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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云霞 1942年 3月出生于晋江
市龙湖镇古湖村，1963年3月毕业于
泉州农业学校。“那时上学要上 5年，
多亏政策好，不仅读书是免费的，住
宿也是免费的，每个月还有大米和 9
元的补贴。”回想着当年上学的情形，
吴云霞很激动。那个年代，农村女生
能够到学校去读书是很难得的。因
此，她梦想着毕业后能发挥所长，大
展拳脚。然而，毕业后正逢困难时
期，她不得不和家人一起从事生产劳
动，这一晃就是11年。1974年，各个
部门急需知识人才，镇里找到吴云
霞，提出多个工作岗位让其选择。吴
云霞二话不说选择了当老师。“必须
要报答党的恩情呀，当年让我们免费
读书，能够接受教育，我希望自己也
可以教育更多的学生。”吴云霞说。
于是，1974年 9月，她被分配到龙湖
镇尊道小学任教。

刚刚成为老师的吴云霞很是忐
忑，烦恼自己能不能胜任这个工作。

“我学的是农机专业，又没有教学经

验，总担心自己上不好课。”但是既然
下定了决心要做老师，那就要做好，
这是吴云霞每天给自己打气的话。
开学后，她每晚都要备课到 12点之
后，每堂课的知识要点反反复复地熟
悉。不仅如此，每天早上四五点，她
就会起床，把当天的课试讲一遍。此
外，她还经常找老教师请教，去旁听
老教师讲课。

自从当上了老师，吴云霞几十年
如一日扎根乡村小学。她一心扑在
教学上，爱生似子，循循善诱，从不请
假。“我教了 23年书，当了 23年班主
任并兼少先队辅导员，教过 11届毕
业班语文。”讲起过去的教育生涯，吴
云霞的语气里充满了自豪感。“我 23
年没有请假过一天，哪怕是生病受伤
了，也没有耽误一节课。”吴云霞说，
有一次自己不小心被烫伤了，“伤口
在大腿位置，有碗口那么大，又肿又
红，我就忍着疼痛一拐一拐地去上
课。学生看到我这样都劝我回家休
息。我不肯。学生们又赶紧搬椅子

让我坐下来，还说‘老师你慢慢讲，我
们会认真听的’。那天，学生们真的
比平时认真很多，非常安静地听我讲
完课。”吴云霞回忆着与学生们的往
事，眼角有了泪意：“这些孩子太乖
了。”

从教 20余载，吴云霞桃李芬芳，
和学生们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现在每年春节都有学生来看我，跟
我聊聊他们的近况，也会一起翻翻老
相片，回忆以前学校的生活。”吴云霞
说，虽年岁已高，但常有学生来电来
信，或亲临看望，让她很是安慰。

在咱们晋江，有许多家庭都是一家三代，甚至四代五代都在从事教育工作的。至今，晋江市已

有72户“教育世家”。在第39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晚晴》周刊走进两户教育世家，听听“教育世家”

里的大家长讲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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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桃李芬芳的“教育世家”
《晚晴》周刊第39个教师节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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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书合家庭中，除了他一生
从教以外，他的儿子、儿媳、女儿、孙
媳妇也都是老师，一家三代5名教师
累计教龄超过130年。

许书合将“教育世家”的牌匾和
绶带摆在了家中客厅最显眼的位
置，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从事高
中语文教育一辈子，他的理想就是
能够笔耕教坛不懈，而今儿孙延续
了他的理想，让他倍感欣慰。

据悉，许书合的一家人在为基
层教育发光发热。1991年，许书合

的儿子许华圣走上教师岗位，32年
来一直坚守在基层教育岗位；儿媳
陈亚南也是农村基层教育守望者；
女儿许梅馨从事幼教工作多年，被
评为“福建省骨干培养对象”“泉州
市骨干教师”；孙媳妇黄子璐则在幼
儿教育上彰显着年轻教师的朝气和
活力。“一个、两个、三个……我们一
家有五个老师，现在还有一个外孙
女在读幼师，毕业后也要成为幼儿
园老师。”许书合用手指数着，很自
豪地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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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书合家庭2020年获评“教育世家”，一家三代5人从教累计已超过
130年。

