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整理过去的日志，把读师范实习时的一
次家访记录翻了出来。几十年后重读，感慨万千。

1983年4月，我从师范毕业之前，到大足邮亭小
学实习两个月。学校在邮亭铺老街边一个石坡上，
是一个老房子，显得古拙沧桑。实习的时候，记得是
油菜花开的季节。当年春旱，很久没有下雨，十分缺
水。当然，建在石坡上的邮亭铺老街也没能幸免。
记得当地人流传的俚语说：峰高姜，荣昌布，要吃后
阳沟水就到邮亭铺。邮亭老街比较狭窄，青石板铺
就大约一公里长，两边的房屋是夹壁木柱穿枓结构，
青瓦木门、木窗，古韵悠远。我们这一组实习老师3
人，实习的是小学三年级。除我以外，还有两位姓刘
的同学。指导老师依稀记得叫蒋怀素。

实习是指当辅导书本知识、学生心理的全方位
实习班主任，因此，找学生谈心、家访，都是要做的工
作。在我的记录中，就记载了一次家访的经历。

那次我们家访的对象是学生梁胜。他是一个
十来岁的小男孩，学习成绩曾经挺不错，性格活
跃，开朗大方，说话声音洪亮，口才好，班里学校组
织文娱活动，他便是主持人。学校的领导和班主
任蒋老师一致认为他是一个人才，对他寄予了厚
望。但是，这学期以来，梁胜的学习成绩逐渐下
降，已经滑到中下水平了。据蒋老师说，成绩下降
的原因有两个：一是这学期他外公多次重病，差一
点去世，他们一家多次去探望，请假的时间多，耽
误了学习；二是这学期他和邻居家的小孩经常一
起玩耍，已经玩忘了形，思想开了小差，人也油滑
了，精力没有集中在学习上。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梁胜他们在上其他课，
我们3个实习老师就去梁胜家家访，希望做一做他
父母的工作，让他父母加强管教，也顺便了解一下
梁胜在家里的表现情况，好对症下药，帮助他改正
缺点。这之前我们了解到，梁胜家条件好，住在距
离学校不远的邮亭酒厂。他妈妈是酒厂的会计，
脾气比较暴躁，容易激动。他爸爸是双桥一个企
业的工人。那个年代，这样的家庭经济条件非常
不错。我们边走边问，到了他家。他母亲在，我们
就和他母亲攀谈起来。他母亲说，梁胜在家里坐
不住，每天中午或下午放学后，就和四年级的一个
男孩一起到外面玩，周末也如此，作业马虎了事，还
经常撒谎，要钱买零食吃。我们还了解到，梁胜是
独子，学习条件非常好，家里给他订阅了很多儿童
读物，但他不喜欢看。在和他妈妈交流的过程中，
我提醒她：希望他们对梁胜的教育应该以鼓励为
主，多讲道理，循循善诱，不要动不动就打骂；与老
师密切配合，每天督促检查梁胜的作业情况和学
习情况，发现有错题，要求他及时改正；该背诵的课
文，要抽背；要想方设法转移梁胜贪玩好耍的习惯，
大人多陪他一起看书学习，不能放任自流；今后尽
量不要缺课，每次缺课，都是一种损失。我们和梁
胜他妈妈达成了共识，决定采取一些措施，来帮助
他改掉坏习惯，转变他的思想：我们找梁胜沟通交
流谈心，参与到他的生活中，多和他一起活动，与他
建立良好的友情，成为良师益友，用我们的言行去
影响他，并让他自觉自愿听我们的意见；上课对他
多抽问，促使他思考问题，并让他警醒；多组织一些
活动，让他来主持；在学习和活动中，发现优点多鼓
励，树立他的自信心；调整他的座位，让他坐前面两
排，便于我们关注和监督；对他进行个别辅导，弥补
原来没有学懂的课程。

那次家访后，我们按照商量的办法做，收到一
些效果。不过，我们仅仅实习两个月就离开了那
所学校，不久后大家毕业回到家乡工作，便没有了
梁胜的信息。一晃将近40年过去，梁胜的人生不
知如何？一时心血来潮，想到现在网络发达，如果
他有成就，一定可以通过网络查询到蛛丝马迹
的。于是，在百度上忙了一阵，大失所望。

那年的一次家访
■欧文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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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
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

