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子瑜

警言启后生，执教治校堪为世风范；
尘寰有奇才，能文亦武真乃我良师。
我的初中、高中班主任黄警尘老师永远地离开我们了。参加

追悼会后，我拟了这副冠头联，总是感到它词不达意，不能表达对
吾师警尘深深的敬意。

斯人已逝，风范犹存！黄老师虽已与我们阴阳两隔，但他的师
者风范却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这是一张题为“安海中学初 62组毕业留影”的老照片（养正
中学当时更名为“安海中学”）。照片上每个人的头像之下，标注
着姓名，字体端庄隽秀，那是班主任黄老师的手迹。黄老师这

“纯手工制作”，如同打印出来的仿宋字一样工整。这其中的一
横一竖、一撇一捺，都倾注着黄老师对班级的感情和对学生的关
爱。记得我刚入读养中初一年时，看到教室里的语录标语，全是
黄老师用排笔勾画而成。那时候我心想，这个数学老师，其实也
可以兼教美术课。

当时，我们几个同学经常到黄老师家，听他讲侦探故事。黄老
师讲故事条理清晰，而且不时制造悬念，故事往往高潮迭起、引人
入胜。他家在安海大巷下林厝，居室里到处都是书。他自己组装
收音机，书桌上总是堆满无线电零件。窄窄的“床巷”是他的暗室，
用来冲洗他自己拍摄的相片。印象中，班级的大小集体照，都是黄
老师亲自动手拍摄冲洗的。

黄老师的数学课非常精彩，他讲课深入浅出，即使是复杂的解
题推理，也能使我们感受到数学的趣味性。他高超的教学艺术，又
往往让同学们得到美的享受。他的板书整齐，字迹隽美；他的声音
洪亮，抑扬顿挫；他的教态自然亲和，笑容可掬。他的课堂充满了
智慧的光芒，给人以思维上的启迪。

黄老师虽然长得富态，但却身手矫健。排球和羽毛球是他的
专长，他还当起了教练。上世纪 70年代，他是养中女子羽毛球队
和女子排球队的教练，每当下午体育锻炼时间，办公室前的排球场
上总有他的纵身一扣，经常会传来他富有感染力的“哈哈哈”笑
声。他带领养中女排杀到厦门，摘金夺银，战绩辉煌。

黄老师的才情和智慧，使他在校长的任上得心应手，工作起来
游刃有余。他不怒自威，在教师中有很高的威信。他把养中从低
谷状态带到高光时刻，让学校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

我到母校任教后，又有幸得到黄老师的关心、教导。他随机来
听我的课，一节《欧也妮·葛朗台》常态课获得他的赞赏，也得到他
中肯的评判。作为师长，他对晚辈后生寄予厚望；作为领导，他对
普通老师充满关心。他是一位值得信赖的师长，更是一位令人尊
重的领导。

前些年，我都会在安海劳模协会年会上碰到黄老师。如同在
其他场合一样，在劳模聚会餐桌上，他也是“C位”人物。他聊起天
来海阔天空，谈笑风生；他幽默风趣，富有人格魅力。

生命不止，奋斗不息。黄老师当养正中学数学老师和校长将
近40年，退休后又在子江中学校长的任上努力工作了近20年。他
把毕生精力都奉献给了晋江的教育事业，他的名字永远闪烁着耀
人的光辉。

安息吧，黄老师！安息吧，吾师警尘！

清明时节最易惹人悲思。接到“阿科辞世
了！”的噩耗，尽管预料有这一天，但不相信会来
得这么快。记得我到泉州中医院看他时，他还
平静地微笑着躺在床上，谁想这么快就走了，真
是“好人易过世”，留给我们的却是无限的哀思。

