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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
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山东战场形
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党军队被迫转入
点线防御，固守青岛至济南铁路线。党中央、
毛主席指示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普遍整
军的基础上，紧紧抓住战机，把战争引向国民
党统治区，把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结合起来，
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收复被占领的交
通线和城镇。中央军委和华野总部关于解放
山东全境的作战总构想，是先打胶济路西段，
然后攻取潍县，得手后再扫清津浦路济南至
徐州段，最后夺取济南，解放山东全省。

3月，华野山东兵团在许世友、谭震林的指
挥下，组织发动了山东春季第一战役——— 胶济
铁路西段战役(周张战役)。中央的意图很明确，
就是要切断济南至青岛间国民党军的联系，将
胶东、鲁中、渤海三个解放区连成一片，有力支
援陈(毅)粟(裕)主力在中原的作战。
周村(今淄博市周村区)位于胶济路济南、

潍县之间的中心点上，是胶济线西段的重镇。
它不是一个“村”，而是一个当时就有十几万
人口的商业城市。它西近济南，东连张店(今
淄博市张店区)，南毗淄博，北临邹(平)、长
(山)、桓(台)，是控制方圆百里之内的中心城
市，是这一带交通联络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
重要。能否攻取周村，对胶济路西段战役的结
果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国民党整编第三十二师师部驻防
周村，总兵力4万多人布防在张店、博山、明
水、齐东范围内。华野山东兵团决定：九纵攻
取周村；七纵阻击张店、淄川的国民党军队，
并相机攻占张店；渤海纵队攻取邹平、龙山、
明水一线；鲁中部队攻占淄博；十三纵位于胶
县、高密附近，准备阻击青岛来援的国民党军
队。

3月1日，华野七纵奉命由掖县出发，向西
挺进。在司令员成钧、政委赵启民等指挥下，
夜行昼伏，冒雨南下，直逼张店。8日，在预定
集结地——— 广饶县境内的兴福镇分散隐蔽。

9日下午，七纵司令部奉山东兵团司令部
第三号令，下达了周(村)张(店)战役的作战命
令。七纵所辖第十九师在行动中遭大雨，全然
不顾湿透的衣服及鞋子，于11日拂晓包围了
张店，并立即向张店守敌发起了猛烈攻击。

担任主攻任务的是十九师五十六团，在
团长雷伟和、政委黄炳光指挥下，冒倾盆大雨
突然由张店东面发起进攻；五十五团从张店
西面助攻；五十七团撤至张店以西的马尚一
带，担负阻击援敌任务。

在解放军强大的攻势下，驻守张店的国
民党军千余人弃城西逃。担负助攻和阻击任

务的五十五团、五十七团，奉命截击逃敌。国
民党军队腹背受敌，最终在马尚一带被解放
军全歼。经过4小时的激战，张店获得解放。

张店战斗，歼敌500余人，俘敌3000余
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各种炮16门，掷弹
筒12个，各种枪支1000余支。

3月11日张店解放后，随即成立张店市临
时军事管制委员会，十九师五十六团受命为
张店市的卫戍部队，对张店实行军事管制。张
店城内原国民党伪顽所管的仓库、车站、官
署、银行等重要部门和设施，完全由解放军接
管。3月14日，中共渤海区委、渤海行署重建张
店市委、市政府。张店市委、市政府成立后，卫
戍部队奉命撤出。张店人民群众称十九师五
十六团为“雷黄团”。第七纵队司令部，对十九
师五十六团在解放张店的战绩、接管张店期
间的成效通令嘉奖。
孙长年编著的《周张战役》一书(中共党

史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样写到：“英雄的五
十六团(又称雷黄团)，在解放张店的战斗中作
战勇敢，纪律严明，奉命接管张店期间认真执
行城市政策，秋毫无犯。为此受到第七纵队司
令部的通令嘉奖。”

3月12日，周村解放。
张店、周村战斗结束，但是，整个胶济路

西段战役(周张战役)并没有结束。攻打淄川
(今淄博市淄川区)，也是周张战役的一个组成
部分。雷伟和所在的十九师五十六团，参加了
攻打淄川的战斗。
淄川古城，易守难攻，有“钢打的潍县，铁

打的淄川”之称。攻打淄川西关，由华野七纵
十九师负责。西关的敌人是交警总队，装备较
好，每人有一支冲锋枪或卡宾枪，又一支短
枪，能顽强死守，比较难打。十九师以五十五
团和五十六团两个团各一个营，在师团炮营
支援下发起西关的攻击。经过逐屋争夺的几
天苦战，才于17日晨全部占领西关。西关及外
围敌人全部扫清之后，准备攻城。

