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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卅风雨沧桑兼程路，孕育桃李芬芳满天下。今天是晋江金井毓英中心小学130周年校庆的好日子，毓英中心小学联合本报举办的“我与毓英”主题征文活动获奖名单已出炉。
活动一经发布，佳作纷至沓来，共收到征文近200篇。最终，张晓滢、吴芸姗、黄可歆、苏钰馨、张雅琪获得学生组一等奖，黄美燕、许以姗获得成人组一等奖。详细名单和获奖作品可通过微信公众号“毓英中心

小学”相关推文进行了解。
本次活动受到校内全体师生、历届毕业生和社会群体的关注。广大毓英人文思恣肆，用细腻的笔触、丰富的情感，讲述自己在毓英的时光，道出和毓英的专属回忆，诚挚祝福母校的未来更加美好。今天，本报

选登部分获奖作品，让读者随着他们的文字，一起走进属于毓英中心小学和毓英人的美好时光。

祝福毓英中心小学130周年校庆

社会各界以文传情 共忆毓园美好时光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倚身在桥上看风景，隐隐约约清
风伴影，记忆戛然止于这承载美好年少的毓园。我闭上眼，
感受来自这片土地上温厚弥漫的气息。

一
光影横斜的盛夏，晃动一树婆娑，一阵风声疏影中，似

是出现了他。
他是茫茫人海中一如千万平凡教师般的人，在时光荏

苒中与青春辗转。纵使未伴随学生时代的我们一起走过完
整的六年时光，但他对于教育和生活的态度，却令我始终难
以忘怀。在那时，我还是一个会因为解不出数学题而对其
产生厌烦情绪的小学生，但从他的课堂生趣及为人处世，却
也在他的谆谆教导下而今顺利步入大学殿堂。作为一名数
学领域的探索者，他可能是我见过的最有运动细胞的数学
教师了。不仅在学业上有所热爱，亦怀有运动的拼搏之
劲。我想，他令人深刻的并不止于善于发现学生学业问题
并帮助其解决，而是在对学生的关怀、对生活的热爱及待人
处事的温良精神中，透露出他对生活乃至更深格局上的思
想行为深度。

经年，走过许多路途，经历许多波折，感慨过许多事物，
回想起十几年前的这一幕幕，才真正领悟其中的本质。他
是学业征程中的领路人，粉笔上绘着奇妙的几何世界，勾勒
着专业图形和术语交流，为学生送上指路的明灯。于事物
烦杂中，他并不曾丢失初心，不被俗世淹没成一个精于计较
得失的人，给予我的，也是那成长中最基本的处事得当且对
生活充满热爱。

三尺讲台的粉尘覆在他手指尖上，而毕业证书早已在
我掌心。纵然十几年光阴转瞬即逝，但他仍是漫漫旅途中，
我愿永久唤一声“恩师”的人，此言轻若鸿毛又重于泰山。

二
万里云外的白鸽飞卷起毓园夏意渐浓的气息，我熟悉

它清新明丽的空气和温驯撩人的清风，熟悉它学子谈笑声
中的质朴自然、盘旋上空师生探讨的妙语连珠……还有那
书籍满目的图书馆，那林荫小道下的人影，围绕在我眼前，
开出一层层耐人寻味的芳香。

时光荏苒，似是飞鸿踏雪泥。时光里住着一个小小的
我，在偌大校园一隅的教室里汲取知识。透过窗外，整个地
面铺满了阳光，整个空间弥漫着莘莘学子朝气蓬勃的气息。

一天当中最惬意的时光莫过于黄昏时分，在等待回家
的间隙，我总是在不远处淘来几只不知名的小动物，小心翼
翼地放置在矮矮的草丛边，任它们攀爬，看它们在余晖里休
憩，看它们在雏菊间辗转。而我则盘坐在旁边慵懒地沐浴
阳光，好奇地盯着小动物们的一举一动，拿起画笔记录下美
好场景。阳光在红扑扑的脸蛋上流连，清风在发间轻触，笔
下的白纸也因铅墨，展开一卷卷时光画轴。

每天，我既享受这片刻的自由，也不断回想自己的丰富
生活和学业内涵。直到校车的呼唤，我才将小动物们送回
原地，恋恋不舍地回家——那时记忆里的盛夏傍晚，余晖铺
满小道，镶嵌上一层洁净的月辉，拂过一缕金霞，活脱脱一
幅晚霞归人图。

