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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佟鸿举佟鸿举

化作春泥更护花化作春泥更护花
——回忆刘文理老校长

它们叫江西腊，是一种可爱的小
花，非常普通，也很常见，通常在立秋
之后开始盛开，姹紫嫣红的，非常耐
看。每到秋风渐起的时候，江西腊
们，像美丽的小精灵，陆续绽放，一时
间，给有些寥落的花圃，又平添了新
的生机。江西腊，是我最喜欢的花卉
之一。

很久没见江西腊了。小时候家
里住平房，除了爸爸种的葡萄，西红
柿，妈妈还在院子里种满了花。有早
开的牵牛花，串串红，更多的是晚开
的江西腊。江西腊的花籽，是邻居小
包阿姨给的，这种可爱的小花朵的名
字，也是小包姨告诉我们的。

江西腊盛开的时节，是收获的季
节，小孩子的零食也比往日多。家里
常常有各种月饼，水果，煮熟的玉米，
蒸好的南瓜或者红薯。我们前后院
的小孩，常拿着好吃的互相交换。这
个时候，妈妈总是把茶几上花瓶里的
塑料花拿出来，摘一把江西腊插在花
瓶中。这种又像野花又像培育花种

的花卉，摆在家里别有风味，在我心
里，江西腊总是伴随着食品丰富的秋
季，所以格外可爱而温暖。

有一次，小包姨偶然看到我们家
花瓶里的江西腊，哎哟了一声说，我
怎么没想起来呀！我也插花瓶去！
后来，好几家邻居都把自己家院子里
的花摘一把插在花瓶里。有的人家
没种花，就问我们家和小包姨家要几
枝，这个时候，妈妈和小包姨都特别
慷慨，还指导邻居阿姨用哪种瓶子更
好看。

这是我遥远的童年生活的一个
片段，那是一个清贫的时代。爸爸妈
妈挣不多的工资，人们的餐桌远不如
现在丰富。年轻的父母和他们的朋
友们，用微薄的收入支撑着家庭。尽
管如此，妈妈和她的闺蜜们，还是保
持着一份浪漫的情怀，比如，在江西
腊盛开的时节，我们家的花瓶里，就
会插满这种小花，比如小包姨一声惊
呼，我怎么没想到！然后她家的花瓶
里也插满了江西腊，然后兰姨又看见

了，毫不见外地说，这么好的江西腊，
赶紧给我一把！……后来，小包阿姨
随丈夫回到了南方。每当我看见江
西腊，就不免想起小时候清贫的日
子，和热爱生活的左邻右舍。

第一个教师节那天，我起了个大
早，回到旧院。那时候我们家已搬到
了新盖的楼房。旧院的平房和院落空
着。旧家院子里开满了江西腊。我挑
最好看的，采了满满一大把，用彩色
编织带扎好，小心翼翼地放在书包
里。

第 一 节 课 是 语 文 ，教 我 们 的 是
我敬重的邢老师。邢老师六十多岁
了，被学校返聘回来，教我们这个重
点班。邢老师是个老学究，虽然没
有隔壁班的语文老师幽默风趣，但
是 他自带一种私塾先生的作派，如
果被好文章打动了，就自我陶醉起
来，边念课文边半闭着眼睛摇头晃
脑，我们看得笑声一片，老先生兀自
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我很喜欢
这样的语文课，和这样的老师。我

的江西腊，就是准备送给邢老师的。
下课铃响了，我故作镇静，其实

还是很忐忑地拿出这束花，双手递
给 了 邢 老 师 ，并 说“ 祝 您 节 日 快
乐！”邢老师愣了一下，还是接过了
花 束 ，说 了 声“ 谢 谢 ！”然 后 把 这 束
江西腊，放在刚才用的教案上，小心
托举着，往办公室走去！一路上，好
几位老师看见了这束花，都问，邢老
师，哪儿的花了，真花假花？邢老师
高 声 回 答 ，“ 学 生 送 的 ！ 真 花 ！”我
和要好的女同学悄悄跟在后面，心
里也乐开了花！

我 已 经 告 别 学 生 时 代 很 久 了 。
也没有合适机会再看望过邢老师，
很想念。偶尔会在某个秋日，看见
路边的江西腊，曾经的岁月，也就那
么一闪而过。这几天，陪孩子到新
学校报到，看到校园里大片大片的
盛开的江西腊，看见朝气蓬勃的莘
莘学子，不由得想起了我曾经拥有
过的江西腊，那些每到收获的季节，
就盛开的江西腊……