3月19日，雨雪交加。二十师以北门为主
攻方向，十九师和二十一师以西门为次攻方
向发起攻击。20日，在敌人把西门部队调部分
到东门时，十九师五十六团在强大火力掩护
下，用炸药包多个，把西门边炸开缺口，战士
们踏尸而过，追杀残敌。下午3时许，因敌向西
南撤退，十九师五十六团三营于西北角突入，
一营由西门突入，迅速向东南攻击前进至胡
家巷、光明巷歼敌一部。21日凌晨4时，参战各
部队和地方武装从北门打入。
经过激烈的战斗，全歼淄川守敌，淄川获

得解放。俘虏国民党军淄博警备旅旅长兼淄
博警备司令吕祥云等9845人，毙伤2200人。

其 中 十 九 师 歼 敌
4900余人，缴获轻重
机枪68挺、八二炮2
门、六O炮6门、各种
枪支1000余支。淄川攻坚，七纵打了翻身仗，
雪了莱阳之耻。

1948年3月20日，时任华野七纵副司令员
的詹化雨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在下午3时
许，敌人企图调整部署，集中主力反击我们。
在此时机，东北角之敌已放下武器，接着五十
八团侦察队占领西北角，五十八团一个营即
占领北门。此时敌人部署混乱，即令二十
师、二十一师全力攻击。后十九师五十六
团由西门攻进城来，故在6时许我们就控
制了东西大街以北及南一部，即占领了
三门。结果将敌压缩在东南角及县政
府及文化巷一带，后即分别包围解
决。”(詹化雨《解放战争时期日记选》)
淄川的这次解放，是抗日战争

和解放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下的
武装部队第5次解放淄川，也是淄
川的最后一次解放。
周张战役(3月10日-21日)，

是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于新式
整军后组织发起的一次重要
战役，是山东战场我军由防
御转入进攻进而解放山东
全境的第一仗。这次战役，
共歼国民党军3.8万余人，
解放张店、周村14座城
镇，使渤海、胶东、鲁中
解放区连成一片。周张
战役的胜利，粉碎了
国民党军在胶济线
上的防御体系，分割
孤立了潍县和济南
之敌，锻炼了部
队，提高了攻坚
作战能力，为扫
清胶济路敌人
打下了基础，
有力地配合
了全国各解
放区的反
攻。
(张正耀
编著)

周张战役中的“雷黄团”

上世
纪七十年
代，我在老
家金寨县三
合中学读初
中。教化学的
汪显茹老师，
课讲得非常好，
其中她讲的碳酸
钙 (石灰石 )的化
学反应及其化学
方程式，50多年过
去了，至今我还记得
清清楚楚：
碳酸钙 (石灰石 )

加热千度以上后，会分
解成氧化钙(生石灰)和
二氧化碳(气体)；

氧化钙(生石灰)加水
产生化合反应后，又会合
成氢氧化钙(熟石灰)。
石灰是工业、农业、环

保、建筑和卫生等方面不可缺
少的材料，用途十分广泛。这
项知识我之所以记得很牢，是
因为我们银冲生产队就烧石灰。
烧石灰，是我们生产队及周

边银岭、小龙、文明等多个生产队
的主要副业，且有百年历史，从那
些几十米深、巨大的石灰石矿坑就
能得出证明。我们老家那一带的大山
里，有大量的石灰石矿，不知道我们祖
辈是怎么发明烧石灰技术的，这项技术
给我们那崇山峻岭中缺田少地的乡亲
们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
石灰窑都建在颇陡的山坡上，高一般

在六米上下，全部用有棱有角的石块垒成，
正面石墙的下方朝中间凹进去一个填柴
口，窑肚子里是一个似竖起的腰鼓之形、上
口和下底小、中间大的空间，用来砌填石灰
石，且内壁四周被糊上厚厚的黄泥，用来收笼
火焰。烧一次窑，需要10万斤干灰柴。每次烧窑
前，出动全队男劳力，像剃光头一样把全队的山

几乎砍个遍，只留下松、杉、
枫、板栗等大树，灌木丛全部一
扫而光，捆好后放在山上晒干，
然后运到窑边的堆柴场，码成几
座小山似的大柴堆。我逢周末或
学校放假在家遇到有下灰柴的活
儿，为帮母亲挣工分我也常干。只是
因为我体质较弱，人家壮劳力每担
灰柴能挑二、三百斤，黄栗树做的、两
头钉上铁尖头的肩担压得弯弯的，我
只能跟队里那些十七、八岁的大姑娘
们一样，最多每担挑上十梱、170斤左
右的灰柴，颤微微地下山。
烧石灰窑，真不是人干的活，从开

