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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国锋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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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今年清明节!通许县东芦氏村
"#

位
$$

岁

到
%#

岁的老人相约到该县城关镇王菜园村!

他们在拜访了健在的师母后! 到已故近
"&

年

的老师张广顺墓前齐刷刷跪下!一个个泣不成

声地向恩师诉说了怀念之情!讲述了恩师对自

己天高地厚之恩情!这一场景感动得围观的乡

亲无不热泪盈眶" 这些老人和他们的老师之间

曾经发生了什么感人的故事呢#

他们相约悼念恩师

春暖花开时节!记者走进位于豫东平原的
通许县境内! 一眼望不到边的小麦长势喜人!

油菜花香沁人肺腑"

从县城往东北方向! 经过
'(

公里坑坑洼
洼的路程就是东芦氏村" 在登封车队退休回家
的陈舜贤就住在这个村庄! 今年春节期间!老
陈约请

%

个小学同学聚会! 他们中有农民#有
老师# 有退休的干部和工人! 都是

$$

岁至
%(

岁的老人" 席间!大家回忆起苦涩的童年生活!

他问大家现在最想谁"

大家异口同声回答$%最想教咱们的张广
顺张老师& '接着!一个个回忆起张老师与自己
之间曾经发生的故事!说到动情之处!有人失
声痛哭!一场聚会的酒席成了大家忆苦思甜的
酒席!成了诉说老师恩情的酒席"

%我们今天的日子同小时候比可真是天壤
之别!但是!如果没有张老师!我们中可能有人
活不到今天(如果没有张老师!你们拿退休工
资的人!当时参加工作就不可能" '一位在家务
农的同学说"

%张老师可以说是我们的恩师!现在我们
儿孙满堂#过着好日子!我们没理由忘记恩师"

张老师去世时咱们都不知道!这样吧& 打听一
下张老师家现在住在哪儿!今年清明节咱们去
祭拜张老师" '陈舜贤建议说"滴水之恩当涌泉
相报!他的建议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祭拜张老师的消息不胫而走!在清明节到
来之前!其他十多个同学也知道了这个建议"

恩师坟前失声痛哭

张广顺老师家位于通许县城南的王菜园
村" 张广顺老师的坟墓就在村西北角"

清明节那天!

"(

名张广顺老师
)(

多年前
教过的学生带着花篮#祭文#祭品和给师母的
滋补品来到张广顺老师家里" 花篮的挽联上写
着$%桃李悼良师!从今不复闻教诲(学子祭先
贤!忆昔徒嗟失音容"'他们见到依然健在的

*)

岁师母金桂芝就鞠躬! 老太太做梦也没想到!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丈夫的学生还记着丈夫!她
激动得老泪纵横" 张家一下子来了这么多上坟
的老人!在村里也成了传播很快的新闻"

与张老师家人寒暄完毕!

"(

位老人在张广
顺长子带领下来到墓地!摆好祭品#点燃火纸#

燃放鞭炮后! 一位代表宣读了
'(((

多字长的祭
文" 然后!他们齐刷刷跪在恩师的坟墓前失声痛
哭!诉说着对恩师的思念之情" 他们哭诉道$%张
恩师!今天是清明节!您

)(

年前精心培养的学生
代表众师生来看您了

+

'%张老师! 你还记得你饿
着肚子!把窝窝头掰给我们吃吗) '**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他们祭拜的仪式
完全是按照长辈的规格进行的!此情此景感动
得在场的人无不热泪盈眶"

一块窝头终生难忘

为了详细了解事情的原委!记者几经周折
找到了清明节参与祭拜的张广顺的几个学生!

