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师恩难忘
（外一篇）

□ 和瑀

魂 归 大 海
—悼念作家杨海光老师

□ 韩进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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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方的灯塔
（组诗）

□ 伟兴

跟杨海光老师最初的接触是 1986 年春

天或者夏天。那时候我在县政府办公室综合

组（科）工作，我和另一位同事的办公室紧挨

着秘书组（科）。我俩那屋没有电话，但秘书

组的电话却十分繁忙，电话铃声可谓不绝于

耳。秘书组房间的门一天到晚从来不关，我

们的办公室除了冬天也经常开着门，年轻人

耳朵好使，接打电话的人声音又比较大，隔着

房间也能听得清楚。有一次我听到接电话的

人这样说道：林森？没有啊。我们办公室没

有姓林的啊。写稿子的？我急忙跑过去，抢

了那人的电话听筒，向电话那头的人说，我是

那稿子的作者，笔名林森。打电话的那人就

是杨海光老师。声音洪亮，态度热情，欣喜情

绪的气息仿佛从听筒里都能感到扑面而来。

那是我大学毕业的第四年，也是从市区

调县的第二年，虽在机关上班，但对本职工

作投入的热情远远低于自己的爱好——文

学创作。我是个理工男，文科的知识非常缺

乏，初入社会，经历阅历又都很少，写出东西

来很是幼稚。屡屡投稿，屡屡遭拒，苦闷忧

郁的心情无法表达，无人倾诉。然而，文学

的吸引力对我是如此之强，时时刻刻心心念

念的是文学作品，日夜沉醉在文学世界里。

在不太轻松的本职工作的间隙悄悄地或者

说偷偷摸摸地看文学书籍，学习文学写作。

因为是“地下工作”，单位里也就很少有人知

道我写作的事情了。与我的情况形成强烈

反差的是县内文坛的喜人形势。创作群体

庞大，创作势头强劲，创作成就引起全国文

坛的关注，被文坛称作“滦南文学现象”，有

人写了《滦南多俊才》的文章发表在《人民日

报·海外版》上。那个时代真可谓滦南文学

的春天啊。而文学大咖，县内文坛领袖就在

我的身边，还是我的顶头上司，滦南县政府

办公室主任冯学行。先生当时是全国有名

的杂文家，笔名石飞、史非，几乎每月都有大

作刊登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而且大都

是头条的位置。后来出版了《夜垦集》，获得

了首届“河北文艺振兴奖”。先生也担任过

首任县文联主席。在他的带领下，域内形成

了杂文创作群体，著名的石飞、兰楠、汪金友

“杂文三杰”便是其中的核心和灵魂。与此

同时，小说作家肖波、杨海光、刘振广创作风

头正盛，剧作家谷景峰、谷顺祥的作品引人

注目。此外还有一位既是圈里又是圈外的

文人，时任《唐山劳动日报》驻县记者的张哲

明。他后来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哲明兄的

文学评论一起步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和深

度。如果说当年冯学行先生是滦南文坛的

一面旗帜，那么张哲明则是从滦南这块土地

上横空出世的一颗文学新星，更准确地说是

文学评论界的“一匹黑马”。他的一篇发表

在《作品与争鸣》上的文章，真就符合了刊物