“阿科”，是我们一群好兄弟对李金科的称
呼。上世纪80年代初，李金科从大田县调入晋
江教育局时，我们就相识了。1990年，他调入
对台部写《晋江对台志》，因我在编写《晋江政协
志》，我俩一起参加地方志培训班，一起开会，研
究学术，接触多了，就成了无话不谈的亲密朋
友。他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开阔的视野和豁达
的胸襟，妙语连珠令人捧腹，幽默风趣的谈吐博
得大家的称道。

阿科写得一手好字，能文能诗，还在海内外
报刊上发表各种体裁的文章 30多万字。他著
作的诗集《竹庐心泉》，构思新颖，富含哲理，正
如李灿煌在其序诗中所写：“竹庐摇绿心泉清，
诗酒当歌见性灵。梦笔情钟真善美，翰斋夕照
午窗明。”他的科普文章别具一格，吹、拉、弹、唱
也都有一手，但他从不张扬。《对台志》编写完毕
后，正好阿科也退休了，本想好好休息一下，却
被市方志办聘进编辑室，负责年鉴编辑，又开始
新一轮的冲刺。他默默耕耘，与同事们共同努
力，编写出一本本《晋江年鉴》和7册730万字的
《晋江市志(简本)》。直到 2001年，他感到身体
不适才辞职，依依不舍地回家静养。

记得港澳回归前，晋江市政协组织采写《晋
江人在澳门》《晋江人在香港》。他是11人采访

团中的一员，在分配任务时，他表现得非常大度，让别的团员先选
题，最后他包揽，这说明他要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劳动。结果写出来
的文章不错，被采访者非常满意，并与他成为好朋友。时隔多年，
阿科与一些港澳朋友还一直保持着联络。

阿科精于书法，可写多种字体，晋江市诗词学会常有应酬，经
常会请他代书。只要一个电话，次日(最多3天)，他就会送来书法
作品。后来吕老师(阿科的夫人)对我说：“有时碰上他身体不舒
服，饭都不想吃，躺在床上休息，但一听到你们给他布置任务，马上
就来劲，非得把‘作业’完成才罢休。”

对公家事业热情，对私人关系同样真诚。记得我的同行——
漳州市一位政协文史委主任的女儿要到晋江参加教师招考，住宿
安排在教师进修学校，因从没到过晋江，请我帮忙。因阿科住宿在
进修学校教师宿舍，我转请他联络安排。谁知这对父女被车载到
南安，再转晋江，这一折腾，害得阿科在路边足足等了一个多小
时。见面时，父女俩感动得一再说对不起。阿科却笑着安慰：“没
关系，没关系，出门不容易。”随即带其安排住宿用膳。这仅仅是众
多例子之一，热心助人是阿科的性格特征。

阿科是一个极平常的人，从他的自嘲诗“矮壁薄墙一小草，经
霜历雪几厘高；乘榕碧伞清凉荫，浊酒半杯堪自陶”，可以看出他注
重自身修养，宠辱不惊，待人处事总是抱着一颗平常心。他不重
利，不求官，虽然曾当过晋江对台部经济联络科科长，《晋江年鉴》
副主编，晋江市谱牒研究会、南英诗社顾问，晋江红十字会、晋江老
科协理事等，但他说：“这是领导和社团对我的厚爱，我做得还很不
够，我认为一个人应该做好本职工作，平淡过日子，知足常乐。”

阿科在住院期间，我一有时间就记挂着去看他。见面时，我尽
量不谈“病”，多谈些社会趣闻，想让他走出病魔的阴影。但他表现
得很坦然和坚毅，说：“人总逃不过这一天的，我现在还好，不要对
别人说我住院，大家的关心我领情了，但我知道他们手头都有工
作，都很忙。”到这时他关心的还是别人，我又能说啥！只能宽慰他