青色之城，沧海桑田，多元相通。
仰大窑石场，鸿蒙初辟；秦置云中，社稷扩容。
昭君出塞，鲜卑龙兴，丝茶驼路车水涌。
敕勒川，聚商家互市，文明和融。
尘封探秘抚今，汇今朝一体齐传颂。
举团结旗帜，共同意识；石榴紧抱，五个认同。
守望相助，兼顾大局，各民族命运与共。
新时代，续红色血脉，造福民众。

入秋后，住在山里，有些幽静和清
凉。

每天早晨，可以看见树梢上的一
片云气；到了傍晚的时候，一出门就能
够看见草间飞出的萤虫。白天山中光
线非常明烈，溪流折曲如弓背，深草掩
埋了山径。晚上有些星光像是从山顶
跳出来的一样，它们贴着峰脊，一闪一
闪的。这样的夜晚，虫鸣繁密如落雨，
我们想起了一些事情，心里也是安静
的。

有人邀请我们上山打核桃。在一
片倾斜的坡面上，生长着数百棵核桃
树。邀请我们的是一对姐妹，姐姐叫
爱花，妹妹叫雪花。爱花平时住在城
里，雪花留在山里照顾年迈的公公。

山坡上草木茂盛，脚下蚱蜢不停
搏动着翅膀，发出窸窸之声。高大的
核桃树的枝头，传来秋蝉的鸣唱。青
蒿已经及腰，香茅草汹泼泼的，芒草和
拉拉藤带着几分野性的生气，胡枝子
和尖叶铁扫帚长得非常相似，我们根
本分不清。雪花的孩子们也来帮忙，
他们的笑声像泉水一样动听。有人用
细长的竹竿敲击高枝上的核桃，有人
弯腰在草丛中捡拾滚落的青果。大家
在搜寻的时候会遗漏一部分果子。妹
妹雪花说：“不打紧的，留些核桃给山
里的小动物们吃，秋天一过就是冬天，
它们可是我们的好邻居呀。”她跟我们
说这话的时候，黢黑的脸上绽放着山
里人家惯有的纯朴。

大约半天的时间，我们已经收获
了好几个蛇皮袋子的核桃。随后，大
家将果子搬运到山坡下。返回雪花姐
妹村子的时候，我们在山脚下的一户
人家门前的一片空地上休息。这一家
人养着一大群羊和鸡，家里还有两只
大黑狗，他们的屋后是一片翠竹林。
一阵凉风吹过，竹叶在枝间婆娑摇曳，
发出蓬松的沙沙声响。 男主人从屋
子里走出来，攀谈中，他请我们进屋喝
茶水。女主人也出来了，她的身后跟
着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那孩子一双
明亮的大眼睛里忽闪着聪颖和新奇，
他有金属光泽一样的黑皮肤。我们给
他水果吃，他给我们端来几个马扎子
和小木凳，很快和雪花的三个孩子玩
闹在一起。那孩子的母亲也来和我们
聊天，她还将自己在山坡上采摘来的
艾蒿叶子送给我们，说是拿回家可以
卷成艾棒点燃了熏蚊虫，还可以用开
水冲烫后泡脚，能去湿散寒、安神助
眠。这让我们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我注意到，在人们休息
的空地上，开满了美丽的一年蓬。白

色的管状花线细密排列，环绕成一个
圆形的白瓣花盘，花心处吐着金黄的
蕊子，轻轻嗅之，有淡淡的药气。它们
的主茎一律的直立着，有的高达1米，
顶端分绿枝，向四面伸展。茎上依次
生长着披针形宽叶，叶的边缘呈现出
一种规律的锯齿状，茎上生被毛，叶上
也生被毛，毛色明亮。我被一年蓬的
素雅和淡然所感染，竟然深深的沉默
了。它们就在我们的身边丛丛簇簇地
挺立着，白色的花朵在山风中轻然摇
晃，像四周落下一片白的雪花，使人心
境葳蕤而安静。

休息了一会儿，我们起身准备离
开，热情的男主人主动帮着我们分担
了一部分核桃的运送工作。他开着一
辆四轮车，一踩油门，“突突突”地跑到
前面去了。途经村口的一个浅沟旁，
我发现几株腾挪的扁担杆子，感到非
常诧异：这么漂亮的椴树科植物，我常
在城市的园林景观带里见到，今日在
山中邂逅了，真是惊喜呵! 我有意放
慢脚步，在扁担杆子旁停留了一会
儿。欣然看着枝头累垂的果子，橙红
一片。每粒果实小如豆子，状似孩儿
的小拳头一般可爱。