的宗旨，一时间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热议。

他给石飞写的《石落长河有回声》评论文章

曾在文坛引出了一桩美谈。1989 年冯先生

的《夜垦集》出版，请《人民日报》副刊编辑刘

甲为之作序。刘先生却对张哲明的那篇文

章表达了欣赏和佩服，大有李白“眼前有景

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叹，遂把那篇

评论也做了序言。这是对当时三十岁刚出

头作者的赞赏，我想也是对当时滦南文学实

力的肯定。家乡文学创作蔚然成风，惊喜不

断，这让我备受鼓舞，一个文学青年心头的

创作热情像野火遇上春风更加旺盛。对县

内文坛有欲入楼台之心，却因为没有“敲门

砖”望而却步。在多次遭到县以上刊物退稿

或“无应答”之后，怀着忐忑的心情把一篇题

目是《夏夜，在故乡那棵老槐树下》的散文投

给了《滦南文艺》。单位和《滦南文艺》编辑

部所在的文化馆虽只有一里之遥，我却趁街

头行人稀少的时间，紧张而又快速地投进了

路边的邮筒。

杨海光老师打电话正是收到那篇稿件之

后，按着注明单位寻找作者的。我写东西是

瞒着周围人的，用的林森那个笔名就更无人

知晓了。文史知识严重缺乏的我，根本不知

道林森确有其人，而且是一位大人物，后来这个

笔名就不敢再用了。老师那样热情，那样友善，

并诚恳邀请见面，令我十分兴奋。其实，在当时

滦南的文人中，杨海光、朱永远是我知道名字最

早的两位作家，可谓未识其面，先读其文。大三

那年，我在学校图书馆从《河北文学》期刊上看到

了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闪光的算珠》，作品的

主人公是我国著名的珠算专家、我的高中老师

朱永茂，作者是杨海光和朱永远，而朱永远则是

我们朱老师的亲弟弟。从那时起，我便记住了

这两位作家，他们的名字也和他们所描绘赞美

的算珠一样，在我的心中闪闪发光。到县城工

作后，也听说了两位的工作单位，但由于前面讲

过的顾虑，虽有心求见，却总是想而却步。老师

的邀请让我顾虑全消，不几日便前往拜见。文

化馆在城中皋上西坡也就是现在成兆才大戏院

的位置，那是由两层楼四面合围起来的院落，多

家单位共同使用。评剧团、歌舞团、图书馆、文

联、文化馆都在其中。那是一个热热闹闹的地

方，从早到晚，锣鼓时时响起，琴笛之音绵绵不

绝，更有咿咿呀呀的唱念和充满活力的歌声贯

穿始终，嘈杂而兴旺。作家们就是在这样的环

境中写出了他们的高峰之作。后来我才了解

到，那是一个文化高地，更是文学高地。在里

边办公的有肖波、杨海光、谷景峰、谷顺祥等作

家。杨海光和“二谷”老师还吃住在此。冯先

生隔三差五光临，朱永远老师是常客，好像从

县财政局局长位置上退下来的王守谦老先生

也时有惠顾。不喝酒、不打牌，会抽烟的则彼

此点烟对火，那满屋子的烟气呛人又让人感到

亲切。他们畅谈文学、交流心得、讨论问题、互

通见闻又争辩观点。杨老师的办公室兼宿舍

在北面靠东的位置，夫人也和他一起吃住在

此。第一感觉是杨老师脸上的光彩，高颧骨、

大脸庞、大眼睛，和他的名字一样，我看到老师

满面放光。老师是个大个子，在狭小的屋子里

更显得身材魁梧。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灿

烂的笑容和朗朗的笑声。是那种绽放度很大

的笑容，那种轰鸣的、震动你情绪的笑声。后

来相见，无论何时何地，老师总是那样的“初容”