“吉人自有天相”。
参加阿科告别仪式时，我写了一首七绝：“如兄似弟长相伴，港

澳风采重担挑。赴召编修何太急，知音欲聚梦中聊。”阿科走得很
安详，尽管他仍热爱大千世界，深深眷恋人生，但他把微笑和思考
留给了世界。

某天夜里，独自听筷子兄
弟的歌《父亲》：“……多想和从
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
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
康。”我突然泪流满面，不能自
己。怀念起父亲那温暖手掌，
无限悲痛涌上心头。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
人欲断魂。”清明又至，千里之外
的我，去年由于疫情原因，无法
到父亲的墓前凭吊，今年又恐难
成行，只好托清风捎去思念。

29 年前的那个大年三十
黄昏，晴天惊霹雳，阴云悲泣
血，承包全村供电的父亲，在
作业时，因意外触电倒在变压
器下。小河哀唱，风儿抽噎，
我大恸啜泣，柱子倒了，家已
破碎。

父子情缘二十二载，从此
阴阳两隔。他的言传身教，他
的谆谆教诲，他望子成龙的企
盼，遗留在我的世界，化为温
馨、温情和温厚的回忆。特别
是他温暖的手掌，余温犹存，暖
意永远弥漫在我的心底。

小时候，逢老人大寿，其家
族都会请戏班子在旧祠堂唱三
天大戏，那是村里最热闹的日
子。为抢到一个好位置，父亲
紧紧拽住我的手，从大门口挤
进水泄不通的人流中。那时父
亲的手特别有力，手掌好暖
和。父亲兴致颇高，不时哼上
几句。

我的童年大部分在外婆家
度过，外婆是一个让我依恋的
长者。有一天，听说父亲要去
外婆家，我也吵着要去。那时
外婆与大舅妈水火不容，大舅
便叫父亲和姨父来说合。晚饭
后，父亲便牵着我的手，经沙子

岭、洲上里两个村子，匆匆赶到
外婆家。一到那里，他们便一
起在昏暗的灯光下说事。几十
年过去了，我还感觉到父亲温
湿的手掌，依稀记得他在路上
讲的家族轶事。

父亲望子成龙之心殷切，
他常跟我讲乡邻的某某孩子考
上大学的事。可我不太聪慧，
小学毕业后，没能考上重点初
中，只能上普通初中。而且我
从小体质羸弱，一到冷天，手脚
冰凉。每次从学校回来，父亲
便紧紧抓住我的手，怜惜地问
道：“手怎么这么冷啊！”

但父亲也有暴跳如雷的时
候。记得有一次，正值农忙“双
抢”时节，姨父叫我去帮忙收割
稻子。活干完了，人汗流浃背，
我急不可耐地跳进冰凉的溪水
中。当时神清气爽，第二天回
到家，便开始感冒发烧，咳嗽不
止，吃了药也不见效。父亲怒
气冲冲道：“刚出汗，你就去洗
冷水，怎么会不生病，自己找
死！”但生气归生气，那几天他
的手掌不时摩挲我的额头，看
我是否还有在发烧。听说喝老
母鸭汤可治咳嗽，他下狠心向
河对岸的养鸭老人买了一只，
让母亲炖汤给我喝，几天后，我
的咳嗽就慢慢消失了。

虽然我的资质一般，但勤
能补拙，初中毕业后，有幸考
上了一所普通高中，这当然离
不开父亲的督促和鼓励。父
亲为了让我有一个更好的学
习环境，放下尊严，磨破嘴皮，
求做局长的堂姐夫去找关系，
高三我得以转学到县城最好
的高中。报到之前，父亲高兴
地带我到县城最繁华的昭陵

街，让师傅为我量身定做了一
套中山装。几天后拿到衣服，
他拉着我的手，叮嘱我要好好
读书。

父亲与母亲白手起家，为
了培养三个孩子跳出“农”门，
两人起早贪黑，勤作不辍。父
亲除了干农活，还干过其他营
生：电工、生产队会计、柴油机
手、卖货郎（与亲戚到江西卖
货）。后又与姐夫合买一台拖
拉机拉煤卖，但由于不少买主
赖账拖欠，弄得父亲欠了一屁
股债，直到父亲猝然离世时，还
有一大笔钱要还。父债子还，
我参加工作后将之全部还清
了，相信九泉之下的父亲定会
感到欣慰。

