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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点亮童年的灯
◎张汝琳

盛夏，临水藕荷香。这得
益于本市开展国家森林城市
与生态园林城市创建，林地绿
化扩充，增园拓景，不少水域
广植荷花，“六月花神”纷纷下
凡来。记得有一年，《江海晚
报》在头版专门公布一张通城
赏荷导游图。纳凉、休闲、散
步、观花，尽是夏日佳处。

南公园的荷花塘临路，路
过侧头便见，既然权威媒体发
布推介，如同名人荐读好书一
样，总得专程看看。数亩方
塘，一路带两堤环抱，极规
整。路当年也是堤，连接东公
园与西公园、桃坞路。正是农
历七月初，荷叶重重叠叠，花
苞、花朵、莲蓬相继闪烁其
间。塘边无任何障碍物，立在
堤岸边，一眼览尽，可我还是
凝视许久，似乎要看出个子丑
寅卯来。旧迹了无，思绪绵
长。要追溯南通城植荷的历
史，我想张謇先生堪称本埠公
共植荷第一人，这一塘荷花的
先驱们就是见证。20世纪20
年代，张謇先生在唐闸镇建成
公园后，又在城中建了“五公
园”，按地理方位分别以东西
南北中冠名，并在水中植荷
花。先生赏荷，吟诗颂荷。所
思所为尽在开风气之先，兴城
兴邦，造福桑梓。

那时，堤岸两边还栽有桃
柳，从春到夏一派好风光。荷
塘南临园中古建，内有“千龄
观”。相传张謇先生为胞兄张
詧祝寿，应邀赴宴的地方耆老
年龄相加超过千岁，故名。荷
花是被称作活化石的古老植
物，张詧是农历九月生人，其
时荷花谢了，有莲蓬献瑞。

荷塘周边石驳如壁，人不
得下，真应了周敦颐《爱莲说》
中那句名言“可远观，而不可亵
玩焉”。相邻的南公园桥上人
来车往，匆匆走过时光，面对这
一池荷花，时光也是过客。

女儿的住房在城市嘉苑，
与曹顶纪念公园一路之隔，园
中也有观荷打卡地。那天带
小外孙女儿去看荷花，还特地
先绕到曹公祠，瞻仰了曹顶提
刀立马的塑像。适逢农历初
一，敬香人潮已退去，曹顶墓
前香炉中余火明灭，淡烟轻
袅。曹顶在本地民间永远是
神一般的存在。跟小外孙女
讲曹顶故事，我没有遵从史
实，而是把从祖父那里听来的
民间传说讲给她听。说倭寇
如蝗虫般卷来，曹顶手持切面
大刀迎敌，忽然一阵风吹过，
曹顶顿觉豪气万丈，挥动大
刀，只见倭寇人头纷纷落地。
原来他的大刀得了仙气。落
了一地的倭寇人头就埋在倭
子坟里。美国著名学者威尔·
杜兰特把发动战争比喻觅食
方式，倭寇的“觅食”更是惨无
人道。没有这些民族英雄挺

身而出，民何以堪？能有神人
在危难之际将作恶多端的歹
徒一扫而光，何等解气痛快！

曹顶纪念公园里有人在
吹奏中音萨克斯，声音深沉浑
厚。荷池在公园中心，南面连
廊，背负轩室，有曲桥穿池而
过，桥栏面宽如凳，可坐下来
亲近荷花。池中红蕖居多，花
瓣尖挺，池边缘混生菰蒲苇
草，带几分野气，雅俗一池。
一个老哥走来，见小外孙女用
苇草玩“钓鱼”，有意逗她。他
也是本地人，聊到曹公祠，他
说小时候跟他奶奶到祠堂里
敬过香，曹顶坐像是尊彩塑，
威而不怒。祠堂已成历史，两
棵银杏树犹在。南眺海港引
河滔滔流过，改革开放的大潮
中它为南通和国家载过多少
财富？狼山港虽已搬迁，可它
依旧默默地用清澈的水流润
泽通城。