始到结束，三天三夜得不到休息，年轻
力壮的人被累得疲惫不堪，身体瘦弱
的累得倒在草窝里爬不起来。

开始烧窑了。每家只给出一个劳
动力，因为烧窑的工分是平时出工的
好几倍，生产队长不会让高工分都给
家里劳动力多的某一家挣双份，这样
显得公平。父亲在县城工作，不能回家
来烧窑；哥哥在部队当兵，也不可能像
以前那样在家烧窑了。母亲舍不得那
150工分，只好让在双河念高中的我请
假回家来烧窑，不然那高工分就挣不
到了。至于给窑蛮子(我们老家习惯称
烧窑的男人为窑蛮子)们做饭的厨子，也是由各
家会做饭的男人或女人轮流干，同样也表示公
平。我母亲也轮到过几次，每次也能挣到150工
分，白天、夜里都得做饭，连续干三天三夜，辛苦
劳累程度也不亚于那些窑蛮子。

烧窑是分班进行的，两个人一班，一个打火
叉，一个填灰柴，打火叉活重，两人轮流干。全队
十几户人家组成若干班，各班不分白天黑夜轮流
上阵，每班烧完上一班搬运来的60梱灰柴后，再
搬运60梱给下一班烧。因为我是体弱的中学生
(在校学习很难吃上一顿饱饭)，打不动火叉，那些
壮劳力大多不愿跟我一班。外号叫“丁神仙”的远
门亲戚丁庭林，他瘸了一条腿，壮劳力们也不愿
跟他一班，他只好带着我烧窑，并一直由他打火
叉。我哥哥当兵前只有16岁，也是他带着我哥。我
母亲至今提到此事，总对早已去世的丁庭林有感
恩之情。
丁庭林虽年长于我，但按辈份他还比我低一

辈。他自己是残疾人，却还要照顾我这个年轻的
表叔，一直由他来打火叉，我只负责填柴。我跟大
伙一样，戴着队里发的线手套——— 空手会被柴梱
里的荆棘划烂双手，用双手掐住一梱灰柴，举到
火焰不断喷出的填柴口，然后将支拉八叉的根部
从四面按进由四块方石砌成的方形填柴口内。丁
神仙双手一前一后将三、四米长的铁火叉轮起，
一下叉住柴梱的腰部，猛力一推，“嗞啦”一声，将
一大梱灰柴送入火膛，顷刻间火膛内“噗”的一声
爆燃起来，红火苗迅即蹿出填柴口，将戴着破草
帽的我的脸颊烤得通红，火辣辣的疼痛，全身上
下大汗淋漓，黑灰水从头上一直淌到脚下的草
鞋，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浑身湿透；同时，火焰
迅速窜上窑顶，在堆成圆锥形的石灰石上卷起
七、八米高的火焰和几十米高的黑烟，此时便能
闻到一股股从那些烧红的石灰石中散发出来的
火药味。
讲到火药味，就得讲一讲那些石灰石是怎么

采来的。那时没有钻探的能力和技术，只能在山
林里寻找冒出地面的点点石灰石矿体，然后挖去
周边的泥土，用大铁锤和钢钎打上炮眼，灌进土
制的黑火药或买来的TNT炸药，安上连着导火线

的雷管即可放炮炸石。放炮工点着导
火线“嗞嗞”冒出白烟后，立即边吹着
铁哨边高呼“放炮啦！放炮啦”，接着迅
速奔跑离开，躲到安全地方。几十秒
后，一声巨响，那巨大坚硬的白石头被
炸得四分五裂，一些小石块被炸上了
天，落在周围的树林或田地里，或“噼
里啪啦”或“嘭嘭”作响。然后窑工们用
八磅大铁锤将那些裂开的上千斤、数
百斤的白石头锤打成几十斤重以下的
小块，用独轮车吱吱吜吜、一车几百斤
地推到窑顶，整齐地堆放起来。再由技
术高超的老窑工用这些白石头按赵洲
桥式的建造原理，在窑膛底部砌出一
个半球形的空间留作填柴燃烧。堆砌
合棚后便由粗壮工们将剩下的白石头
从窑顶朝窑膛里扔进去，最后在窑顶
码成一个尖顶的圆锥体状。

