与书中人
物并肩，感受其命运起伏与微妙情感，
无疑是一件奇妙的事情。本书能够给
读者一种在场感，其行文透露着晶莹
剔透的气质，也许，一个人的命运会透
过各种细节渗透出来。

里面的好多孩子让我心痛，会不

自觉地代入自我，让我着实体验了一把什么是教
育的本质，纯粹的爱与责任，甚至联想到陈校长
在写那些角色时的心疼和痛心。

这本书，从他个人经历切入，面对悬殊差异
的办学基础、迥然不同的办学体制、参差不齐的
教师专业水平，以他在台江民族中学当校长为起
点，挖掘和呈现他的思考方式，对中国教育问题
作出不一样的分析。

陈校长用细腻的笔触，行文间充满“爱与责
任”和“无问西东的诗意”，独属于他的带有全域
性视野的全景“我在苗乡当校长”。

真实有力量的文字记录他在台江那些年的所
思所感，宛如缓缓地展开一幅贵州苗乡教育的长
画卷，让那些我们熟视无睹的细节逐渐灵动起来。

每个时代的进步都有一些伟大的力量来推
动，陈校长无疑是这样的一位教育家，他在教育

一线引领广大教师，用他的智慧和力
量做出伟大的实践，也为我们带来可
借鉴的经验。

他用冷静、温和的眼光，审视当代
中国西部教育的许多难题，从具体的
现象里，梳理出一套方法来。

本书语言干净、洗练，体现着优雅
的诗情和活泼的思力。悲悯之心与深
情在他的笔下如火焰般又亮又暖。与
其说这是一本有关于支教的故事，不

如说这是一本为社会和教育变迁寻找背后根本
动因的思考与回答，陈校长以丰富细腻的触角，
来感知现实，不能忽视作品本身的真情实感，以
及作品背后丰富的思想性和现实土壤。

在这本书里，陈校长既诚恳又直接。等到他
切入问题时，我们看到，他就用明明白白的语言，
来展现敏锐深邃的思想，能用大白话把大道理说
清楚，是一种通透的思想风度。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个苗乡孩子的求学故
事，背后就这样的一条这些年西部教育的主线，
为读者呈现一个有着东部校长 30 年工作经验的
关于西部教育的一套观察世界和思考问题的方
法；这种方法，既在学术精神中，又在学术规范
外，每个人都可以学会和用到。

他的教育思考特别鲜活，特别有启发性，常常跳
过那些艰涩的理论，把问题表达得更加清晰直白。
将他充满教育哲思的实践经验娓娓道来，让聆听者
感受到所谓的教育难题都有简单却有效的破解方
法，并且可以因校制宜，在借鉴的基础上寻求创新。

陈校长在那么多学子的成长史里面，织进了
历史洪流的经纬。“人类道德的基点是爱与责
任”，这一句的深刻感慨从扎实地叙事中沁出，水
到渠成，感人至深。

这是把整个生命融入进去的一次情感共
振。这感觉就像阳光，不但冲破了阴霾，而且日
光如瀑，泛出彩虹。

我觉得，一套理论的价值，不在于新不新，也
不在于深不深，更不在于正确不正确，而在于能
不能形成启发，调动起新的思想和新的行动。

一个人是很难超越既有的意识形态和身份
认同而成长的，只有教育和阅读可以帮助我们完
成这种超越。

至少，他教会我：写不出来就读，读不进去就
写。读写两难，就去生活。

遇到良师 读懂教育
—— 读陈立群《我在苗乡当校长》

□ 张 婷

时光如白驹过隙，转瞬已是日暮风迟。曾经，姐
姐意气风发地站在讲台上，手执粉笔给学生解析世
事方程，满怀壮志，探讨人生几何。而今的她，和我
谈起她的退休生活，语气低沉，流露出些许的失落。

她依旧还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在黑板前挥洒自如
的老师，依旧是那个洋溢着明亮笑容的女子，依旧是
那个处处保护我的强大姐姐。

姐姐是家里唯一接受过大学教育且有正式工作的
女孩（我的几个哥哥都考上了大学），也是十村八寨中唯
一考上大学的女孩。记得她考上大学那年，父母非常高
兴，在家里准备了十几桌饭菜，邀请亲朋好友来庆祝。

