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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百杯”喜看随州新变化主题征文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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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天下

“同学们，请看黑板！”我第一次听
到这句话时是 1992年的 9月，当时正在
小镇均川的教室里开启求学生涯。

在这铿锵有力声音的指引下，我
和同学们的眼睛齐刷刷地看着黑板。
黑板其实是一层黑黑的油漆刷在细沙
和水泥混合成的墙面上，看起来黑得
发亮且光滑，但是侧看黑板却容易反
光。讲台是一个简易的木桌，台下是
一排排简陋的桌椅，屋顶上挂着几盏
使用多年的白炽灯，教室四周用标语
装饰着，却难以掩盖墙壁的斑驳和窗
户的陈旧。

在刷刷的粉笔声音及漂浮的粉尘
中，黑板上很快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知
识，讲台上、课桌上、乃至老师的身上
都飘满了粉尘。那时的我们却觉得粉
尘很有趣，下课争抢着擦黑板，吹粉尘
……每当这时老师都会叹息地制止。

在不厌其烦的“同学们 ，请看黑
板！”声中，我在小镇学校度过了九年

时光，黑板的黑漆开始脱落，老师板书
时还得躲着这些“伤疤”。而我和同学
们一起受惠于学校和老师的教诲，开
始走出小镇，去更远的地方求学。

“同学们，请看黑板！”当我再次在
小镇的教室里听到这句话时是 2012 年
的 9月，此时的我刚刚通过首届新机制
教师招聘考试，并主动选择到母校任
教。20 年后，我在求学起点的地方开
始了我的教书生涯。

我注视着黑板，这是一块很大的
铁皮黑板，颜色变成了更利于保护视
力的墨绿色，清晰度高，且不易损坏和
反光。粉笔是环保无尘的，我理解了
当年老师在我们玩粉笔灰时的叹息。
黑板上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汉字、数
字、图画、音符等内容都在黑板上演
示。而“同学们，请看黑板！”这句耳熟
能详的话，让同学们的注意力更加集
中，更加积极地吸收知识的养分。

变化的还有教室和校园，教室里

是可调课桌椅，配有饮水机，图书角，
四周是透亮的窗户，屋顶上是节能日
光灯，教室更加人性、丰富且明亮。校
园里新增不少运动器材和景观，新建
了食堂、阅览室、微机室等多种功能用
房，更多的课堂活动开始走出教室走
向校园得各个角落，“同学们，请看黑
板！”延伸出“同学们，请看这里！”“同
学们，请跟我来！”等等。

时光荏苒，今天距离我第一次听
到“同学们，请看黑板！”已有 32 年，也
是我在小镇任教的第 12 年，我始终坚
持在黑板上奋力书写，让知识更加丰
富地呈现，让“同学们，请看黑板！”这
句话更加稳重也更加有吸引力。

同时，借着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
东风，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工
程的实施，如今的校园有了更可喜的
变化。黑板已经换成了液晶触摸式一
体机并配有投影仪，人性化的“黑板”
给师生带来便利，也提高了教学的成

效。在“同学们，请看黑板！”的引导
下，多媒体上展示的有天安门的雄伟
以及聚奎门的悠久，有赵州桥的精巧
以及岁丰桥的古朴，还有黄山的四绝
以及随州的生态四宝……借助现代

“黑板”将信息技术和教育教学进行整
合，让知识点融入图片、视频、幻灯片
等，使“黑板”的内容越来越丰富，课堂
感染力和氛围越来越浓厚。

小小的黑板其貌不扬，却是老师
最挚爱的舞台。从水泥黑板到铁皮黑
板，再到液晶触摸式一体机，是小镇学
校的蓬勃发展，也见证了教育事业的
巨大变化，黑板的每一次变迁，都澎湃
着“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激情。

作为一名时逢盛世的青年教师，
我将坚守乡村教师初心，不辱使命，在
黑板上书写当代青年的担当。让“同
学们，请看黑板！”这句话更加铿锵有
力，更加丰富多彩。

从灵官垭到金顶，有一条小路，崎岖难行，有些路段爬
上去得手脚并用。由于海拔原因，沿路多是又粗又高的东
北松。没有人知道它们的树龄，它们的树龄都藏在它们的
身体里。松林的林间空地，以及我们攀爬的台阶都是红色
的，因为枯萎后的针叶呈砖红色。这些细碎的红色落叶年
复一年铺积，像大床垫一样厚实又富于弹性，走在上面，脚
下忽闪忽闪。

