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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上，滴着阳光雨露

彼蓼萧兮，零露湑兮。

既见君子，我心写兮。

——《诗经·蓼萧》

雨露中的欢快，隔着
历史烟尘的车辚辚
传递过来，感染了
千年以后的每朵轻云
阳光普照，雨露滋润
大自然赐予，方寸之光
温暖薄寒的清晨与黄昏

太阳的光，强烈了
大地一片光明
而露水，就会一丝丝隐退
隐隐约约，水汽在空中升腾

越来越凝重的恩荣，却这样
不能兼容，不能并存

露的夜宴

湛湛露斯，匪阳不晞。

厌厌夜饮，不醉无归。

——《诗经·湛露》

今夜更深露重
把一场晚宴的影踪
隔着千万个秋夜的迷乱
幻化出一帧帧卡通

尖利的笑声
玻璃片似的，切开夜空
殿外，有灌木林的凌乱
挑起如麻如棘的草丛
一钩新月破碎了云影
露珠密集，陶醉了奔放的野蜂

看到数千年前的面孔
看到一波波酒绿灯红
看到谄媚的神态
看到暧昧的眼风
看到挤眉弄眼的密谈
看到煞有介事的起哄

历史的暗角
在刹那间照亮，露出峥嵘
一样的醉态
一样的鬼工
不变的，总是朦朦胧胧
切断灵魂的共鸣
盛着甘露的酒盅

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
再密的露水，也会消融

吟唱：对屈原和那粒坠露说

朝饮木兰之坠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

——《离骚》

把每种香草都罗列一遍
像把平仄的起伏连成波浪
我捧着书 却认不全那些植物
就知道 清晨木兰上有粒露珠
摇摇欲坠 或者太阳一出
露珠就羽化成一道青烟

暗暗为三闾大夫着急
再不啜饮 坠露就划过叶片
留下优雅的水波线
没了仙风道骨的玉屑琼浆
剩下的 只有沧浪之水的清与浊
甚至 清浊之气会上下分层

滴了千年 露珠还没坠落
薜荔飘着落蕊的晚旗
菌桂与纫蕙在风中纠缠
秋菊的细芽花瓣就要开席了
而早上的露水还在闪
每个人 都害怕老冉冉将至
飘忽奔驰的 像风中的骛
追月逐雾 后花园的众芳
总在每一个林尘里封闭芜秽
芜秽的空间 露珠会不会坠落

好吧 就把留夷与揭车留下
杜衡与芳芷在阳光的黄雾里沉闷
总有峻茂的枝叶慰藉
等待一个砍伐的时间
千年了 那些香草枯萎了
那粒摇摇欲坠的露珠呢
一点点蒸发 也没有悲伤
把人间的向往 九转丹砂
丹砂或许会掉泪
泪水 就成了新的坠露

诗意的跋涉一路坎坷
向圣洁灵魂与他的坠露致敬
把《离骚》的吟唱吐出圆润
圆润得像摇坠了千年的露珠

（组诗）

■ 贾璋岷

文艺的数学老师

李杰生于一个教师之家，1995年毕业于

乐山师范学院，大学学的是物理。他戏称自

己：“学的是物理，教的是数学，但最喜欢语

文。”

为何如此热爱文学？来源于李杰初中时

的政治老师——乔老师。十几岁时，李杰对

世界充满好奇，但在那个信息匮乏的年代，

对初中生而言，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途径就

是课堂和老师。在政治课上，乔老师向学生

介绍了世界其他国家、其他地区的风貌和人

们的生活方式，令李杰对“外面的世界”心驰

神往。他问乔老师如何才能变得像老师一样

博学。乔老师回答：“阅读。”从那时起，李杰

就养成了热爱阅读的习惯，直到如今。

刚进学校，李杰便加入了学校广播站，

做起了校园“主持人”。在广济初中时，李杰

发现一个学生有做播音员的潜质，后来，在

他的引导下，这位学生真的走向了播音的岗

位，成为了洪雅电视台的一位播音员。“那

时，我们的播音站就是录播，这样更能让学

生在录音过程中找到自己的问题，不断修

正。这么较真的录音方式在中学里并不常

见。”李杰说。

李杰积极参加各类校园文艺活动，还热

爱写作和阅读，并且他乐于将自己文艺的一

面展现给学生，他认为：“阅读和艺术能激发

人的想象，很多学生对数学没兴趣，归根到

底是因为觉得数学是枯燥的，当他们的想象

力被激发出来，对数学的求知欲也会变强。”