我问爱花姐妹可曾认识此物? 姐
姐爽爽地回答：“麻糖果，我们山里人
把这种植物叫作版筒柴。小时候吃过
麻糖果，味道有些酸甜，可惜果核太
大。”我出于好奇，又仔细地观察了片
刻。这是东秦岭大山深处的一种灌
木，大约有4米高，它们的叶子很像榆
树叶，叶脉清晰分布，为钝形绿叶，边
缘复齿状，表面略显粗糙，嫩枝分叉，
生有被粗毛。 妹妹见我痴迷，便在一
旁补充道：“版筒柴其实是一味中药
材，可治风湿关节痛。麻糖果能健胃
消食。我们当地人把它们的树皮剥下
来搓成绳子，捆绑东西相当结实。”

我听后很是羡慕她们姐妹，想着
白云生处有人家，漫山遍野都是宝呀!

翌日早晨，我们又去山上打核
桃，沿途又认识了野棉花、勾儿茶、
黄芦木、白莲蒿、细叶蘖、蛇床子、石
竹花、蛤蟆草、胡颓子、地榆、败酱、
大叶莲、角蒿、风毛菊、火绒草、蓝香
草、沙参等植物。所到之处，遍尝野
味：蛇莓、羊姑娘、野樱桃、山李子、
杠板归、剪子果、毛桃、五味子和野
葡萄等。山中浆果之多，远远超出
了我们的想象。

草木气息浓烈，剪影丛生。阳光
穿叶而过，天空洗蓝如镜。置身重山
深翠，我不禁感慨：人们对大自然的敬
畏，当从脚下开始。

仲 夏 的 一 天 ，我 应 初 中 同 窗 好 友 的
邀约，结伴赴大青山北面的草原，观看乌
兰牧骑在牧区的演出。

我 的 同 窗 是 乌 兰 牧 骑 的 歌 手 ，他 天
生有一副好嗓子。晨光熹微，我们就乘
坐乌兰牧骑的演出车前往。气候正值夏
季的伏天，城市里闷热异常，车轮翻越绿
意叠翠的大青山，热浪渐渐远去，凉爽扑
面而来。

经 过 三 个 小 时 的 车 程 ，我 们 到 达 了
目的地。草原上没有城市里火辣辣的热
浪，簌簌清风拂面，站在草原上，有一种
淋漓的舒畅感。

在演出地点，听一位老牧人说：“一
年四季，乌兰牧骑走进嘎查，给牧民送歌
送 欢 乐 ，送 科 技 送 文 化 ，送 来 党 的 好 政
策，乌兰牧骑好得很！”

演 出 在 绿 油 油 的 草 地 上 进 行 ，一 曲
歌 伴 舞《套 马 杆》结 束 ，谢 幕 时 ，一 位 小
姑娘双手捧着一束带着根须的红花儿，
走到唱歌的年轻小伙跟前，深深地鞠了
一躬，献上花束，现场响起了掌声。

唱 歌 的 小 伙 子 拿 着 花 束 ，走 到 场 地
的附近，挖了一个小坑，将花儿的根须浅
浅地埋上。

我对此有些不解，找到一位老牧民寻

求解释，老人告诉我：“那束花儿，蒙古语
叫萨日朗，意思是草原上的山丹花。在
草原上，随处可见，牧人用萨日朗敬献尊
贵的客人。”

从 那 一 刻 起 ，我 对 萨 日 朗 产 生 了 崇
敬的情感。

演 出 结 束 ，我 和 同 窗 好 友 在 草 原 上
先是散步，而后，每个人骑上一匹马，感
受在草原上驰骋的威风。就在骏马奔驰
的瞬间，发现大片的绿色中有红花儿点
缀，影影绰绰，我向在前面牵马引路的牧
人询问，他回答，这就是萨日朗。

萨 日 朗 ，汉 语 为 红 火 的 山 丹 花 。 绿
色中有错落其间的红花儿，此刻草原犹
如一幅浓墨重彩的水墨画，激起我用心
用情书写萨日朗的热情，旨在给绿色的
草原增添色彩。

我 从 马 背 上 下 来 ，俯 首 端 详 着 盛 开
的萨日朗，正午时分，艳阳高照，花朵怒
放，株杆傲然挺直，微风拂来，萨日朗婀
娜多姿，显得雍容而端庄大方。草原上
的绿色是底色，错落在绿海中的红色，因
为耀眼，而使人情有独钟。

