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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红伟老师是我的初中语文老
师，也是班主任。那时他二十多岁，
中等身材，国字脸，头发微微卷曲，
温文尔雅，1988年从当时的平顶山
师专毕业后来乡中任教。

听宋老师讲课如沐春风，多少
年过去了，我仍念念不忘。记得他
的第一节课讲的是《一件小事》，他
根据记叙文六要素来讲解课文，讲
解深入浅出，声音抑扬顿挫，不觉间
一节课就结束了。我第一次接触这
种新颖的讲课方式，从此更加喜欢
语文了。

宋老师喜欢订阅报刊，常鼓励
学生去找他借书，也常常给我们朗
读优秀文章。我最盼望的是周末
下午的自习课，宋老师缓步走进教
室，环视一周后朗声问道：“都写完
作业了吗？”“写完了。”大家异口同
声回答。“那好，我给大家读文章。”
他右手拿书，左手背在身后，开始
在讲台上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抑扬
顿挫地读起文章。我记得最清楚
的是余华的小说《活着》，宋老师声

音浑厚富有磁性，又声情并茂，文
中情景恍若电影般浮现眼前，我却
越听越揪心，为人物的坎坷命运唏
嘘不已，至今还记得故事情节。宋
老师读文对我影响太深，以至于许
多年后听说《活着》被拍成电影，我
却一直没去观看。

宋老师喜欢写文章，经常在报
刊上发表作品，也经常把他的作品
朗诵给我们听。记得最清楚的是
他发表在县城《鲁风》文学报上的
散文《不再寂寞》，讲述了读师专时
爱的萌动时的心情。受他影响，很
多同学喜欢上了写作并尝试投稿，
我也曾在《鲁风》上发表过短诗，那
时觉得不好意思投稿，心情又很迷
茫，便用笔名“渺渺”投了一首短
诗，没想到被选用发表了。那是我
在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现在
看来虽然幼稚，但对当时的自己是
莫大的鼓励。

读高中后，和宋老师渐渐失去
联系，流年似水，再联系上他已是
19年后了。2015年冬，初中同学刘

亚军突然我把拉进班级微信群，宋
老师也在群里，我惊喜万分地加了
他的微信。

2017 年 11 月，我到上海出差，
吃晚餐时重读宋老师在微信公众
号上发表的散文《时光轻逝，故园
梦回》和《那塘 那树 那人》后，就和
他微信聊天，聊起文学，聊起虽然
喜欢文字，但投稿石沉大海居多，
慢慢地就不想写了。宋老师鼓励
我：“现在流行网上发文，可以尝
试。”还给我推荐了一些文学微信
公众号，让我有空投稿试试。于
是，我翻出几年前写的文章投了过
去，没想到发表了，我渐渐捡起心
爱的文字，慢慢地集腋成裘，还结
交了很多文学道路上的朋友……

我很感激和庆幸年少时能遇到
优秀的宋老师，对我影响深远！怀
念他的课，怀念那一去不复返的旧
时光：窗外杨树的叶子婆娑声响，教
室里，他右手拿书，左手背后，边来
回踱步边抑扬顿挫地读文……

一朝沐杏雨，一生念师恩！

春风杏雨师恩长
◎白晓辉（河南鲁山）

荏子，一种盛名远播的香草，有紫
和白之分。

那年，在焦赞山下的溪谷里，遇到
好大一片茎秆韧长、摇曳惹人的香草，
结在顶端的穗儿，有的干了，有的还开
着花儿，一尾一尾如水中的鱼儿。

下山的时候，看见有人在水泥路
上翻晒这种草，摊开好大一片。

“大叔，晒柴哩？真好闻！”
“不是晒柴，你不知道吧？这荏子

草子儿打下来榨油，没有芝麻油香，可
是比芝麻油有味儿。”

“这草叫啥名字？”我没听清。
“荏子，山上可多了，闲着没事儿，

割割打打，也算是个外快儿。”
几年后，我和朋友又去那个叫白

草坪的地方玩儿，午餐时，店家上了一
大盘子凉拌山野菜，说是荏子，带点小
茴香味儿，鲜香，倏然唤起我小时候的
记忆：春风春日，阳光正好，跟母亲去
姨婆家。大椿树，低灶房，几只长尾巴
喜鹊，叽叽喳喳叫得欢。
快中午时，霜表舅拿
回 一 捆 儿“ 野 芫
荽”，姨婆喜出望
外 ，焯 了 端 上
桌 ，好 吃 得 让
人 放 不 下 筷
子，就是这味
道 。 仅 此 一
尝，终生难忘，
不知不觉，野芫
荽味儿就变成了
老姨婆的味道。

又干净又温暖的老
姨婆，在我心中是替代外婆的
存在。直到七老八十，她的声音都像
少女一样细软清柔。老姨爷是南下干
部，新中国成立后留在武汉工作，老姨
爷两次专程回来接老姨婆，她都坚决
不去。经历过兵荒马乱，加上我外婆
被人骗的悲惨遭遇，成了她挥之不去
的噩梦，连自己的丈夫都不敢相信，怕
被卖了。两人后来离了婚，老姨爷要
走了她辛辛苦苦生下的长子……