一个文艺的老师，带出来的学生自然会

感染一些文艺气息。在苏祠中学任教时，学

生们在李杰的带领下组织起了各类社团。每

周五的班会课，李杰会留一部分时间让学生

自由活动。一时间，普通话社团、乐队都出现

在了这位数学老师带的班上，乐队最多时成

员达到了7人。“那时，很多学生周五放了学

都不舍得回家，他们更愿意留在学校参加社

团活动。”李杰笑着说。

减少作业 留够空间

李杰的文艺爱好看似“不务正业”，其实

他的数学主业一点儿没被文艺“副业”耽误。

“我不喜欢用成绩衡量学生，但如果说

评价教学质量要和教学成绩挂钩，那么，我

的学生数学成绩在年级里一直名列前茅，而

且他们学得很轻松。”李杰说。据了解，他当

了3届班主任，曾有一个学生在东坡区中考

获得第一名，另一个学生在高考中获得了东

坡区第一名。今年，他教的2019级5班包揽了

眉山市中考前两名。

尽管教学成绩优异，这位教法独树一帜

的数学老师也曾受到过家长的“质疑”，理由

是“作业太少”。而李杰认为：过重的作业量

是挫伤学生学习兴趣的“罪魁祸首”。在他看

来，初中生意志力有限，过多的作业会耗尽

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失去学习的内驱力。这

样的观点与“双减”政策不谋而合。“作业少

不代表学到的知识就少，一个老师需要靠大

量作业习题强化教学，在我看来，这是不自

信的表现。”李杰直言。

在学生心里，“杰帅”的一节课非常充

实，有时甚至会觉得“从头听到尾，脑子会装

满了知识”。李杰的课堂虽然有很多“笑话”，

但没有一句废话。比如学到多项式乘多项式

时，他会把每一项乘每一项的方法取名叫

“美美法”，让学生一下子就能记住。课堂的

每一分钟都会被知识点“塞满”，巩固练习也

被巧妙地贯穿在短短几十分钟的课堂上。

学生学得轻松，背后却是李杰的操劳。

为了能高度整合知识点，备课4小时是常态；

为了使作业做到全批全改，他长期坚持每天

早读提前半小时进入教室，面批学生作业；

为了让课堂变得更加生动有内涵，他广泛涉

猎各种知识，大量阅读，形成了较为全面的

知识结构。

李杰认为，刚刚进入初中的孩子，需要

学习的知识点本身并不多，但培养良好的学

习习惯和方法很关键。因此，他把初一的班

会课设置成“学习方法交流时间”。他经常会

在这段时间向学生展示考试中出现的难题

和易错题，并邀请不同学生上台，分享自己

的解题方法和思路。

“数学之外的世界更丰富，我希望你们

用好数学时间，课后不用再学数学。”这是李

杰反复和学生讲的话。他把学生从繁重的作

业负担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他们留下空

间和创造力。在他看来，这不光是一个学生

学好数学、爱上数学的关键，更是培养一个

学习有内驱力的人、生活有趣味的人的关

键。

“培养健康、生动的人”

“教书不能只局限在自己带班的那几

年，要有长远的眼光，去培养一个健康、生动

的人。”这是李杰始终坚持的教育观。

在他看来，作为一个班主任和任课教

师，不该“以严治班”，不能“自我感动”。李杰

认为，长期保持一个过于严肃的教师形象，

会给学生营造出一种恐怖压抑的学习氛围。

在这种氛围中，学生自然不会认为学习是一

件快乐的事。

他告诉记者，育“生动”的人的第一步，

是老师自己做一个“生动鲜活”的人。年近50

岁的他，外表和年轻小伙子一样活力十足，

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短发整齐梳在脑后，脸

庞上只有眼角和唇周能看到常年开怀大笑

留下的“笑容纹路”。闲暇之余，李杰还会带

着自己的萨克斯风，在校园里吹吹小曲。隔

一段时间不吹，学校的门卫还会问他：“杰

哥，最近怎么没听你吹萨克斯了？学生和老

师们都等着听呢。”

工作之外，李杰会用各类活动充实自

己。除了是数学老师、“前任播音员”之外，李

杰还擅长短跑和跳远。为了让学生综合发

展，培养受用一生的爱好，养成强健的体魄，

李杰还曾为学生“挤出”一部分时间，作为他

们的体育课。过去，他常常带领学生们去操

场上打篮球、踢足球，苏祠中学的第一支7人

制校足球队中有5位球员都是他的学生，这

支足球队后来还在眉山市中小学运动会中

获得了足球联赛冠军。

“带领学生一起运动学习的过程，也能

更及时了解他们的心理动态。”李杰说。在他

的班上，同学们不光会在学习遇到困难时找

“杰哥”，在生活中遇到烦心事时，他们也同

样会找到“杰哥”寻求帮助。也正因此，李杰

的学生很少出现思想问题。

学生龙睿麟曾这样形容李杰：“当你看

到我们在死气沉沉的学习氛围里的时候，你

会主动来找个话题，帮我们脱离这个氛围；

当同学之间遇到争纷的时候，你会主动来找

他们谈心，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让他们重

归于好，帮他们解决困惑。”