“初声”。那次接触，彼此一见如故，相识恨晚。

老师的直率、坦诚，是在作家中很少见到的。

鼓励指导，意见中肯，态度鲜明。那次相见之

后，老师让我有了文学上的自信心，接连给了

他几篇稿子，都被采纳。其中有一篇《关于京

腔女大学生日记》的短篇小说占了刊物很大版

面。经老师推荐，我的散文还获得了县里举办

的文学奖。老师不仅指导发表我的作品，还把

他刚写或正在写的作品拿出来，让我提意见。

我呢，就真不知深浅地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

老师竟然诚恳地接受。记得我们还对作品里

的情节从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角度产生了

辩论。老师不恼，却以此为乐。那几年，到老师

那里坐坐是桩乐事，也总有收获。

随着生活和工作的变化，后来与老师接触

就没有当初那么多了，但偶有相见，老师总是

笑容满面，也总是对我反反复复地嘱咐“写东

西得坚持啊，没扔了吧？”“还写呢吗？千万不能

扔啊！”当我再次从县外调回家乡工作的时候，

老师已经退休，回归故里，长期生活在渤海岸

边的镇子——柳赞。虽然前几年这个镇划入

相邻行政区域，但先生几乎一生都是滦南人，

“滦南情结”始终未变。他不仅自己热情创作，

还指导和带领年轻的作者书写滦南人物、滦南

故事。我们的感情也一如既往。12年前，县作

家协会换届之后，他是我们唯一的“县外”顾

问。老师有严重的心脏病，有一次给我打电

话，说没啥事儿，就是想唠唠嗑，我知道老师是

想我想念朋友了，于是约了作协副主席兼秘书

长高会臣一同看望老人。老人甚得安慰，高兴

的心情溢于言表。老师提出一个计划，说等他

把房子好好装修一下，办一个他文学创作生涯

的纪念活动。我们当然赞成并表示全力支

持。去年年底，由县作协提议，县委宣传部、县

文联、县作协给六位老作家颁发了“滦南县文

学创作荣誉奖”，杨老师是当然的获奖者。考

虑到老师年事已高，身体欠佳，路途又远，我们

打电话说过些日子把奖牌送到家中，老师表示

非常感谢。那段时间我市区县城两头跑着忙

家里的事情，上门送奖牌的事儿就耽搁了一些

时日。老师“拿奖”心情迫切，要委托文友给他

捎过去。我得知情况后，抓紧和文联张伟主

席、作协副主席兼秘书长高会臣专程到家里为

老师颁赠了奖牌。老师在家乡威望高，影响

大。那天，村里四任书记全部到场，其中包括

八十多岁的老书记，年轻的时候和身为大队会

计的杨老师是非常好的搭档和朋友。老师的

作品曾多次获奖，但他对这个奖牌格外看重，

或许家乡的肯定是最根本的肯定，乡亲们的祝

贺最让人欣慰。授奖、拍照、录视频，老师开心

的笑容始终挂在脸上，洋溢着人逢喜事精神爽

的神情，根本看不出老人家有病在身。他儿

子、孙女也参与见证了老人的“高光时刻”。我

们还确定了“杨海光文学创作六十五周年座谈

会”大体的时间和主要内容。这对他本人意义

重大，对滦南文坛来说也是一项重要活动。然

而，离老人家盼望的时间一天近似一天的时

候，老师却突然离世，驾鹤西行。人已去，愿未

了，逝者抱憾，参与策划活动的人也叹息不已。

这几天，我除了回忆和老师的交往之外，

也翻阅了老师的作品。在老师数以百万字计

的作品中，大海风云和渔民生活是他主要的主

题和最多的题材。从六十年代初的处女作短

篇小说《渔民恨》，到 2015年的长篇小说《船》，

几十年间老师创作了大量“冒着海腥气”的作

品。《渔港风波》《鱼水情深》《风流的海》《海嫂》

《乘风破浪》《碧海新歌》《渔乡新曲》《大海探

宝》……不用说里边的故事和人物，光看这些

名字，眼前好像就汹涌起一片汪洋大海。再想

到他的性格，就可以知道，老师一生爱海恋海

写海，内心始终奔涌着大海。他是大海之子，