我们走进一户牧人的家里，同窗好友
热情高涨，要了手把羊肉、血肠、凉拌沙
葱，主食是蒙古蒸饺，草原的特色美味，

上好的食材，经过牧人的
辛勤烹制，丰盛至极，极大
地满足着我们的味蕾。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在
草 原 上 就 餐 ，天 为 幕 ，地
为 席 ，万 物 生 机 勃 勃 ，盎
然澎湃，主人给我们讲了
一段感动的往事。

他不是出生在草原。1962年，在国家困
难时期，他坐着火车，从上海的保育院来到
了内蒙古大草原，当时才 6岁半，什么也不
清楚，只记得黑黢黢的晚上，住进了蒙古包，
见到了一些陌生的人。小时候，说的是上海
话，知道自己的小名叫豆豆，阿布和额吉，给
自己起了一个蒙古族名字，叫做青格尔。

那 时 ，肚 子 里 没 有 一 点 油 水 ，玩 耍
没 有 一 点 力 气 ，刚 吃 额 吉 煮 的 羊 肉 ，感
觉 腥 味 儿 很 重 ，很 难 咽 下 。 后 来 ，慢 慢
习 惯 了 ，羊 肉 、牛 肉 吃 起 来 非 常 可 口 。
草 原 上 的 冬 季 特 别 冷 ，白 雪 皑 皑 ，在 漫
长 的 冬 日 里 ，跟 着 阿 布 学 会 了 骑 马 、放
牧 、打 草 …… 阿 布 和 额 吉 有 两 个 孩 子 ，
待他跟亲生的一样。

“阿布去世两年了，现在回想起来，特
别地想念。我有一儿一女，一个在县城里
读高中，一个在市里念大学。”青格尔对我

们说。如今，牧区生活非常好，青格尔的
老伴非常喜欢花，屋里养了好多花，鲜艳
怒放。他们还在屋后的一片空地种了一
些 蔬 菜 ，并 专 门 留 出 一 块 地 ，种 了 萨 日
朗。青格尔说，萨日朗是一种草花，适用
草原的气候，夏天开得分外艳，看上去，心
情也好。同时也寄托了他对阿布的思念
之情。

我们从青格尔的屋里出来，已经是下
午时分，草原上阳光耀眼，习习风儿掠过，
这风，在草原上叫做金风，有一个词叫金
风送爽，不身临其境、不置身于其中，是不
会感觉到这种爽劲儿的！

同窗从青格尔家走的时候，带了一包
萨日朗的花籽。

返程的路上，司机师傅看到车上的人
们有点困倦，于是扭开喇叭，传送出一首

《火红的萨日朗》。

刘文理（1935 年—2020 年 10 月 3
日），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凉城
县双古城乡老七窑村人，原呼和浩特
市第二中学校长。一生知行合一，为
人师表，桃李满天下，深受广大学生
爱戴。

刘文理 1935 年 11 月 17 日出生在
内蒙古凉城一个地道的农民家中。
他的父亲刘振业毕业于国立绥中高
中，当过凉城县新堂小学校长，是全
家最有文化、最有知识的人。刘文理
在父亲的教育下在村里上过两年私
塾。 1946 年春，随父亲来到归绥市
（现呼和浩特市），开始在新城师范附
小（现苏虎街小学）上小学，1951 年
考 上 了 归 绥 一 中（现 呼 市 一 中）。
1956 年初中毕业，被工农速成中学录
取，后改为内蒙古科技学校。1959 年
高中毕业后开始在内蒙古科技中专
学校工作，1961 年春，科技学校与土
默特中学合并，统称土默特中学，刘
文 理 成 为 土 中 的 一 名 生 物 老 师 。
1962 年 6 月，调入新城区车站小学任
教。刘文理在车站小学兢兢业业工
作了 13 年，一直都担任班主任，主要
代数学课、语文课，有时还代政治课
和体育课。1979 年 3 月正式调入呼
市二中，直到 1996 年 6 月退休，刘文
理在二中工作了十七年，他从教导处
干起，历任教务员、教导处副主任、副
校长、校长等职务。