他们都是原小阁学区六三# 六四届小学毕业
生" 听说记者到来!他们从田间#学校#养殖场
来到陈舜贤家" 谈起张广顺老师对他们的恩
情!俨然事情就发生在昨天"

$*

岁的陈舜贤回忆说!他们那时候的学校
十分破旧!教室四面透风!张老师教他们六年
级的语文#数学!还是班主任!全班

,(

个学生"

由于当时三年自然灾害!地
里的草#树木的皮都被人们吃光
了! 花生壳都成了好吃的东西"

老师们的口粮也难以保障!每天
早晨!每个老师只有一个乱七八
糟粗粮做的拳头大的窝窝头!另
外就是喝碗水" %我们每天早晨
都是饿着肚子去上学!张老师看
到我们饿得少气无力的样子!就
把窝窝头给我们掰一块吃!他自
己饿着 " 那时都是小孩子不懂
事!加上饿得不行 !老师给了就
吃 ! 根本就不想老师也饿着肚
子" 现在的年轻人不会理解!那
时候的一块窝窝头比现在的海
参#鱿鱼都宝贵!可以救一条人命啊& '讲到这
里!老陈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转"

$&

岁的退休干部于兆坤说$%张老师那时
只有

,(

多岁!也是能吃的时候!一个窝窝头掰
给几个学生! 他给我们上课是忍饥挨饿上课
的" 要知道当时他家里也有一双老人#妻子和
两个孩子也在农村挨饿" 这就是他的师德!不
顾自己家里人!只顾学生" '

他给很多学生交书费

当时刚刚参加工作的张老师每个月的工

资只有
"(

多块钱! 为了不使自己的学生失
学!让他们继续上学!他多次为学生交书费"

当时只有
',

岁的于兆坤说$%当时家家
户户都特别困难! 拿出来几毛钱就是很大的
问题" 一次!我的书费差八毛钱不够!张老师
二话不说给我交了!这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现在八毛钱不算啥!可在那时!如果没有这八
毛钱!我可能就回家了" '

陈舜贤插话说$%六年级的时候! 我的一
块七毛五书费也是张老师交的! 如果不是他
替我交书费!我可能就不上学了"要知道当时
钱是很管用的啊& '据他们统计!仅他们班

,(

个学生张老师替交书费的就有
&

个"

学生在他脚底上写字

张广顺在世时是通许县的模范老师!他
对学生的辛勤教育!他的学生也是没齿不忘"

今年
$*

岁的杨连海现在是养猪专业户!清明
节去祭拜张老师没有人告诉他! 他知道后一

直在埋怨去的人" 他说$几十年来!他一直没有
忘记张老师!如果他会画画!他现在还能把张
老师的像画出来" %我们姊妹

&

个!我是老大!

最调皮" 六年级时张老师开始教我!由于学习
差!我吃小灶最多!他经常把我留下来补课!使
我进步很快" 为了鼓励我!一次张老师给全班
出了一个作文题是+杨连海变了,!如果不是张
老师对我的耐心教育!让我随便发展!说不定
我早就进监狱了" '

受张广顺老师的影响!

%(

岁的时得水现在
还站在讲台上教书育人" 时得水

&

岁时父亲去
世!母亲带着他们弟兄三个住在一间泥墙草房

里!生活特别穷苦" 可%少年不知愁滋味'的他
整天调皮!学习不是一般的差" 为让他赶上功
课!张老师晚上不让他回家!给他补课!夜里就
和张老师一起睡" 他清楚地记得$%张老师只有
一条被子!我们睡在床上!他还继续教我写字"

他让我在他脚上默写字!不对他就纠正!这让
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如果不是张老师!我可能
小学也毕业不了!更不用说现在当老师了" '

他教的学科常是通许第一

据介绍! 出生于上世纪
,(

年代的张广顺
老师!毕业于开封第二师范学校!毕业后在通
许县的小阁学区

-

学校
.

#北关小学等
)

所学校
从事教育工作

"#

余年!

'/*/

年夏天病逝在工
作岗位上!年仅

)%

岁"

今年
$$

岁# 开封师范毕业的刘广运说他
最幸运!现在他教书的学校就是当年张老师在
的学校东芦氏小学" 他总结道!第一!张老师对
学生严格! 对迟到的学生! 下课立即补课(第
二!他教育方法好!他教的六年级课多年是通
许县第一名" 五年级时!他的学习成绩属于二
流!六年级张老师教他!使他由二流学生变为
一流学生" %当时能上初中就很不容易!我们
同学很多考上了初中!后来有

,

个考上本科!