窑蛮子们的伙食肯定比在家强多
了，每顿都有冻肉、豆腐和蔬菜，冻肉
是从供销社买来的。所谓冻肉，是那种
埋在盐堆里、多年腌制的毫无血色而
泛白的咸肥肉，放在今天，早被市场执
法部门作为垃圾肉没收、销毁了，而八
十年代前能吃上这种“垃圾肉”的，也
算是有钱的户子了。我这个体弱的中
学生，因为每隔两小时就要顶班一次，

填完60梱灰柴，累得瘫卧在茅草堆里，饭吃不下，
只能喝一些水，就想永远躺在那茅草堆里不起
来。
当窑膛里灰柴燃烧后红通通的麸煤(细木炭)

积满了，并从填柴口崩落、火星乱窜而无法继续
填柴时，就要打开填柴口下方的除炭门，用特制
的铁耙锄将膛内通红的麸煤给耙出来，用水浇
灭，推到一边。然后再以石、黄泥封好炭门，继续
填烧。此时队里各户的老人、妇女、小孩便用箩筐
将麸煤一担担地挑回家，用于冬天的取暖。

经过三天三夜的劳作，随着窑顶那“圆锥”的
坍塌，石灰烧制完工了。三天三夜没洗过头也没
洗过澡的窑蛮子们，从头到脚被烟熏火燎黑乎乎
的，个个像非洲黑人，只能看见他们两只眼睛在
转动。于是他们个个提一大木桶清水到窑顶，用
火钳夹几块未烧好、发烫的石灰石放进桶里将水
加热，脱光衣服，目中无人地撩洗起来。路过的女
人们撒眼看到，“噗嗤”一笑，即刻以手半捂脸面，
加快步子逃走了。我这个高中生，比他们害羞，不
敢公开裸露身体，拎起自己脏兮兮、被灰柴挂烂
的衣裤，回家里洗去了。
到了二十世纪末，封山育林、水土保持、保护

生态环境的意识日益增强，我们老家大别山区那
一座座石灰窑先后被关闭、拆除。代之而来的是
城市里先进的工厂机器化生产石灰。先辈们用他
们创造的古法烧制的石灰，既为自己增加了副业
收入、改善了贫穷的生活，也为新中国初期几十
年的各项建设事业提供了必要物资，做出了一种
独特的贡献。这种贡献，我还没有发现在影视广
播里有反映、在报刊上有记载。那我就把这些逐
渐被人们淡忘的往事，记录在我的文字里吧！

华祖初中长高了，长胖了，也更漂亮
了。可是，那座四合院却被挤没了，悄没声
息地消逝了。

那是由一面墙和近二十间草房组成的
院子。院边有一棵大槐树，树荫一半在墙
里，一半在墙外。开花时，一半香院内，一
半香院外。但是，花香钻进窗户和门缝时，
就分不清哪是哪的香了。院子里只有几棵
树，牵着几条晒衣绳，算不上美观，但是温
馨和乐，充满了人间烟火味。

虽然每家都有门，但是白天从来不关，
新婚夫妻都如此。要是大白天关着门，就会
有偷偷摸摸、不地道的感觉。大敞四开多好
啊！猫狗这家瞅瞅，那家看看。小孩子你家玩
玩，他家耍耍。回家总会捧回仨瓜俩栆一个
馍。那时都不富裕，但是人情味十足。做菜时
没盐、没酱油或是没葱蒜了，只要在门前一
喊，准有人小跑着送过去。年轻的单身老师
好几个，别看他们一个个利落又不羁，但也
有“麻爪子”的时候。外出回来，没水没饭是
常事，食堂师傅也不可能再开火，但只要随
便一问，准能找到饭菜。不过凉的多，那就干
脆喊到家里来吧，冷饭凉菜生把火加个热，
不过是举手之劳，你舒心我快乐，这不两全

齐美吗！要是谁的父母或妻儿来了，丁校长
总会打声招呼问声好，再叙叙家常里短，用
访贫问苦式的谈话，关心着属下。
春夏秋冬，花开花落，大院每天都充满

了友爱的氛围。有一天，我两岁女儿发高
烧，突然晕厥，慌得我跌坐地上。爱人也手
忙脚乱，不知所措。这时，邻居张老师和下
课回来的朱老师已经忙不迭地朝医院跑
了。直到找来医生，把女儿抢救过来，大家
才安心各回各家，忙自己的事。