呼和浩特市第二中学是自治区、
呼市两级重点中学，自治区首批示范
性普通高级中学。 呼和浩特市第二
中学前身是私立奋斗中学，由爱国将

领傅作义 1942 年创办于内蒙古自治
区杭锦后旗。校址曾先后迁到呼和
浩特市、张家口市、北京市；1950 年春
从北京迁回归绥市（现呼和浩特市）；
1952 年改名为归绥市第二中学；1954
年 更 名 为 呼 和 浩 特 市 第 二 中 学 。
1986 年刘文理担任二中副校长，分管
后勤、行政、校工厂等工作，他上任伊
始就给自己制定了目标，一定要把二
中建设成为一所全国一流的中学，给
学生们创造一个安静优美的学习环
境。期间，他积极跑规划、筹资金、找
厂家、看材料，事必躬亲，积极实施校
园绿化、净化、美化、硬化工程，使校
园环境大为改观。 他在自己的文章
中 写 道“ 新 建 的 学 校 大 门 ，宽 敞 大
方。楼房色调和谐 , 校园中耸立着
象征团结奋进向上的铜雕，绿树掩映
的花坛里 , 还坐落着“勤思刻苦”的
白 色大理石石雕。教学区油松郁郁
葱葱，绿篱笆整齐美观 。”同时修建
了宽敞、明亮、安静的图书馆；维修
了操场、修建了柏油篮球场，美丽的
校园浸透着刘文理老师的梦想和心
血。

这期间刘文理参与解决了学校
学生厕所的用水问题，解决了老师们
的洗澡问题；解决了暖气不热的问
题；解决了老师们住房难的问题；解
决了教师们住楼房用煤气的问题；解
决了老师及家属、学生们喝热水困难
的问题。一个普通的中学校长，没有
轰轰烈烈的事迹，也没有什么豪言壮
语，用暖心的行动，滋润着每一位二
中师生。

刘文理 1981 年被评为呼和浩特
市劳动模范；1983 年被评为呼和浩特
市“五讲四美”积极分子；刘文理还多
次被呼和浩特市教育局评为先进工作
者、优秀党员。1996年 6月光荣退休。
作为一名教师，刘文理能赢得众多学生
长久的由衷的爱戴，在二中教师中拥有
极好的口碑，这真是至高的奖赏。涓涓
育人情，桃李满天下。刘文理老师的人
生事业是充实而成功的。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退休后
刘文理老师更忙了，从 1998年到 2017
年，他又担任了呼和浩特市离退休教
师协会理事长，为全市退休教师们义
务服务了十九年。在他的辛勤指导
下，组建了老教师合唱团、老教师舞蹈
队、老教师时装队，并筹办了老教师书
画展，陶冶老教师们的情操。

刘文理还经常组织离退休老教
师参与公益活动，1998 年的大洪灾、
2008 年的汶川大地震，积极组织老教
师捐款 11 万多元。人们不会忘记，
刘老师组织老教师为大青山革命老
区的中小学校捐款 5000元、捐献书籍
3000 多本，帮助 25 位学生解决了学
费和生活费的问题。为清水河县贫
困山区捐款 8000 元修建了 8 个母亲
水井，解决了贫困地区部分老百姓的
吃水困难问题。

千江有水千江月，在每名师生的
心中，刘文理都是一束温暖如玉的
光！

刘文理老师经常嘱咐学生多读
书，拓展视野，树立为国家社会作贡
献的志向，鼓励学生潜心磨炼，励志

熔锤。发自教师职业良知的温情，就
如同火种，曾经点燃无数学生的心
智，催促他们勇敢地走向未来。

最近有机会捧读师姐刘志红编
辑的《刘文理老师回忆录》，了解他 85
年的人生故事，37 年的执教生涯，老
校长的古道热肠、无私奉献、豁达大
度，让我终生难忘。尤其是他 37 年
在教师岗位上风雨兼程、夜以继日、
废寝忘食、殚精竭虑，其所承受之挑
战、所负载之担当、所挥洒之汗水，不
是一般人所能想象的，亦大多不为人
知。人们只看见他身上光彩靓丽的
花环和镁光灯下的微笑，却无从感知
他背后的辛劳与付出。在庆祝呼和
浩特市第二中学建校 80 周年之际，
特此为刘文理老师回忆录拟写序言，
缅怀我们的师长。

有一种称呼叫良师益友，有一种
高度叫高山仰止，有一种风范叫为人
师表，有一种情怀叫润物细无声。

悠悠岁月，寻寻觅觅，放飞的是
一种追寻！

长长征途，风风雨雨，执著的是
一份坚韧！

刘老师，我们永远怀念您！

沁园春沁园春··青城青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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