&

个考上师范!这与张老师对我们的教育是分
不开的" 如果不是%文革'开始!我肯定要上大
学" 我教书

,%

年来!时时刻刻按照张老师对
我们那样对待我的学生" '

相约为恩师树碑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张广顺的学生都十
分激动!讲到动情处时都眼含泪花" 他们评价
张广顺是%焦裕禄式'的老师!张口闭口都说
%恩师'二字" 今年清明节没有参加祭拜的同
学都埋怨组织者没有告诉他们! 说明年一定
要去"

这些老人对记者说! 他们与张广顺老师
之间有%五个之最'$说得最多的是对张广顺
老师的怀念话(回忆最多的是张广顺老师的教
导( 眼前浮现最多的是张广顺老师的形象(最
难忘怀的是张广顺老师在艰难岁月对他们的
物质支持(学习最多的是张广顺老师的高尚风
范#良好师德"

据陈舜贤讲!他们已经商量好了!只要师
母在世!以后他们每年都要去看望师母!以报
答恩师对他们的恩情" 当他们从记者口中得知
张广顺

/)

岁的母亲还健在! 并且还能穿针引
线时!都十分兴奋!商量着最近要去看望老奶
奶" 他们也已商定在适当时候去给张广顺老师
树碑立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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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明德 文
0

图

核心提示

杨金玲!这位从贫困农村走入城市的中年

汉子!在喧闹的都市里!他一直在孤独地坚守

着自己的精神家园!创作笑话"

为了自己的梦想!

",

年来! 他放弃了人生

最辉煌的时刻!把自己固守在自己的$笑话%梦

中!他练就的$笑话%梦!能成为现实吗#

!"年 为了生命的承诺

这是一栋被都市村庄层层包围着的民房!

虽是正午!阳光很强!可院子里光线却有些昏
暗" 一楼一间不足

$

平方米的小屋中!摆放着
两个书柜!一个小书桌!两把椅子" 简陋的房间

里弥漫着浓重的劣质烟草味道! 桌头上堆满
了稿纸!足有两米高"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 杨金玲每天坐上
七八个小时

1

写文章!创作笑话"因为买不起电
脑

1

杨金玲一直都用手写!长期的伏案笔耕让
他腰酸脖子疼

1

直到实在受不了啦
1

才去到外
面的街上转一圈

1

回来后继续写"

这里!便是被人们称为%民间笑话大王'

杨金玲的创作室"

堆积如山的文学手稿!一字一句
1

都凝聚
着他

",

年来创作的艰辛"

记者在采访时!杨金玲说!他现在正专心
于两部长篇科幻类小说的创作

1

为证实作品的
可读性! 杨金玲将其中的章节放到自己新开
的博客上

1

不想竟引来众博友如潮好评"

博友的鼓励给予了杨金玲莫大的信心和
动力"每天早上

1

杨金玲都会按时到租住的附近
网吧里将自己的文章放进博客任博友们评论"

他说自己在申请博客时就承诺过! 每天
会准时更新文章" 承诺是金!事实上!

",

年来
为了曾经不能空许的承诺!一路风雨!在文学
的路上杨金玲一直走得孤独而坚信"

苦涩的童年 坚强中成长

'/%/

年
'#

月
'#

日
1

杨金玲出生在登封告
成镇石羊关村" 这是一个地处山区的贫困小村
庄!因家庭贫困!在他出生前的

$

月
',

日!身
患重病的父亲为不连累家人

1

带着无尽的遗恨
在自家门后的一棵歪脖子柿树上上吊自杀了"

$

个月后
1

杨金玲与父亲成为阴阳永难想见的
陌路人!这成了他一生的遗憾"