水泥台阶大洪山拐弯处，奇形怪状的棕黑藤蔓将人齐
腰拦住，想起小时候压马马的快乐，翻身坐在牢固的藤蔓上
用力闪一闪，身子跟着藤蔓摇摇晃晃，惊险而不乏乐趣，似
乎回到了童年时代。“八月炸”藤蔓攀附在高大的乔木和矮
小的杂木之上，搭出一片棚架，先生胆子大，伸手拉住垂下
来的一根“八月炸”藤蔓，轻轻地做了个引体向上，同时还不
忘自夸：“还不算老！”

“哈哈哈哈……”伴随着我的一阵“惊叹”，银铃般的笑
声自这座山传向对面的山，从对面的山又返回来，四周笑声
回荡。笑，可以翻山越岭；笑，还可以撼动另一座山。心中
若有美，处处皆美景；心中若有笑，身边皆笑声。

鸟鸣四野，山花烂漫，清风穿过树缝吹来，那些和慈恩
寺一样年岁的参天古树，那样安详。人易几十世，寺庙仍
在，古树仍然葱郁。彼此纠缠不清的重重树木枝丫和藤蔓
挤向台阶，这儿一个植物障碍，那儿一个绿色关卡，形态万
千，让我们享受着无穷无尽的爬山探险。

一段段枯木横七竖八，那是虫子们的村庄。有些虬曲
粗糙的树干结着光溜溜的树瘤。虫子在树瘤里安家，蜜蜂
在树瘤里安家。树瘤里还有蝉壳，树瘤还是小松鼠的家。
清风到了粗壮的老树这儿就像一群调皮的孩子，在树身上
窜上滑下，撼动不了东北松粗重的身子，却将它们的枝丫扯
得吱吱响。风大的时候，喜欢在树瘤里停顿一下，打一个转
身，惹得呜呜响。东北松有原始森林的味道，生长得无序而自在，很明显的葳蕤，
多是野气。其他杂树也放开手脚舒长，浓郁茂盛。不知名的野花在树荫笼罩下，
柔弱而娇美地摇晃着。

我们在森林中穿行，穿红外套的我总是轻快地走在最前面，先生举起手机拍
我的背影。森林清凉碧绿，照片中的我衣裳鲜艳无比，此时此刻，青春与年龄无
关。

快到金顶时，台阶更加陡峭，视野更加开阔。公路上的旅游自驾车川流不
息，像小甲虫般慢慢前进。对面的山上，花开满山。听说对面状元塔背后的一座
山上有众多人心心念念的珍珠花，还有珍贵的七叶一枝花。

珍珠花是一道菜。珍珠花快要盛开时，两叶一花（苞），采摘回家，焯水晒干
或者冷冻保管。焯水后的珍珠花，放盐放香油凉拌装盘，绿叶白花，又好看又好
吃，吃的是美味，看的是山川。吃花容易摘花难，在茂密的丛林中爬山采摘，需要
足够的体力。深山里面的农家饭馆，每年春天，会雇请众多农户满山采摘，论斤
付费。时令性野菜，错过了就得再等一年。

不急不忙地爬一座高山，走走停停，停停看看，随时会有小惊喜，随时会有小
收获。眼中有山，胸中有海，心如明镜，看得见风景，寻得到方向，经得起波澜。

在生活的长河中，总有一些不经意的瞬间，能悄然编织出一段段温馨而难忘
的记忆。对我而言，踢毽子不仅仅是一项简单的运动，它更像是一座桥梁，连接
起了我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走过了一段充满欢笑与挑战的旅程。

起初，踏入这片由毽子划出的多彩世界，我只是一个孤独的探索者，对这项
运动充满了好奇却又略显生疏。然而，正是这份初来乍到的懵懂，让我有幸遇到
了你们——一群同样热爱踢毽子、怀揣着梦想与激情的朋友。我们因毽结缘，从
陌生到熟悉，从独自练习到并肩作战，每一次的跳跃、每一次的传递，都凝聚着我
们对彼此的信任与支持。

在毽球飞舞的欢乐时光里，每位毽友都以汗水书写着对运动的热爱与坚持。
在踢毽子的过程中，我深刻体会到了团队合作的力量。每当毽子在空中划

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我们都需要默契地配合，才能确保它稳稳地落在下一个人
的脚上。这种默契，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无数次的练习与磨合，才逐渐形成
的。它让我学会了倾听、学会了理解、更学会了在困难面前携手共进。