是渔民的作家。他的一生总是张开怀抱拥抱

大海，也感染和传递了大海的激情。晚年选择

回到海边，守着大海，生活在渔民中间，不仅和

乡亲们打成一片，而且老有所为，老有所用，老

有承担。他是全村乃至相邻村庄渔民的代言

人、笔杆子。乡亲们凡是动笔写字的事儿，都

是找到他家中，他总是有求必应。去年为村里

完成了别人无法完成的任务，写就了一本《柳

赞二村村史》，不仅为家乡留下了珍贵的历史

资料，也填补了附近一带沿海村镇的史志空

白，用生命最后的时光完成了家乡赋予他的使

命。从海边走向世界，从渔家走向文坛，他用

生命的余晖回报乡里，回报大海，把一颗滚烫

的赤子之心捧给了广阔深厚的大海，这是乡

亲和大海的慰藉，也是他为自己画上的圆满

的人生句号。和乡亲们一样，老师的坟墓也

在海边，他的魂骨朝夕相伴大海的波涛。突

然再次品味老师的名字，杨海光——大海之

光。多么贴切！老师，从此，我再看到波涛汹

涌的大海，定会想起您响亮的名字，想到您灿

烂的笑容……

教师节的脚步悄然临近，思绪如纷飞的

蝴蝶，带我回到那悠悠岁月。

记得幼儿园的高老师，她如春日的暖阳，

温柔的目光能融化冰雪。齐肩的短发，总是

带着微笑，她牵起我们小小的手，引领我们走

进这奇妙的世界。耐心地教我们穿衣吃饭，

一起在游戏中欢笑玩耍。那一次我摔倒哭

泣，她轻轻将我抱起，温柔的话语如春风拂

面，让我不再害怕疼痛。

步入小学，李老师走进我的生活。他身材

挺拔，眼神坚定而睿智。一支粉笔，书写知识的

奥秘。他带我们在文字的海洋中畅游，感受诗

词的美妙与力量。当我胆怯不敢发言时，他鼓

励的目光给予我勇气，让我逐渐变得自信开朗。

初中的王老师，美丽而优雅。她的长发

如丝，笑容如花朵绽放。在那青春懵懂的时

光，她像知心姐姐般陪伴我们。为我们解答

成 长 的 困 惑 ，引 导 我 们 正 确 面 对 友 谊 与 挫

折。还记得那次考试失利，她耐心地为我分

析错题，鼓励我不要气馁，继续努力。

高中的张老师，严肃又负责。他总是早早

来到教室，陪伴我们度过紧张的备考时光。厚

厚的眼镜下，是对我们的期望。他用严厉的话

语激励我们奋进，在我们疲惫时给予力量。挑

灯夜战的日子里，他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

大学的赵教授，博学而风趣。他站在讲

台上，仿佛知识的宝库为我们敞开。自由的

讨论，激发我们的思维火花。他引导我们探

索未知，为未来的人生规划方向。在他的课

堂上，我学会了独立思考与创新。

上班后，参加培训遇到了陈老师。她干

练利落，经验丰富。传授新的技能与理念，让

我在工作中不断进步。她的严格要求与悉心

指导，让我快速成长。

一路走来，不同阶段的老师，给予我知识、

勇气、自信和力量。他们在我学习、工作、生活

中，如明灯照亮前行的路。在我迷茫时给予指

引，在我失落时给予鼓励，在我成功时给予祝福。

道一声，老师您辛苦啦！教师节快乐，感

恩有您，一路陪伴我们成长。

开学季：梦想与感恩共舞

九月的风，轻柔地拂过田野，农忙的身影

渐远，秋意悄然弥漫。凉爽的天气，宛如灵动

的诗篇，为开学季绘出最美的画卷。

幼儿园的宝贝们，似初绽的花蕊，首次离

开父母，开启奇妙旅程。那小小的模样，满是

好奇与憧憬，踏入童话般的校园世界。家长

们目光温柔且不舍，望着孩子勇敢前行的背

影，心中满是牵挂与期待。老师如春日暖阳，

微笑着迎接，用爱与耐心，呵护稚嫩的成长。

小学生们背着书包，如欢快的精灵，开学

季，是知识海洋的新冒险。课本中的故事，等待

着他们探索，友谊的种子，在校园里悄悄播撒。

父母的眼神充满鼓励与期望，送孩子步入知识

的殿堂。老师怀着热忱与责任，引领着孩子们

在学海中畅游。

初中生们朝气蓬勃，若清晨的朝阳，开学季，