父亲的去世! 并没能改变这个清贫的家
庭"更多的却是家庭从此陷入了纷争"哥哥#嫂
子和母亲经常为了家事吵闹!这一切在杨金玲
幼小的心灵上烙下了深深印记"

杨金玲
%

岁那年! 在与哥嫂结束了长达
)

年的家业纷争后
1

母亲带着他和
,

个未成年的
姐姐远走他乡!开始了另一种艰辛生活"

当时正值上世纪
*#

年代中期! 集体挣工
分吃饭

1

身在异乡的他!饱受人欺负" 因为没饭
吃!每天都饿得头晕脑涨" 但是让他欣慰的是

那时候有学上!有书读" 但是后来!家庭更加贫
困!只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了" 因为他实在
不忍心看到母亲为筹学费那愁苦的表情和四
处借钱奔波的身影**

拿着期中考试语文百分试卷!杨金玲流着
泪对母亲说自己不想上学了" 老师找到杨金玲
的母亲说$%您娃不上学

1

太亏了"'这句话!成了
杨金玲一生无法释怀的伤痛" 不能上学是杨金
玲此生最大的遗憾!为了弥补那种心灵深处的
伤痛

1

他没有放弃人生的梦想!他用文学实现着
那曾经失去的一切"

杨金玲告诉记者!自己在童年时就非常喜
欢看小人书"

'"

岁那年上小学时
1

学校里有钱
人家的孩子拿小人书往外租!

"

分钱看一本
1

为
能看到心思神往的小人书

1

他偷拿了二姐口袋
里的两毛钱

1

一口气看了
'#

本
1

为那两毛钱
1

气
得二姐大哭一场

1

那两毛钱原是母亲给二姐用
于购买四两盐钱啊&

但母亲知道这件事情后!没有怪他" 在母
亲眼里读书是文化人做的事

1

儿子没能上学母
亲内心深处也很歉疚" 为让儿子做一个真正的
文化人!在以后的日子里

1

她给儿子腾出更多的
学习时间"几个姐姐先后出嫁后

1

母亲承担了所
有的家务!起早贪黑地种地" 母亲深知儿子读
书太少!底子薄

1

为让儿子读更多的书
1

每到秋
收时节!母亲就把挑拣得干干净净的花生和大
豆背到镇上卖成钱给杨金玲买书读"

'%

岁那
年!杨金玲就以他三年级的文化程度自修完了
大学中文的全部课程

他说$是母亲给予了他一切!一生他最佩
服的人就是母亲!最感谢#最感激的人还是母
亲!如果没有母亲他也不会有今天" 苦涩的童
年生活!也让我学会了坚强成长"

生死边缘 他读懂了
生命的含义

'%

岁那年的冬天!一场车祸险些使他命丧
黄泉"

,

天后
1

当杨金玲从昏迷中醒来时
1

他首先
看到坐在床前的母亲 " 生死劫复!面对憔悴苍
老的母亲!杨金玲用被子蒙住头!泪水夺眶而
出" 他觉得命运对母亲太残酷了" 中年丧夫又

险些让她老年丧子!也正是那一刻!杨金玲读
懂了生命的全部含义" 生命的价值是该为社会
留下一些东西" 生命的存在是有限的!为显示
自身存在的价值

1

他选择了文学
1

因为文学是可
以留存生命的最好方式"

确切地说杨金玲是想通过文学的形式来
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命运" 他承诺过母亲

1

有一
天

1

他要让自己的作品印到报纸上
1

出一本自
己的书

1

当一个作家
1

用赚来的稿费养活和孝
敬母亲" 为了儿子

1

慈爱的母亲承受了太多的
磨难"

'/&)

年!杨金玲的第一首诗歌在湖南某
部主办的刊物上发表了! 拿着自己手写的稿
子印成了铅字!那一刻他激动地流泪了"

'/&%

年
1

一首真正代表杨金玲心声的诗 +我的信
仰 ,发表在郑州市文联主办的 +百花园 ,杂志
上"作品的不断发表!在当时的登封县杨金玲
成了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 作为最有培养前
途的文学作者