被称为“濠河十景”之一
的“启秀风荷”，送荷到我家门
口。发小为服务第三代，长时
间在上海生活，一日回乡看
看。夜间，我约他到“启秀风
荷”散步。这里非池非塘，荷
花生长在南濠河延伸段最宽
的水滨，对岸是南通大学医学
院校区。亭轩顶上、河堤、栈
桥两侧，披挂、镶嵌着各式灯
带，与水中的倒影相映生辉，
九孔启秀桥呈波浪形，被黄色
光带装饰得十分迷人，犹如金
龙腾水。不远处，电视塔上的
探照景观灯在空中扫来晃去，
光带不时变换色彩。初秋了，
栈桥两侧的荷花盛期已过，在
灯光渲染下，碧叶丛中仍然可
见雍容的花朵。我俩漫步于
栈桥上，发小用手触碰荷叶，
深有感慨地说，想不到家边上
还有这么好的地方！

水面不时有夜游的龙船
或游艇驶过，河心亭里老年合
唱团正练唱《在灿烂阳光下》，

“从小爷爷对我说，吃水不忘
挖井人……”男女分四声部演
唱，激荡我们的心，仿佛又回
到童年。

岸边有紫红柱黛瓦的轩
廊，入口处集本埠清代诗人范
国禄的诗句作楹联：“香花浑一
片，圆叶不分波”。轩后壁镶嵌
石刻作品，中间是李方膺的《荷
渠图》，两侧为本市书法家秦能
老师书写的《放舟观荷》，张謇
先生的诗作：“菡萏盈漫南苑
水，葭菼纵横浩波天……”徜徉
其间，荷风习习，含英咀华，油
然想起一句宋词“素月分辉，
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

这里是我的“近水楼台”，
我是它幸福的常客。年年在
三五枚青钱浮水的盼望中，看
到荷叶婷婷摆风；再从荷花开
遍夏秋的日色夜光，看到枯叶
断茎敷霜雪。荷风花韵藕思
涵养了我一年又一年。

晨光漫过窗棂，轻抚
着孩子们摊开的书页，墨
香与晨露一起蒸腾。凝望
他们被文字点亮的眼眸，
耳畔总回响起杨校长那句
箴言：“语文的根扎在阅读
里，而阅读的魂，是要把孩
子渡向养育他们的水土，
再引向星辰大海。”作为语
文教师的我，带着孩子们
从方寸课本读到江海烟
火，再望向浩瀚未来。

读课文：在字句间播
下语言的种子

课文是语言的摇篮，
更是情感的初乳。海门
的孩子枕着长江涛声长
大，我便带他们品读《铺
满金色巴掌的水泥道》里
落叶“熨帖”地贴合地面
的温柔——这多像青龙港
退潮后滩涂上细密的纹路；
读《那一定会很好》中种子
破土成材的蜕变，孩子们脱
口而出：“张謇爷爷的棉籽
也是这样倔强发芽的！”

学《守株待兔》时，有
孩子扮作等兔的农人，突
然挠头说：“他像不像守着
滩涂等江鲜的渔人？”全班
哄笑中，寓言的道理在江
风里落了地。精读《曹冲
称象》时，我们带着黏土到
江边，用浪花拍打的小船
模拟浮力实验。当木船在
潮水中起伏，孩子们争辩
着水位刻度的变化——文
字成了撬动思维的杠杆，
而长江水是最好的教具，
将课文里沉淀的时光与乡
情紧紧勾连。

读家乡：在江海烟火
里认取血脉的根

也曾执教语文的杨校
长常嘱托：“课堂之‘语’须
与脚下的水土相认，方成
有魂的学问。”