父亲溘然长逝，没有留下
只言片语，更无法欣喜见证两
个儿子成家立业，孙子留学海
外，学成归来。“子欲养而亲不
待”，我总觉得亏欠父亲很多，
永生难偿父亲养育之高德。父
亲去世后，我把孀居的母亲接
到闽南。她总是眷恋故土，我
只有加倍孝敬，尽心赡养，让她
视他乡为故土。

有时梦回故土：父亲已进
入古稀之年，幸福康健，与母亲
在老家相依相伴。逢年过节，
我与弟弟各自携妻儿，千里迢
迢，回家看看。父亲喜出望外，
孙儿孙女绕膝，尽享天伦之
乐。我与父亲的手再次握在一
起，叙旧话新。父亲的手青筋
暴露，略显干瘦，但掌心仍温暖
如初。

我喜极而醒。哎！那只是
一场梦而已。梦醒时分，心中
陡增怅然——此生已无法再牵
父亲温暖手掌。

记忆中的木棉，总是鲜红
的，灼灼盛开在我的生命中，在
我尚不知事的年纪，告诉我什
么是“英雄”。我的父亲，恰如
那支木棉，以那虬结苍劲的脊
梁和鲜艳如火的热情，用自己
的言行教导着我，延续着父辈
与儿女之间的家风。

记忆中的父亲总是一大早
就起床，带着和煦的笑容，把院
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有乡邻路
过，他就笑着招呼，问上一句“吃
了没？”或者是“出门啦？”

有一天，父亲与人打招呼，
我定睛一看，正是父亲塑料厂里
的同事。上周，他俩刚刚因为工
作的事情吵得脸红脖子粗，对方
撂下了狠话：“我们绝交，道不同
不相为谋。”后来，或许那位同事
从一时冲动中清醒过来，这天早
早地在院门口徘徊。父亲笑着
主动打招呼：“吃了没，来我家吃
点儿。”同事大伯挠挠头：“我前
两天说的话你别放在心上，我脾
气急。”父亲笑着点点头，说：“我

还不知道你。”两人相视一笑，关
系恢复如初。过后，我疑惑地问
父亲：“那时候大伯把你从头骂
到尾，为什么要继续和他来往？”
父亲说：“听过将相和的故事
吗？我们是同事，他不是个坏
人，都是为了厂子好。”那时，我
才懂得父亲的胸襟。

木棉之所以让人喜爱，在
于它不止自己绽放出了美丽
的色彩，还用花香装点别人
的心境。父亲便是那木棉，
他永远勤奋热情，不管是谁
需要帮忙，他总是乐呵呵地
搭把手。面对我，也没有摆
出一副大家长的“威风”，总
是和风细雨般，将他的爱润
物无声地赐予我。

有一次,父亲躺在大门右侧
的房间里午睡。我蹑手踮脚地
溜到父亲搭在椅子上的裤子旁，
双眼死命地盯着那微微鼓起的
口袋。“就拿个 20元吧……”第
一次当“小偷”的我，双手颤抖
着，想来想去，我还是把手伸了

出去。“咳、咳……”一阵急骤
的咳嗽声如响雷般响起。父
亲假装被自己的咳嗽声给吵
醒，半眯着眼，起身坐在床沿
边，故意指着桌子上摆放着的
相框说：“这是你过生日时同
学送的吧？别人送你礼物，你
也 要 回 送 ！ 不 能 只 拿 不 回
……”刹那间，我明白了父亲
的良苦用心。从那之后，我再
向父亲要零花钱时，他总是毫
不迟疑地让我自己拿。这辈
子我再也没有当过“小偷”了，
那是我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偷
窃”经历，却成了我最深刻也
最难忘怀的回忆。