李老师的爱人要分娩了，大院人这个
送煤炉子和开水，那个送鸡蛋和红糖，就在
大家紧张忙活时，太阳底下，一只喜鹊驮金
戴玉地飞过来，“嗖”地一下落在大树上，
点头翘尾，喳喳叫了一阵，叫声嘹亮。女伴
赶紧从窗户传进话去：“加油啊！喜鹊报喜

了，小宝马上就来啦！”梁上的燕子飞进飞
出，树上的叶片拍手欢呼，十几分钟后，果
然生了个大胖小子。夏夜里，大家围绕着胖
娃娃热闹起来，赵老师说：“你这孩子金
贵，随我姓吧！我给买件衣服。”胡老师说：

“还是随我姓吧，我给两件衣服！”看着大
家争来争去，李老师倒是气定神闲的模样，
只听他慢悠悠地说：“胡老师，就随你姓
了，一件衣服也不要。”“为啥呀？”“因为胡
姓是我正姓啊！我爷我爸都姓胡。”真是巧
了，于是人们哄堂大笑。
大院的活动中心，是林会计家。别看他

是个瘦老头，可是老的少的，大的小的，都喜
欢他，统统称他“老头子”。林会计的老伴，也
是个慈眉善目的老奶奶，见谁都笑眯眯地打
招呼，谁家有事都伸手帮忙。有人私下里说，

他俩是对“滥好人”，对谁都无原则的好。可
是凭心而论，满大院不是同事，就是小孩们，
能有什么原则问题呢？年轻老师来了客人，
没空烧菜，割一斤肉撂过去，“老奶奶替我烧
一下”；小夫妻俩有急事，把小孩往她门前一
放，“老奶奶替我照看一下”。不管谁家的事，
他俩都能做得妥妥的，让你满心的暖意。喜
欢恶作剧的梅老师，总爱逗老头取乐。有一
天，见他晒在树上的腊鹅直冒油，就用兜里的
小刀悄悄割下鹅头，放一把黄豆炖烂后，取出
酒来，喊老头子喝酒。林老头爱喝酒，也爱热
闹，听到喊声，就端着饭碗踢着小欢步跑去
了。一个无心，一个有意，杯盘交错间，梅老师
老拿鹅头说事，可是老头子只顾喝酒不搭腔。
等到红光满面回家去，天已经黑了。去收腊
鹅时，发现鹅头没了，才拍着屁股说上当，笑
骂梅老师“捣蛋，猴精，小鬼头”，把梅老师笑
得直揉肚子。
城市里，在砖头、水泥砌成的“格子间”

里住着，看起来是越住越好，可是人情却淡
了许多，开门出去、关门进来，连隔壁邻居
姓啥名谁都不知道，更不要说遇到难心事
热心帮忙了，未免有些孤独寂寞。多怀念那
热闹、温馨的大院啊!

我有一个梦，一个仗剑天涯梦。记得年
轻的时候我特别迷恋武侠小说，金庸的小说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即《飞
狐外传》《雪山飞狐》《连城诀》《天龙八部》

《射雕英雄传》等14部小说全部看完，当然还
有梁羽生、古龙，特别羡慕书中那些侠客落
木萧萧下、仗剑走天涯的豪情。没有想到，这
个梦今天我实现了！

2021年,50岁的我正式退休，卸下红尘
万丈，迈步走进六安老年大学，我报名参加
了太极拳班、太极剑班。从此，老年课堂、皋
城广场有了我的身影：一袭白衣、一把长剑，
清风摆柳，行云流水……心中也是豪情勃
发：“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
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一如羿射
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
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古人描写舞剑的诗
歌，也仿佛与我同感！一生匆匆过半，没有
想到进入中老年，却迎来了自己的梦想人
生、精彩华年！
人生不易，少年读书学习，青年结婚生

子，然后相夫教子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有职
场打拼，哪里能顾得上琴棋书画诗酒花，累
得喘气的时间都没有。退休，真是一个伟大
的发明，给匆忙的岁月画了一个美丽的休
止符！能成为老年大学的一名学生，我幸福
溢满全身!
走进六安老年大学校园，我惊喜、兴奋，如饥似渴地捕捉着、汲取

着岁月的芬芳。没有想到，离住家一步之遥的老年大学，竟然如此美
妙。记得孩子读皋城中学的时候，我们在功成铭居小区住，偶有时间
接送孩子，就站在老年大学门口等待，后来在万达买房子，也是与老
年大学咫尺之隔，不过从来没有想过以后要进入这所大学学习！现在
想来，人生正是因为不确定性而有了意外的美妙和相逢！