香香的老姨婆，苦苦的老姨婆，在
我的记忆里，她就是那棵在清寒的乡
间活过一生的野芫荽——荏子。

荏子又名野苏麻、玉苏子、苏梗，
是一味用途很广的中药。

荏子分白苏、紫苏，同为唇形科紫
苏属的一年生草本植物，在我国有着
2000多年的种植史。北魏贾思勰《齐
民要术》：“苏子雀甚嗜之，必须近人家
种矣。”它们的叶子像藿香，花穗儿挨
着叶柄抽出。紫苏开花有紫有粉，白
苏只开白花，花期8月~11月，果期8月
~12月。因其花、叶、子皆香，招鸟儿，
一直被农人嫌弃。如今作为绿植，大
多城镇都少不了它们的身影。

早年采写人物专访的时候，我也
曾用“紫苏”作笔名，因为这种草泼皮
无赖，连片成群，随生随长，从不嫌贫
爱富。紫苏除了美化环境，茎叶也可
以吃，和白苏一样，是古今大厨制作各
色美食不可或缺的作料。而白苏，除
了在香料、食用等方面和紫苏不相伯
仲，甚至更胜一筹外，药用，两者不尽
相同。白苏子主治咳逆，痰喘，气滞便
秘等；紫苏子重在理气。它们的叶子
都叫荏叶，有清热解毒预防感冒的功
效，但白苏叶化痰止咳的功效比较强，
紫苏叶解毒功效则比白苏叶更胜一
筹。当然，药用时请遵医嘱。

近年，市场上的苏子油已经卖到
60元一斤。按照吃货们的说法：人生
在世，唯有美食不可辜负。荏子之流，
如此味美而不可替代，是不是该为这
些清香入画的精灵浮一大白？

荏子
◎曲令敏（河南平顶山）

在漫漫求学路上，初二被普遍认
为是至关重要的分水岭。然而，初二
伊始，我们班却进行了大调整——换
班主任了，由资深教师王创明接任我
们的班主任。得知这一消息，我不禁
惊呼：“糟了，糟了，我们班的情况变得
更严峻了。”

初一时，我们的班主任是一名刚
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对我们宽厚仁
慈，导致我们班形成了许多不良习
惯。最明显的一个问题是，即使他时
刻紧跟课堂进度，也无法改变我们在
课堂上闲聊的习惯。

我就是班上的一个“碎嘴子”，说
起话来如同决堤的洪水，滔滔不绝。
不出意料，周围的几个同学都被我影
响了。我的成绩除了语文勉强过得
去，其他科目都非常糟糕。为此，我没
少被老师批评。

在一次班会课上，创明老师突然
表扬了我，他说：“在我们班的同学中，
作业最清晰、最用心的是童话同学。从
他的作业中可以看出他的学习态度，每
一位同学都应该向他学习，同桌之间也
要互相督促。”创明老师的这一表扬让
我格外震惊，他虽然没有提到我其他学
科的成绩，却给了我自信和改正错误的
动力。我深知，对于我这种喜欢说话的
人来说，更能从创明老师的话语中感受
到他的引导。那堂课，我一直非常激
动，老师并没有因为我其他学科糟糕的

成绩而轻视我，反而对我更
加关注。

就在我开始改变的时
候，在一次数学课上，我又
一次没控制住自己被创明老
师叫到了办公室。他简单地
询问了一下情况，并没有责备我，
而是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说：“去上课吧。”当我走出办公
室的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创
明老师的话语和行为比直接批评
更让我感到紧张。后来发生的一件
事，更让我深深地感受到创明老师带
学生真的像父亲带自己的孩子一样。

那天的自习课上，几个同学聚在
一起说得兴高采烈。我被他们的气氛
所感染，情不自禁地加入了。突然，创
明老师走了过来，他默默地站在我身
后。听完我的话，他突然大声说：“童话
同学是一个很有抱负的同学，他已经为
未来的道路做好了准备，我们为他加
油。”说完，他带头鼓起了掌。我立刻羞
愧得低下了头，课上说话又被抓到了，
我的脸红到了耳朵根。正当我意识到
自己的错误时，创明老师突然把我抱在
怀里，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他那宽广而
温暖的胸怀。我慢慢地抬起头，从老师
的脸上，我看到了他对我的期望。那一
刻，我受到了深深的触动。

创明老师比我大二十多岁，在他
面前，我真的感觉就像在父亲面前一

样，非常亲切。从那以后，只要我在
学习上稍微放松，就会想到创明老师
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一个
月后，我逐渐改掉了爱说话的毛病，
其他科的成绩也有所提高。创明老
师也看出了我的改变和进步，在课堂
上经常关注我，用眼神为我加油。每
当我想要分心时，只要看到创明老师
的目光，就会立刻集中注意力。

现在，我也成了一名教师。每次
走上讲台，我都会仔细品味创明老师
的“三板斧”教学，一斧是表扬，让学
生了解自己的优点，树立信心；二斧
是纠正，让学生明晰自己的失误，即
刻修正；三斧是关怀，让学生在温情
中奋勉前行。看似简单的“三板斧”，
却让我明白了当好一名合格的教师，
需要付出百倍的心血和努力。

创明老师的“三板斧”
◎童谨袤（四川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