父亲如今已不在了。人虽
远去，木棉却永不凋谢。拢一
支木棉，缅怀那个生命中重要
的人。对于我而言，那支木棉
一直灼灼燃烧着，那个伟岸的
身影，渐渐模糊，变成了一种无
形的精神支撑——家之风，人
之训，德之起。寻踪木棉，便是
寻踪美好的传承。

把你比作山
王常婷

你有多高
喜马拉雅知道
风起时，你是冰山上的雪花一朵
在天上，在溪谷里
清澈的爱
流淌在山河血脉里

那个冬天，苦难的母亲
听了一夜雪落下的声音
在无边的暗夜里
点亮一盏盏春天的明灯
于是，凌晨的旷野里
金色的菊花星星点点

这个春天，山的脸上挂满了泪花
多想把山的胸膛打开
搬出礁石
刻画出中国的模样
让界碑知道你的坚守
让雪山知道你的伟岸

多想，把你比作山
巍峨，坚定，静默
浮云，轻轻捧上洁白的哈达
茫茫尘世，没有什么爱比你圣洁——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写给英雄陈祥榕

刘衍
英雄日记：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这是呐喊的心迹，是战斗的号角
是祖国疆界不容侵犯的神圣使命

投向我们的目光是那样清澈
帽檐上的军徽在阳光下是那样清晰
年轻的脸，铸造祖国祥和的气氛

你挺身而出身先士卒的英勇壮举
令英雄辈出的时代，又起了波澜
山上旌旗在望，山下就花草缤纷

人们赞颂您啊，打起手鼓唱起歌
敞开的词语在浴血高原提高音调
边关的河谷打了几个长长的和声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为戍边英雄陈祥榕而作

罗睿
看到清澈，我想到泉水
那种弯弯曲曲的流淌
毫不掩饰对土地的爱

这时候，它是口号
它属于陈祥榕
属于一个十八岁的戍边英雄
在这里，伟大和年轻
画上了等号

他的年龄
定格在了永远的十八岁
最青春的年华献给了最美的祖国
而他的口号——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像一股清泉，带着澎湃的力量
流向四面八方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致敬戍边英雄陈祥榕

林瑞珠
铮铮铁骨军魂魄，征戍喀喇昆仑山。
远水岩疆霜露冷，高原雪域路途艰。
却怜风雨悲歌曲，铭记英雄碧血殷。
清澈寄怀唯报国，青春无悔献边关。

英雄赞
陈锦鑫

何惧高原雪地艰，凌然大义守边关。
青春剑影昆仑立，赤胆忠魂泰岳般。
彩笔难描情愤慨，伤怀永悼泪悲潸。
献身护界驱强寇，楷范长留华夏间。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赞戍边英雄陈祥榕烈士

蔡子芳
冰峰雪谷馬衔环，喀喇昆仑路险艰。
烽火横刀吹角鼓，河山守土戍边关。
铁拳出手追凶寇，热血捐躯杀敌顽。
铭记英名功不朽，雄师浩气凯旋还。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蔡笃辉

漫天飞雪异邦邻，护卫安宁为母亲。
孤胆神威坚铁壁，双拳勇武扫嚣尘。
血沾铠甲英雄气，光耀韶华伟岸身。
清澈丹心留大爱，人间永世记忠贞。

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庄天助

一行诗句写忠心，只为中华家国吟。
冷月边关多洗礼，高原雪域最强音。
界碑有我巍巍立，寸土无他赫赫擒。
铁马雄风生死与，男儿洒血化甘霖。

吾师警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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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春草绿，梨花风起清明时。清明，这是个思念的节日，我们用无尽的哀思，来缅怀逝去的亲人和朋友。现
特刊登一组清明寄思的文章，追忆那些熟悉的面孔，说一些想说而来不及说的话，把清明时节的纷纷雨丝，化作字里行
间的绵绵思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