三
经年之间，也曾几度再到过毓园，门口的保安叔叔早已

更换了面孔；园内许多建筑设施也都大变样。我一边为学
校不断前进、欣荣发展而欢喜，却也感慨自己曾留在此处的
点滴足迹是否会随时光推移而渐渐散去。

不远处一阵人声鼎沸打断了思绪，是小同学们在傍晚
相约打球的嬉闹声。过往的草地已转变成篮球场，昔日的
篮球场翻新成为足球场地……正值毓园 130周年庆，看着
变化繁多的校园，我喜其日夜辗转间的灯火通明，敬其百年
传承的不灭薪火，更感其深沉的经久不衰的初心和所担当
的使命，也因此对它产生无法用语言描绘的情感。多想就
这样静静地看着它，看着夕阳为它描上金边，看着麻雀在架
起的电线杆上嬉戏，看新时代下的新少年进取上进。

夕阳、人影和谈笑声在最后一丝清风中消逝不见，谱成
一道靓丽风景。抬眼望去，斜阳和整个毓园交相辉映，勾勒
极致。而这份风景的动人之处，自在人心。扫过远方灰暗
的天空，“咕咕”白鸽似声声梁绕，我亦有感：不辞长做毓英
人！

后记
在人生旅途中，感谢与毓园相遇。它承载了太多年少

的美好记忆，是用文字无语深切表达出来的，此文中感谢我
的数学老师洪良清，也对在学业中给予指导的洪婵娟老师、
洪燕欣老师、陈良良老师等表达感谢；对在此度过六年时光
而感怀；同时祝母校百年学府谱盛世华章，年年桃李、岁岁
芬芳。毓园的这份风景，将永藏于心。

毓英母校百卅校庆征文，良清校长特地发来微信，让我写写
“我与毓英”。我与毓英？回想了一下上一年级的时间，是1979
年。那是一个夏天，有萤火虫在木麻黄树下飞舞的九月的夏
天。入学时，老师看我长得弱小，以为不足龄，还出了几道加减
算术题考我。后来听母亲说，当时我是掰着手指头才把答案算
对了的。那时的记忆就这样如萤火虫般，忽明忽暗地模糊又清
晰起来……

一年级就读时校名是金井中心小学，校舍是海军宿舍，二
年级才搬到现在的校址。当时课桌椅都要自己搬，老师让我
们排成长队，每人负责搬运一样课桌，就这样，走进了毓英学
校。那是一座外墙明黄的两层建筑，四周种满了木麻黄，层层
叠叠，随风摇曳。最独特的是木麻黄针叶状的丝条：密密麻
麻、郁郁葱葱，可那不是叶子啊！为了适应环境、征服风沙，木
麻黄把自己的叶子藏了起来，化为肉眼看不到、手感摸不出的
鳞片，代之以柔软翠绿的小枝，称为“枝状叶”。这种奇特的生
长方式，让它可以在海岸线傲立，也可以在沙滩中攀升，甚至
可以在礁石上摇曳。这与走过130个春夏秋冬的毓英学校顽
强的生命力如出一辙，在闽晋南的一隅，任凭百年风霜，以昂
扬的姿态屹立教育前头。

那时的学习，轻松愉悦，以语文数学为主，唱歌、画画也
有，高年级加一门地理课。中午一般没有作业，下午会布置一
些生字书写、数学练习、写作等。下午放学早，如果勤快一些，
作业是可以在学校做完的。父母都忙于工作和家务，家里兄
弟姐妹多，几乎没时间管我们，全靠自觉。现在想起来，都是
玩乐的趣事多。操场是松软的沙土地，木麻黄树下，我与同学
们在地上画双边格子，捡上一块红砖头，在磨刀石上把四个边
磨圆，就可以玩“跄圈”游戏了。把砖头放在最前面的一格，单
脚逐一把砖头跳踢到下一格，直到把两边的格子循环踢个遍，
中间没有停顿或踢出格，就算赢了。还有跳橡皮筋、丢手绢、

“脚战”、“拾磕”……下课的操场上总是洋溢着我们的欢笑
声。透过木麻黄树的缝隙，看白云更白，蓝天更蓝。有时，我
们还会把木麻黄细长的叶子编成戒指、项链、头环。直到太阳
下山，才想到该回家了。回家的路上看见木麻黄树上升起袅
袅的炊烟，这时，上学的欢乐与晚归回家怕父母唠叨的惆怅交
错着，顺手扯一把干枯的木麻黄叶子，回家当柴火，权当掩饰
一丝丝贪玩的愧疚。如今想起，竟然那么诗意。所有的诗意，
都是因为有那一棵棵木麻黄树。