许书合今年89岁，退休后，又自学电脑打字，把自己46年的教学高中
语文的经验编辑成书，帮助更多学子学习。

“我就是一个平平凡凡的老师。
在那个年代，很多人说读书没有用不
赚钱，但是我很高兴我教育出了很多
爱读书的学生。而我的子女在我的影
响下，也都很喜欢读书，到了下一辈也
是。”已经82岁的吴云霞抚摸着晋江市
领导颁发的“教育世家”牌匾很感慨，

“我的小儿子翁良杉当老师36年，培养
了很多学生，我很高兴。特别是孙女
也当了老师，我就更高兴了。”

“我会走上教师之路，完全是受母
亲的影响。”翁良杉告诉记者，当年自
己的学习成绩很好，学校老师希望他
能上高中考大学，但母亲期望他能像
她一样成为一名教师，翁良杉还是选
择了报考师范学校。“我在上学期间，
母亲每个月雷打不动地写一封信，信
里除了关心生活，叮嘱我要休息好，其
他的都是叮嘱要努力学习。”翁良杉至
今还珍藏着吴云霞写给他的信，偶尔

会翻出来看，“你看，三句不离学习。”
在长辈们的影响下，吴云霞的孙

女翁凡凡高考填志愿时，主动说想像
奶奶一样当一名老师。她报考了华中
师范大学，成为首届免费生，后来考取
了华中师范大学学科教学教育硕士学
位，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学老师。

最让吴云霞开心的是，良好的
家风得到了传承，“我们一家人都爱
读书。我的四个子女，以及子女的
孩子都学业有成，8个孙字辈的孩子
有博士后、硕士、本科生……爱读
书，有知识就是最大的财富。”

吴云霞家庭今年获评“教育世家”，一家三代4人从教累计102年。作为家庭的大家长，吴云霞不仅影响了
儿子走上教育岗位，孙女也受其影响成为老师。

退而不休著书送学子

许书合是1961年到养正中学任
教的，直到 1996年退休，他将 35年
的岁月留在了养正中学的课堂上。
因为突出的教学成绩和教学理念，
退休后，许书合又先后被石光中学、
英林中学、侨声中学等校聘请去上
课，直到 2006年才正式离开教学岗
位。在退休返岗的 10年里，许书合
有时候一天要上四节课，最少也有
两节课，一节课45分钟站下来，他却
觉得一点也不累。

2014年，年近八旬的许书合开始
着手编书，“教了那么多年高中语文，

参加过5年高考评卷工作，我发现福
建的学生在文言文方面很薄弱。”于
是，他花了整整3年时间把自己40年
教学经验和多年高考评卷所积累的
经验融合成《高中文言文常用基础知
识例释》一书。经过同为语文教师的
儿子许华圣和儿媳陈亚南历时 2年
的校对，该书正式刊印，并无偿赠送
给高中学子和高中语文教师。“希望
学生们能慢慢消化吸收这些文言文
基础知识，提高文言文阅读能力、解
题能力、解题速度。”许书合说。

为了方便编书，许书合开始学习
使用电脑，“要编书，要排版，不会电
脑是不行的。”许书合说，一开始，他
让儿子教他打字的方法，一个拼音一
个拼音地教。虽然打得慢，但是很快
就学会了。现在，他一天下来能打两
三千字，“想到哪里打到哪里，虽然
慢，但我很满足了。”现在，许书合不
仅会用电脑打字校书稿、发邮件，还
会上网看新闻、搜索热点。

为基层教育发光发热

书香传承好家风

23年没有请过一天假

本版由本报记者黄海莲、陈巧玲采写

才艺秀场

书法、绘画、摄影、诗词、剪纸……如果你喜欢这些、擅长这些，那么，这里便是你展示的舞台。“才
艺秀场”作为展示老年朋友才艺作品的平台，长期面向全市老年朋友征集优秀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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