除了技能上的提升，我更收获了心灵的成长。在这个大家庭里，我们分享着
彼此的快乐与忧伤，相互鼓励、相互扶持。每当有人遇到挫折或困惑时，总有人
会伸出援手，用温暖的话语和坚定的眼神给予力量。这种纯真的友谊，如同冬日
里的阳光，温暖而明媚，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

回首这段旅程，我满怀感激。感谢踢毽子这项运动，让我有幸结识了这样一
群优秀的朋友；感谢你们的陪伴与支持，让我在成长的路上不再孤单。未来的日
子里，无论我们身在何方，这段共同度过的时光都将成为我心中最宝贵的财富。
愿我们的友谊如同那飞舞的毽子一样，永远充满活力、永不落幕！

位于赤壁市区西南 26 公里的羊楼
洞镇，是明清之际系蒲圻（今赤壁市）6
大古镇之一，为“松峰茶”原产地，青砖
茶的发源地，素有“砖茶之乡”的美称。

羊楼洞古镇在中国茶业发展历史
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历史上，从
羊楼洞经汉口、河南、陕西、山西、河
北、内蒙古、蒙古至俄罗斯圣彼得堡，
是一条以茶叶贸易为主、因茶而兴的
茶马古道。万里茶路沿途的国家把羊
楼洞作为对中国茶的理解，这片土地
汇集了来自各俄国、德国、英国、日本
等各个国家的精英商贾，形成了一个
人口逾四万的“大茶市”。

古镇现存一条以明清建筑为主的
老街，街长两千多米，伴有数条丁字小
巷，街面全部以青石铺设，历代运茶的
独轮车将青石板碾出了寸余深槽。街
道曲折逶迤，别具一格。街东南松峰山
下，有观音名泉，水质清澈甘醇，是历

代精制名茶的水源。由九眼泉井涌流
而成的溪水，清澈见底穿镇而过。溪水
无疑是赋予古镇以灵气的重要所在，
也是古镇地理特征的一个具体表现。
早年羊楼洞的茶庄和品牌名称大多都
含有一个“川”字，此“川”代表的
就是观音泉、石人泉、凉荫泉等三股清
泉。

听着潺潺的溪水声，我们顺着流
水的方向不一会儿就走到了古街的尽
头，驻足放眼望去，远山近水，雨后的
天空，云雾轻绕。明代诗人廖道南曾经
为羊楼洞写下过这样的诗句：“翠入梧
桐秀，香来蕙若幽。登临长一啸，月夕
紫烟浮。”

羊楼洞茶马古道始于宋，繁荣于
明清。明嘉靖初，制茶业已相当发达，
集镇随之而兴。极盛时有茶庄两百余

家，人口近四万，百余家商旅店铺。清
康熙年间，茶商贸易活跃，羊楼洞两百
多家茶庄，年产青砖茶数万吨，经水路
运至汉口转运襄阳，然后弃舟登陆，入
河南，再一路向北，从蒙古进入俄罗
斯，直至波罗的海的圣彼得堡。古诗

“羊楼古巷青石幽，洞庄百年木楼秋，
千载修得茶香绕，观音泉韵洗风流。”
便是描写的羊楼洞著名的观音泉与砖
茶史。羊楼洞的盛况，定格在上世纪三
四十年代。日军多次对羊楼洞烧杀抢
掠，整个古镇严重损毁，茶叶加工、贸
易停滞，各路茶商四散而去。

我们漫步在古镇的青石板路上，
感受着历史的厚重，没有喧嚣，恍若置
身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让人感觉时
光都变得缓慢起来。老街现有明清民
居建筑百余幢，住宅形式多为封闭的

四合院式天井院。多进厅最为多见，亦
有纵向数进和横向护厝相结合的大型
合院。大量的石柱、石门坎、石鼓、雕花
条石、雕花窗棂、石雕漏窗及彩绘屋
檐、吊脚楼等遗迹，依稀可见羊楼洞昔
日的喧闹和繁华。

很多老屋被当地居民改造成了茶
楼、小店，游客可以一边喝茶，一边享
受古镇的慢生活。老街上被磨去了所
有棱角的青石板路，和路上被独轮车
碾出的深槽，无言地诉说着它的历史，
诉说着羊楼洞昔日的荣光。

如今，当地政府正大力发展茶产
业和全域旅游，突出做好“砖茶”文章。
我想，这无疑是经过慎重思考后的明
智之举，也正是尊重历史文脉，传承中
华传统，让羊楼洞古镇重新焕发生机
的大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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