说到柴火，也是因了那一棵棵的木麻黄树。当时学校有
几位住宿的老师，一日三餐要下课后自己煮饭，学校后面搭有
两间空房，一间有灶台的用作厨房，一间空着的用于放柴火。
学校有时会让我们周六日或闲暇的时候自行捡些木麻黄叶子
和树籽放在空屋。这样，住宿的老师就有柴火用了。数学课
上，树籽也会被老师“请”进教室当低年级算数的学具。美术
课，老师会让我们自由画画，记得我常常画的就是木麻黄树和
树籽，细细地观察叶子，宛如袖珍的褐色竹子，有一节一节的
纹路。有时，我会数数它有多少节，比对每一条叶子的节数；
还有树籽，含有一个个蜂窝状的洞洞，我会把它画得很大很
大，在一个个洞洞里装满我的想象和渴望，画上糖果、玩具、小
人书。有木麻黄的毓英，就这样充实着我们的小学校园生活。

那时候，我是个脑袋瓜常装着奇思怪想的小孩。学校的
二楼设有一间老师办公室，走廊上挂一个铜钟，看着应该是有
好些年代了，上下课有值班老师负责敲响。上课了，是“咚咚
咚”急促的三声；下课了，是“咚——咚——咚——”延长的三
声。每次从楼下望上去，那钟就如一位年长的学者，意味深长
地也望着我。不知怎的，有一天，我忽然生出一个想法——我
要敲一下钟，像值班老师那样，从容优雅，手执钟摆的绳子，缓
缓地一下一下敲着它，让它悠扬深长的声音缭绕，那是多美妙
的感觉呢。那个中午，我吃完午饭，早早来到学校，同学们都
还没到，老师们应该在休息，整个校园安安静静。我一鼓作气
跑到二楼，才发现钟摆的绳子高高的，小小的我根本够不着，
可我还是跳了起来，借助跳的动作一下一下地晃动绳子，“咚
咚咚”，终于把钟声敲响。附近的同学以为提早上课，急匆匆
地跑进校园。我正陶醉其中，时任教导的林老师从办公室走
了出来。他也是我的数学老师，是一位身材如木麻黄般颀长、
精神矍铄的师者，符合我对有学问的老师的想象。我以为要
挨骂了，可他的脸上没有一丝责备的神情，只是笑意盈盈地
说：“同学，这是上课的铃声，只有老师才可以敲响。你到班上
去吧，等会到点了，钟声自然会响。”

多年以后，我从幼师毕业分配在毓英中心幼儿园任教。
那时，幼儿园也有一个类似的铜钟，老师也要根据时间安排敲
钟，我可以名正言顺地敲钟了。可我最是想念那个午后，心里
有无限想象和希冀的、踮脚尖够不着、需往上跳才能敲响的那
个钟。若干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与时任校长天祚师聊天，
得知林教导已作古，心里莫名感慨，师者温和的话语犹在耳
旁。师者如光，虽微致远。

木麻黄四季常青，是学校的绿色屏障，是繁殖最快的树
种；叶子虽然是尖叶状的，但繁茂能遮挡炎炎烈日；树干无垂
须的飘逸，却多了一份清朗利落；果实不够硕大，却与落叶一
起成为主要燃料。毓英学校犹如此，一百三十年来，秉承“勤
朴诚毅”校训，在一代代毓英人的奋进下，载誉无数。“敢为人
先，改革创新”，培植万千学子，桃李满天下，创造了一流业
绩。我，曾经的毓英学子，虽平平无奇，却骄傲有她的一缕岁
月晖照，一段时光追忆。

生活即教育，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教学相长，即
知即传，随学随教。解放学生的头脑、双手、嘴、眼睛、时间和
空间，还学生以自由，激发创造力。陶行知先生教育思想的精
髓在当时的毓英小学随处可见。阳光下，毓英园里，木麻黄依
然迎风伫立，我仿佛又看到，1979年夏天，无数萤火虫的微光
照亮了，那掰着手指头数数的小女孩向我走来。只是，她的手
里，多了一颗颗木麻黄树籽，丰硕饱满。谨以此文祝福毓英母
校百卅校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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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夏雨潇潇的夜，扰起了点点的思绪。又是一
年开学日即将到来，听——“沙，沙沙”，刚冒出头的
青草又将被润绿，那棵古老的榕树依然在雨中静默，
又悄无声息地抖落那饱满的水滴……这里，是毓英。