循盐运河，触摸历史

脊梁。学完《赵州桥》，我
们直奔余东古镇。当孩子
们的小手触到运盐河畔青
苔斑驳的桥墩，子渊轻呼：

“课文里‘坚固’两个字，原
来是石头凉凉扎手的感
觉！”在盐码头遗址，他们
围着背负盐袋的劳工雕塑
屏息凝视，一诺在日记里
写道：“盐民脊梁弯成的
弓，比课文里的比喻更沉
重”。翻开《海门名人传》
张謇章节，泛黄的照片里，
少年张謇在青龙港码头遥
望江轮的身影，让孩子们
懂得“实业救国”不仅是课
本铅字——百年前那个冒
雨疏浚河道的背影，早已
拓印在家乡的血脉里。

品岁时风物，唤醒舌
尖乡愁。结合《二十四节
气歌》，春分日我们蹲在试
验田记录燕影，秋分时丈
量稻浪。当读到“冷蒸飘
香”的民谣，便买来青稞制
作的碧绿冷蒸带进课堂，
孩子们舌尖品着清甜，笔
下流出“原来‘麦秋’的香
气，是土地写给天空的
诗”。端午前夕，教室里飘
起粽香，便带着孩子们用
方言吟诵《离骚》，梓晴更
是将奶奶裹粽的苇叶压进
书本：“我要把长江岸的苇
香寄给未来的自己”。于
是，乡愁成了文字的渡口，
每一次惊叹都成为他们穿
越时空的摆渡。

溯蓝白印记，传承匠
心基因。在叠石桥家纺博
物馆，孩子们指尖抚过靛
蓝纹样，听老师傅讲“浆染
留白”的智慧。语涵在习
作里惊叹：“《一幅名扬中
外的画》里汴梁的繁华，竟
也藏在咱海门的一匹布
里！”当文字浸透乡土的血
泪，家国情怀便有了滚烫

的温度。
读未来：在星空与潮

声中伸展翅膀
少年的目光应当投向

比江轮更远的航道。读
《海底两万里》时，鸿奕指
着青龙港遗迹喊：“鹦鹉螺
号当年若来长江，定会停
泊在这里！”讨论《三体》中
的“黑暗森林法则”，孩子
们在争论着：“若张謇先生
遇见外星文明，定会先送
他们一包大生厂的棉纱！”

我们读《昆虫记》，便
会联想到江边可以做“潮
间带观察站”；读《苏菲的
世界》后，孩子们给十年后
的自己写信：“未来的我，
可还记得通吕运河的桨
声？”校长曾在教研会上
说：“文字是舟楫，渡孩子
驶向人性的深泽与格局的
天地”。当有孩子将《我妈
妈》中的“妈妈像北斗星”
绣上蓝印花布书签，我蓦
然懂得——所谓未来，不
过是让孩子带着乡土赋予
的光，去照亮更远的航程。

暮色漫进教室，合上
的书页余温犹存，在夕照
里泛着微光。那些从文字
里萌发的力量，正汇成一
条无声的河——它从课文
的溪流出发，将童声化作
摆渡的桨，漫过盐运河的
堤岸，终将奔向星辰的海
洋。杨校长说：“教语文，
是带孩子用文字丈量生养
他们的水土，再以心灵反
哺这片土地。”而我何其有
幸，能陪他们从一字一句
的微光里，走进江海交汇
处的永恒辽阔。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愿每一本浸润乡愁的书都
成为孩子生命中的灯塔，永
远在书页翻涌的浪尖上亮
着指向新曦的航灯！

石阶在树影里生长，
四季有了依靠

我们数着青苔的斑
点，像月亮数着星辰

风突然停驻，慢慢地
观察

一只松鼠把寂静咬成
两半

蝉鸣从枝头滴落
漫过海拔六百米的界碑
你如玉树临风，指给

我看

峰峦叠嶂的高度

云在揉碎自己的形状
像我们背包里，渐渐

融化的盐粒
散开，又成了雪白的

结晶

时间的界碑
◎陈二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