忆江南（其二）
唐·白居易

【注释】

①山寺：这里指杭州灵隐寺。
②月中寻桂子：古神话中有月中桂树的传说。
桂子，桂花。
③郡亭：疑指杭州城东楼。

“郡亭枕上看潮头”，说的是在杭州亭楼上
观看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即浙江下游杭州段，
在它入海口的海潮即为钱塘潮，天下闻名。海
潮到来时，潮峰高达3~5米，后浪推前浪，大有
排山倒海之势。钱塘潮的成因很复杂，既占天
时、地利，又受风势的影响。从天时看，农历八
月十六日至十八日，太阳、月球、地球几乎在一
条直线上，所以这天海水受到的引潮力最大；
从地利看，跟钱塘江口状似喇叭形有关；从风
势看，沿海一带常刮东南风，风向与潮水方向
大体一致，助长了潮势。

【知识点】

心境

一群画眉飞出林梢
两个孩子跑了过来

在这个冬天
你为什么眉头紧锁

阴沉着脸
老是看不见

那些鲜活的容颜

我不愿在颓废中消磨自己
我宁愿

我的眼里和心里
每时每刻都留下

无邪的欢笑和勃勃的生机

越是冬天
越要有春的情怀

黑山羊之歌

黑，这个字眼
如果用错了地方

不是沉沦，就是悲伤
如果用到山羊的身上

你会感到一种神奇的力量

黑山羊
这是一个独特而亮丽的名字

面相慈祥，心地善良
养眼、怡心，有营养
因为它们的存在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
不再有贫困和忧伤

满坡的小草，带给你的
都是希望和芬芳

如果听见咩咩的山歌滚下来
你会看见

由远而近的一群黑山羊
它们涌动着别具一格的气场

使你兴奋，使你热血沸腾
甚至还使你突发奇想

蓝天之下，山岚之间
那个挥鞭的牧羊人

如果是我，那将是怎样一种风光

梦见了父亲

一场暴雨
让璧南河胖了起来

父亲提着渔具
兴奋地逆流而上
我跟着他的背影

一路小跑

在滚滚而来的浊浪面前
我完全看不见自己

父亲的背影

也越来越模糊，越来越渺小
唯有他那弓腰的走势

成了我心中
永远抹不去的问号，与隐痛

一场暴雨
可以让璧南河卷起浩荡的波涛

不可以，也不可能
把我的全部梦想带走

故土

昨天又回了一趟老家
我还特地

去看了一下村边的那条小河
两岸的竹林还在

那河水虽然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
但还在奋力地向前爬动着

三五只土鸭在里面划来划去
把水搅得很浑浊

有一只斑斓的蝴蝶
从岸的这边飞到了那边

村里的房子
有的垮了，有的正在重建
据说那些搬到城里去的人

将来要回来养老
隔壁的王幺爷已经去世了

他享年70岁
而王幺娘还健在硬朗

有时也下地种点蔬菜自给自足
衣食无忧的生活
使她红光满面

她不去城里跟儿女住在一起
她说她要守着自己的老窝

王幺娘说这话的时候目光坚毅
仿佛是说给王幺爷听的

脱贫攻坚普查的时候
老支书自告奋勇带路

他走在前面
腰背微曲脚步殷勤

像家中来了客人的小孩子
细心赶跑沿途的露珠
鸡鸭让开盘旋之地
狗吠不带一丝敌意

家长里短逃不过热心肠
说起“两不愁三保障”

依然得心应手
退休只是表面现象
老支书以前守人

虽然腰杆上不别枪
但计划生育从不轻易靠近防线

现在他守山
把每一棵树都看成儿女

允许花草表白
也允许鸟群示爱

绝不容忍火苗胡思乱想
未来他会守魂

魂是初心不改底色不掉
是用一生起笔运笔

描红一个大写的“人”字

早起的人

习惯在冬天早起的人
譬如清洁工人

让扫帚传递温度
收留每一片离家出走的落叶

譬如餐馆老板
把米粥和日子同时熬开

准点造访胃口
譬如快步行走的学生

借一段星光引道
厚实地踩在希望之路上

他们都仿佛身带一把剪刀
小心翼翼地切开口子

从大雾最薄弱的地方钻进去
消失一阵子

看见生活苏醒的模样
最后和阳光一道走出来

老支书（外一首）

■谢子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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