他望着我的目光是如此的亲和、沉静。可即
便如此，我仍很难平复我极度难堪的心境。原本
在乡村小学成绩一向名列前茅的我在这次转学测
试中一败涂地，居然连解方程有个“X”都不清楚，
语文也只有个中等水平。看着父母难以置信的样
子，我实在无言以对。“就先让她试试看吧！”班主
任陈竞焕老师一句话，让原本被建议重读四年级
的我进入了毓英的五年 2班。那一天，我不安地
跟在陈老师身后，低头踏进那个陌生的班级，心中
一遍一遍地猜想这仅有的最后一年小学生活究竟
会以怎样惨淡的结局落幕？

秋季既过，春季即至。当一个学期悄然而逝，
“毓英”已深深吸引住了我，使得多年后我仍对当时
的帧帧画面无法忘怀：早读课前，放学时分，满是沙
石的操场上始终有三名旗手在认真地踏步、前进、敬
礼、升旗、降旗，日日如此，朝夕未改；语文课上，陈老
师那锋劲的字迹、层次分明的板书让我们争相模仿，
临摹抄录，课后也总想去翻一翻他那本厚厚的备课
本到底写了些什么上课的“秘密”，甚至想去偷偷尝
一尝他那只大口杯里装的是什么茶；数学课上，郭惠
生老师第一件事就是检查红领巾，不戴就轻饶不了
你！他的大嗓门加上生动风趣的讲解，以及锐利的
目光让我的数学成绩在短时间内突飞猛进，一跃居
前；音乐课上，李俊生老师总是满怀激情地让我们用
歌声来问好，带着各种乐器让我们打节奏、识乐谱，
我居然也学会了唱简谱；体育课上，张婉瑜老师费了
老大的劲儿才让一向以为体育课就是自由活动的我
学会了前滚翻、后滚翻、跳鞍马；临近毕业考，由于加
考科学，又兼教科学的郭老师利用晚自习带我们看
标本、做实验，课间还总给我们讲奇闻趣事，有时还
故意讲“鬼故事”，先吓得我们惊呼连连，再给我们阐
释其中的科学原理……众多毓英老师的博学多闻与
扎实的专业技能让我们这些学生叹服，也因他们无
私的殷切教导使得我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季延
中学。时至今日，我仍对此无限感念，也许这也是吸
引我在成为教师后，恳切想回到毓英从教的原因。

六年过后，重返毓英。我已由一名学子变为
一名教师，毓英也有了完全不同的面貌。灰白破
败的两层教学楼已翻建为纪念楼，杂草丛生的练
车场已化身为宿舍区和综合楼，保留至今的清楠
楼和体育馆也重铺了外墙，红墙绿树，一派崭新气
象。适逢并校，学校师生人数剧增，当时所有的老

师都在同一间大办公室（现电教室）办公。虽说学
科不同、年级不同，但总能感到浓浓暖意，老师们
有时说笑几句，有时就某个教学点各执一词；对于
年长我们几岁的老师，我们总是尊敬谦恭，而他们
也总是和气地鼓励我们。

毓英的校训是“勤朴诚毅”，如果要让我来说
感受最深的是哪个字，我想就是“勤”了吧！那阵
子，毓英捷报频传，经常可以听到哪位老师在福建
省、泉州市、晋江市的教学比赛中获奖。但你可发
现，学校某间教室的灯光在比赛前的那段日子里
总是亮着的，因为那里面经常有几位老师在“挑灯
夜战”，研磨教技。因为要争创“福建省示范学
校”，几乎全校老师都全身心投入，在当时计算机
还未普及使用的时代，硬是对各种材料进行筹备
完善，工作量巨大。我们一群年轻老师还常常在
放学后到宿舍加班制作手工图册、标语等，直至夜
深星稀才返家。最为勤勉的绝对是傅瑞珏校长，
她工作起来总是夜以继日、以校为家，而且事无巨
细、亲力亲为。最让我难忘的是她常常夜深时分
打电话给我，带着她刚完成的手写材料到我家来
让我用电脑输入。她一字一字地念，我一字一字
地打，之后她又一字一字地校对、修改，完稿后常
常已是午夜，她再独自一人骑车回家……隔天一
早，又见她已提前到校主持工作。在众多毓英前
辈的言传身教下，我等后辈自然不敢轻负韶光，自
当“不待扬鞭自奋蹄”，将“勤”字深植心底。