是青春旋律的激昂奏响。梦想的火焰，在心中熊

熊燃烧，奋斗的脚步，坚定而有力。家长眼中透着

关切与自豪，见证孩子的青春绽放光芒。老师以

激情与智慧，陪伴少年们走过成长的迷茫。

高中生们意气风发，似展翅的雄鹰，为理

想踏上远方求学的征程。开学季，是拼搏战

场的嘹亮号角。挑灯夜战，只为那璀璨的未

来。父母的眼神满是担忧与期望，盼孩子飞

向更高远的天空。老师用严谨与专业，助力

学子们追逐梦想的翅膀。

大学生们张开翅膀，如自由的飞鸟，远离

家乡，开启独立探索的篇章。开学季，是人生

画卷的绚丽开场。追求真理，拓宽视野，在知

识的天空中尽情翱翔。家人目光带着欣慰与

祝福，看着孩子迈向广阔的天地。老师以期

许与引导，送别学子开启新的人生轨迹。

而教师节，如璀璨的星辰闪耀，开学季，

我们迎来这感恩的节日。老师，您是明灯，照

亮前行的路，您是园丁，培育未来的希望。学

生们心怀感恩，献上最美的祝福，师生携手，

在金秋共筑梦想。

开学季，梦想在金秋绽放，师生同行，感

恩与希望交织。在这个美好的季节，扬帆起

航，用努力和汗水，书写青春华章。

在我们眼中

老师是全能的智者

他们教会我写作的真谛

不拘一格，深入生活

让纸张上的文字有了灵魂和力量

他们的鼓励与赞赏

如同晨间光芒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他们像来自远方的灯塔

他们以渊博的学识和无私的奉献

点亮了我们心中的梦想之火

他们风趣幽默

他们严谨细致

他们激情澎湃

如北极星指引人生的征途

他们如同光明的使者

那课后的教诲如同甘霖滋润学生心田

让他们成长的路上不再孤单

他们的关怀如同阳光温暖学生心房

让多少人在风雨中学会了坚强

平凡而不凡的身影

在岁月的长河里，他们静静流淌

平凡的名字，铸就了不凡的章

老师的严格，如晨钟暮鼓

敲醒了我娇惯的梦，让自律在心田扎根

那红透的脸庞是青春的印记

也是关于责任与坚韧的第一课

老师的身影穿越风雨中

廉洁如莲，不染尘埃半分

百里的归途，步步坚定

他用行动诠释了公与私的分明

他们在忙碌中谨慎前行

未留瑕疵，是师德的光辉映照人心

岁月悠悠，他们悄然退休

但在我心中，他们从未真正离去

探望时，那难舍的目光

是师生情谊跨越时光的桥梁

他们用生命的光和热

照亮无数人前行的方向

不图名利，不求回报

他们是最美的风景，在平凡中闪耀

知识的种子，由他们播撒

在我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一生难忘教育的恩情

有灯就有人

他们在平凡中绽放不凡

照亮每一个孩子的未来

心灵的光热

在时光织就的画卷里

那些灵魂细细雕琢每一缕思绪

千年的薪火，不仅是历史的延续

更是心灵深处，不灭的光与热

铎铃声穿越日与夜的界限

是时间的低语，也是未来的呼唤

彩笔轻点黄昏与晨曦

绘出梦想与现实中绚烂的篇

看那天际的雏鹰，勇敢地展翅翱翔

您赋予它飞翔的力量和方向

您甘于平凡，却成就了不凡的篇章

在清贫中坚守，只为那一份纯真的向往

在现代的喧嚣中，您是一股清流

用知识的光芒点亮前行的路途

用心灵的灯塔，指引我们前进

因为有您，我们的成长的路上

减少了迷茫与彷徨

师恩晨光

灯下的闪耀是雷鸣般的颂扬

您，在平凡中绽放光芒万丈

那知识的河流潺潺流淌

滋养了心灵，让梦想翱翔

每一堂课，都是心灵的触碰

您的眼神比言语更深长

在数字与文字间穿梭

您引领我们探索未知的宇宙

岁月悠悠，如晨曦初露又隐没

但您的身影永远如昨日那样挺拔

不是所有的英雄都披甲执戈

您，教会我以笔为剑，以梦为马

斩除前路的荆棘，走到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