1

杨金玲被吸收为登封县作家
协会会员"

'/&/

年
1

杨金玲离开家乡到登封县城里卖
煤球

1

夜晚就在租来的小屋里埋头写作!隔三差
五!母亲便会步行几十里山路到城里给他送来
米面" 望着母亲瘦弱#单薄的身影

1

艰难地行走
在坑洼不平的山路上! 杨金玲往往是泪湿衣
襟"他知道

1

母亲的付出也是希望看到儿子能有
出息的那一天"而这一天

1

对于杨金玲来说走得
太艰辛了!太难了"

活在!笑话"世界里的
另类边缘人

在外界人眼中!杨金玲是个另类人" 在经
济社会的今天! 别人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大把
大把挣钞票!而他却选择了文学创作"他自己
戏称自己是一个活在%笑话'世界里的另类边
缘人"

杨金玲说!在他的生活中最让他深感愧疚
的有两个人

1

一个是母亲
1

一个是自己的妻子"

那是
'//'

年
'#

月的一次笔会上!杨金玲的妻
子当时在被服厂上班

1

平时也喜欢写作"因为同
样的爱好!共同的追求!他们相识相爱了" 杨金

玲说$%如果没有妻子的理解和支持
1

我也不会
有今天"'回想往事

1

杨金玲很伤感"他觉得很对
不起妻子!为了支持自己!结婚时妻子没有一
件像样的衣服!这么多年!妻子从没有过半句
怨言!一直在支持鼓励着他"

'//,

年秋天!杨金玲和妻子带着刚满一
岁的儿子

1

怀揣刚卖过大豆的
*$

元钱从贫困
的家乡来到郑州寻找新的生活" 站在陌生的
城市街头!举目无亲

1

内心那种凄凉让他们夫
妻俩终生难忘" 他们开始依靠摆地摊艰难维
持生计!但有次被城管逮着了!把他们赖以生
存的三轮车给没收了" 无奈! 他和妻子只好
拉起板车卖煤球! 后来! 他和妻子还扫过大
街" 最艰难的时候! 他们一家

,

口炒西瓜皮
当菜吃"

'//,

年中秋之夜!当万家团圆的城市沉浸
在节日的欢乐中时

1

杨金玲和妻子手牵着
)

岁
的儿子在为一斤月饼钱发愁"

那一年
1

是杨金玲在郑州最为艰难的一
年!笑对人生

1

苦中作乐" 那一年的秋天
1

山西
+笑话大王 ,杂志社分

)

期刊发了他的
)#

篇
笑话作品"

,##

多元的稿费接济杨金玲一家
,

口渡过了难关! 那也是杨金玲从事写作收
获最多的稿费! 一向从不流泪的杨金玲失声
痛哭!也就从那时起

1

杨金玲与笑话有了不解
之缘"

如今在郑州生活了
',

年
1

杨金玲和妻
子依然过得很艰难 !还是一无所有 " 但这一
切并没阻挡他继续创作下去的信心 !至今杨
金玲已创作了上千万字的文学手稿 !

&##

余
篇民间幽默故事笑话 "他希望有一天将这些
手稿集中修改 !付梓成书 " 杨金玲不无忧虑
的告诉记者

1

随着母亲一天天变老
1

他担心自
己的书能不能顺利出版 !了却母亲和自己的
心愿 "

至今
1

杨金玲的生活还很贫穷
1

一家
,

口仅
靠妻子每月几百元微薄的工资

1

上初中的儿子
没有一分零花钱

1

古稀之年的母亲还再为儿子
的梦想默默辛劳着"

采访完杨金玲
1

记者的心情感到无比的沉
重" 他说$%文学创作

",

年
1

我得到的是精神财
富!失去的是一次次发财的机遇!可我又不能
放弃!船到江心

1

自己已没有退路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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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金玲在写作

张老师的爱人金桂芝在擦拭张老师的遗像

!"

位老人来到墓地祭祀恩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