静待花开，不觉更深。转眼十余年过去了，我也
成了毓英的“老”教师了。历数过往，为了当好班主
任，我潜心研究班级管理策略，设计制作各种工作表
格，建立一个个学生档案，记录分析他们的性情特
长，就为了能“对症下药”“因材施教”；为了教好语
文，我从一开始手工制作各种卡片、插图、幻灯片，到
后来自学PPT课件，并养成利用假期制订教学计划、
撰写全册教学设计的习惯；为了负责好综合实践活
动教研组的工作，我努力提升自身专业素养，作课
题、写论文，也鼓足勇气去举行观摩课和参加比赛；
为了让“六一”舞蹈节目年年出新，保持优胜佳绩，常
常是彻夜难眠，绞尽脑汁，还要经历一次次的推翻、
重编、修改……可试想想，毓英的老师们不都是这样
一步步地走过来的吗？回首过往的每一步，付出的
每一分努力，虽说不欲人皆知，但无不是一个“毅”字
使我们无悔坚守在毓英，并为之而努力着。

一路行来，承学执教，缘于一份与师者们心灵之
间无声撞击的感应，始于一片植于心中的对母校的
敬仰与挚情。在毓园的日子里，一支未磨秃的粉笔
还是要坚持写下去，以求无愧于我师，无愧于毓英。

许
以
姗
（
毓
英
中
心
幼
儿
园
教
师
，毓
英
中
心
小
学
校
友
）

毓英为我师 我为毓英师 林迎迎（毓英中心小学教师兼校友）故 黄美燕（武夷学院学生，毓英中心小学校友）

获 奖 名 单

学 生 组

一等奖
那年，我与南音结缘 张晓滢（毓英中心小学）

“毓”见你，真好 吴芸姗（毓英中心小学）
我的女排梦 黄可歆（毓英中心小学）
毓英，我成长的助力器 苏钰馨（毓英中心小学）
毓英·慈母 张雅琪（2016届毕业生）

二等奖
投入毓英的怀抱 施骅萤（毓英中心小学）
毓园葱葱，温情汲汲 许晁源（毓英中心小学）
连心廊，心连心 林言晞（毓英中心小学）
我在毓英园的欢乐时光 蒋煜恺（毓英中心小学）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赵熠琳（毓英中心小学）
毓英，梦想起航的地方 黄依然（毓英中心小学）
体育馆里的追梦人 伊 然（毓英中心小学）
人生启蒙第一笔 范梓晴（毓英中心小学）
一路欢歌，一路向上 蔡雨铮（毓英中心小学）
我与毓英共成长 施珞兮（毓英中心小学）
毓小的绿树红墙 蔡钰娟（2017届毕业生）

三等奖
“勤朴诚毅”育我成长 陈思怡（毓英中心小学）
期待在毓英园的每一天 杨怡钧（毓英中心小学）
期待，梦想成真的那一天 杨 楷（毓英中心小学）
我与毓英 张心颖（毓英中心小学）
我的排球梦 曾烁天（毓英中心小学）
毓英学校我慈母 施梓潼（毓英中心小学）
快乐的宝地 蔡昊晔（毓英中心小学）
我的法宝 蔡伟泽（毓英中心小学）
毓园 美好 林昕琪（毓英中心小学）
理想，在毓英起航 何佳宇（毓英中心小学）
楹联伴我成长 张凯诚（毓英中心小学）
拔节的乐曲在这里奏响 洪铭松（毓英中心小学）
犹记那棵榕树，那座碑林 施珺祎（毓英中心小学）
那一条长长的连心廊 谢诗涵（毓英中心小学）
我爱你，母校 洪雅妮（2020届毕业生）

成 人 组

一等奖
故 黄美燕
那年，毓英园的木麻黄 许以姗

二等奖
毓英为我师 我为毓英师 林迎迎
追忆那些寻常的日子 蔡丽英
致母校的一封信 张秋影
走近围墙 吕琪莎

三等奖
两把椅子 陈秋娜
拾忆 · 成长 留珊红
毓园的底色——爱与温暖 曾茵妮
人生中的第一笔稿费 范佳萌
毓英中心小学，我们与她的故事 魏 松
我与毓英 施 诗
见证 · 成长 陈韵琦
我与毓英 陈育艺
在毓英走过的日子 曾丽玉
家在毓英 洪雅哲

毓英中心小学公众号二维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