正如百坡中学校长肖平对他的评价：

“李杰是一个有温度的、可以触摸到的乐天

派老师。”

青春不在时，回忆凝结在每一处细细密

密的皱纹里。转眼间，在富顺师范学校校园度

过的流金岁月已经远去20多年了。我最美的

青春年华、最多姿多彩的梦想都被镌刻在那

些年、那些往事里。直至如今，“学高为师，身

正为范”的校训，依然被我牢牢记住并认真践

行。

20多年前，收到富顺师范学校的录取通

知书，成为教师的光荣与梦想就定格在了这

份录取通知书上。我的那份麻布口袋简单的

行囊里，珍贵的通知书放在里层又里层，生怕

长了翅膀“飞”出了口袋。走进校园，我觉得自

己像从一座只有树的山来到了山水如画的大

公园，才发现原来学习生活可以如此稀奇古

怪，如此有意思。于是，在各科专业老师的引

导下，即使走入了迷路一般的花园，我也尽情

地挥洒着当年无穷的青春与汗水。

在那里，我第一次看见书的宝库，在图书

馆无数次大量的借阅和学习之后，当处女作

《学会微笑》发表在《教育导报》副刊，竟然收

到了第一笔稿费，而且是“高昂”的50元（那

时候读师范每人可以有生活费每月30元）。

当语文老师吴文林带我到收发室领取稿费单

的时候，收发室的阿姨笑着说：“小姑娘，好厉

害！”那一刻，我沾沾自喜，更加痴迷阅读与写

作，尽管后来的稿费很少，甚至投出去的稿件

石沉大海，依旧没能阻挡闪耀的青春激情，尤

其是加入富顺师范“春芽文学社”后的青葱岁

月里，与更多的高手接触，我对文字的自信与

痴迷与日俱增，文学梦想就在那些古老的树

下生根、发芽。

自以为字还写得不错，后来在书法老师

缪建飞的指引下，才真正知道什么叫“书法”。

他屋子的四壁全张贴着他的书法作品，中间

一张大桌子上的墨缸特别显眼，墙壁上挂着

几十支大大小小的毛笔，让我们大开眼界。在

书法社里，爱好者们不满足于上课的几十分

钟书写，就趁着夜色钻到老师屋子里去练习，

男同学们围着老师一起书写到半夜。

还记得那时每天晚自习后雷打不动的

“每日一活动”。每组每个人轮流主持，花样百

出的各种活动的确历练了那些懵懂学子。记

得每次大考之前，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里都是

看书的身影；记得临近毕业的最后一个学期，

每天的“上台试讲”从不间断，每个小组每个

人都提着小板凳来到女生宿舍楼下的树林

里，墙壁上的小黑板面前全是“准老师”的身

影。

第一次知道还有“种植课”。在我们班的

那块自留地里，代云先老师带着大家种下了

豌豆和胡豆等，几个月后的期末，大家一起分

享劳动果实“胡豆和嫩豌豆”；第一次在美

术老师刘通的“放纵下”去三道拐画画，同学

们拿着画板飞跑了无数道拐，最终一下午还

是一张白纸（美其名曰“抽象画”），但沱江边

上的风景从此在我们心里扎下了根；第一次

升旗仪式在大庭广众下演讲；第一次为师范

刚进校的学弟学妹们上书法课；第一次收到

情书后被吓得哭倒在闺蜜肩膀上……

还有无数次去附近西湖旁边山上的富顺

县图书馆，一百多级的石阶坚固如昔，上面的

青苔见证着一代又一代的青春。那些年的时

光就这样迷失在图书馆的新旧书籍里，我也

常常跑到西湖边的二手书摊上“淘书”，1元

钱5本的、5毛钱一本的，还有按斤称的，那些

让人意外惊喜的“宝贝”被我保存到如今,就

像依然存留在心灵最深处的帧帧回忆。

记忆里的青春往事如风，师范校园里的

那些青春更让人留恋。岁月匆匆流逝，如今回

想，感谢那些火热拼搏的日子，感谢遇见那些

志同道合的同路追梦人，感谢从没有放弃初

心与梦想的自己！

师范里的青春 ■ 赖红菊

每当李杰站在讲台上时，他总能将抽象的方程、公式用幽默的方式

诠释出来，黑板上一串串的数字就像他吹出的萨克斯乐声一样，用浪漫

的方式勾着学生走入数学知识的殿堂。

从教20余载，李杰先后任教于广济初中、实验中学、苏祠中学，再

到现在的百坡中学，是眉山市“教坛新秀”，数学高级教师。被学生称为

“杰帅”的他，有着与大众对数学老师刻板印象截然相反的文艺灵魂。

用文艺的心
育生动的人

本报记者 张玥 倪秀（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李
杰

李杰和学生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