姐姐毕业后，正好我小学毕业。因家中兄弟姐
妹众多，且有着以大带小的传统，此时两个姐姐已经
结婚，二哥在乡里工作，所以我和三哥的情况就是，
大哥带三哥，姐姐就带我。姐姐把我带在身边，一直
照顾我，直到我毕业、婚嫁。

与姐姐一起生活的日子里，她接过了父母监督
和教育的责任，在学习上给了我许多指导和鼓励，使
我能坚持不懈地努力学习，不断进步。她教会了我
如何阅读、如何写作、如何计算，并帮助我培养了批
判性思维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在她的帮助下，我在
学业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除了学习，姐姐也是我生活中的导师和榜样。
她教会了我如何礼貌待人、如何照顾自己、如何管理
时间，并帮助我培养了良好的习惯和价值观。在她
的引导下，我学会了如何尊重他人、如何爱护自己、
如何积极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姐姐是一位严谨而热心的数学教师，也一直任
班主任到退休。她不仅对自己有高标准，对学生也
持之以恒，尽心尽责。在教育领域，她凭借独特的见
解和方法，带领学生在省奥数比赛中多次获得冠军，
并多次被评为省级和市级优秀教师。

姐姐的课堂充满了活力和互动。记得那是一个
盛夏的下午，在课间操后，我去学校找她，看到一群学
生围着她请教各种问题。她都耐心地一一解答，在一
问一答中，师生们的笑声和欢乐声回荡在校园中。

姐姐的教育理念是注重实践和创新。她鼓励学生
提问，引导他们探索课外知识，这样能让学生更好地掌

握知识，培养思维能力。她注重引导学生发现问题和
解决问题，激发他们对数学的兴趣和热情。在她的指
导下，许多学生不仅在数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还
在其他学科和生活中展现出卓越的能力。她的教学方
法和经验不仅让学生受益终身，也让同行们敬佩不已。

除了严格的教育理念和认真的工作态度，姐姐
还非常注重与学生的沟通和交流。她认为，只有了
解学生的需求和问题，才能够更好地帮助他们成
长。因此，她总是抽出时间来与学生交流，了解他们
的想法和困难。

六年级的时候，有一个学生在数学考试中发挥失
常，成绩不理想。这个学生非常失落，觉得自己可能永
远也赶不上其他同学了。姐姐发现这个问题后，便主动
找到这个学生，了解他的情况。她告诉这个学生，不要
放弃，要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困难。她还为这个学生制
定了一个学习计划，帮助他逐步提高自己的数学水平。

在她的帮助和鼓励下，这个学生变得更加努力
和自信。他的数学成绩也开始逐渐提高，最终成功
地赶上了其他同学。

玉壶存冰心，朱笔写师魂，这句话形容姐姐再恰当
不过了。在姐姐教学生涯里，她总是带着一颗炽热的心
去面对生活，对每一个人都充满热情和关怀，没有任何
杂念，一心只想着如何传授给学生最宝贵的知识和经
验，传递着情感和价值观，激发着学生的热情和创造力。

我和姐姐亦师亦友，在日常生活中，她往往扮演着
母亲的角色。在我孤身一人到红旗农场后，每当生活和
工作中遇到挫折或情绪低落时，她总是适时给予我关爱
和支持，而当我取得一点成绩和进步，她总是第一个为
我欢呼和庆祝。她的温暖和力量，像一盏明灯，指引着
我前进的方向。特别是在母亲去世后，她在我生活中的
重要性更加凸显，让我感受到了无尽的温暖和安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虽然姐姐已从教师岗位
上退休了，但是她的影响力却远未消退。她的学生
们，那些已经步入社会的成年人，仍然铭记着她的教
诲和榜样。他们将她作为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导师，
引领他们走向成功和幸福。

“朵，你姐姐我，又获得了西双版纳民族舞蹈大
赛一等奖哟！”姐姐高兴得像孩子一样和我报喜。

退休后的姐姐并未停步，她积极投身于社区服务和
公益事业，开始了第二阶段的学习和自我修养。她报名
参加了凯里老年大学，专心学习唱歌、跳舞和演奏，实现
了自我价值的升华。她还参加了社区志愿者团队，为社
区的老人提供帮助，如购物、陪伴、协助整理等。

每天看到姐姐分享精彩而充实的生活，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证明了退休并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
时，我看到她活成了退休后许多老年人心目中的榜样！

姐 姐

□ 杨 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