2023年春天，六安老年大学开了新校，一南一北两个校区，我在
两边都有课程，好在离家都很近，都方便。老校园书卷气浓郁，新学区
焕然一新，各有其美。

老年大学名师云集，他们博学睿智，视野开阔，见解独到。每一堂
课都是一种开拓、都是一次心灵震撼与精神飞跃。同时，令我折服的
还有老师们在言谈举止中展现出来的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人格魅
力以及对国家与民族的强烈责任感。
然而，学习本身是艰苦的。很多时候，我都被老师和同学们勤奋

求学的精神所感动。老年大学里的学生大都在工作岗位上创造过辉
煌的成就，可今日，他们毅然放下身份坐到课堂里认真聆听老师教
诲。身在其中，激励着我认真做好每一个学习中的细节。
我要感谢我的良师益友刘庆芝老师，她真是一位好老师。我跟她

学习太极拳、太极剑、太极扇，许多学员都打得行云流水了，可我连基
本动作都不会，她总是不厌其烦地指导我、鼓励我，给我信心与力量。
特别是今年上海老年大学来六安老年大学交流观摩，刘老师突然安排
我加入竞技班练习，准备参加当天的接待展示，我真是惶恐不已。可她
和班里同学都鼓励我，我只好忐忑地答应下来。接着，就是苦苦练习。
这里特别要提到一对特殊同学——— 丁兰如夫妻。我们在一个班学习，
又是上下楼的邻居，丁兰如排起辈分还算我家先生的爷爷辈分。他们
都是“大师”级别了，因为这层关系，他们特别爱护我，总是不遗余力地
给我演示，纠正我的动作……功夫不负有心人，接待当天，我们展示了
太极拳、太极剑、太极扇，音乐曼妙，动作整齐，珠联璧合，一气呵
成……大家都超常发挥，赢得了上海老年大学一行热烈的赞誉。

“弓背霞明剑照霜，秋风走马出咸阳”。每次练剑，我都会想起金庸的句
子：但见她手中长剑颤动，婀
娜而立。刃寒胜水，剑是倚
天，貌美如花，人是赵敏。
人生每一段都有每一

段的精彩，此时，我就是
“长剑颤动，婀娜而立”的
“女侠赵敏”。

在六安老年大学，我
的梦圆了！

赵老师是我的小学数学老师，记得他是四年级后
才教我的。自从他教了我的数学以后，我的学习成绩
就突飞猛进，就像广播里评书说的传奇大将军，左冲
右突，砍瓜切菜，一骑绝尘，如入无人之境，我的学习
成绩也无人能及。

小学一到三年级，我的学习成绩一般，记得我从来没
有担任过班级干部：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哪怕是
个小组长；我也没有担任过语文科代表、数学科代
表……看着我的同学抱着作业本在校园里跑来跑去，耀
武扬威、十分骄傲得意的样子，我只有仰望和羡慕的份。

赵老师读书的时候是在一个动乱年代，这样他高中
毕业后就没有考上大学，成了一名代课教师。他的父亲是
一名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可他小的时候却患上一种无法
医治的怪病，并留下
后遗症，走路摇摇晃
晃、一瘸一拐的，调皮
的学生都喊他“赵跛
子、赵跛子”。他听到
了，仍是笑眯眯的，也
不生气，仿佛喊的是
别人。他教我数学的时候，二十多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
纪，也到了恋爱的季节，可因为他腿部有毛病，女孩子都
不愿与他交往，对此，赵老师总是乐呵呵的，他有自己的
乐趣。
在小学，数学课是一门最枯燥的课，往往寡淡无

味、深奥难懂。每当上数学课的时候，讲台下往往是寂
静无声，下面的学生都进入了梦乡。而赵老师的数学课
却十分生动有趣，让我们听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他
总能用平实的语言、生动的事例，把十分深奥的数学道
理讲得浅显易懂、趣味无穷。那个时候，你总看他口若
悬河、滔滔不绝，浓浓的眉毛一张一弛，两眼炯炯有神，
他用那双跛脚在讲台上跳上跳下，你的目光总是追随
着他，怕错过哪怕一个细节。那时你会认为他就是个天
生的演员，你不再会认为他是一个腿部有毛病的人。哪
个腿部有毛病的人会像他那样生动活泼呢？

到了五年级的时候，我终于无可争议地成为了数
学科代表，而且我拥有了一项特殊权利，就是赵老师
给了我一套历届小升初的数学试卷汇编，让我抄给同
学做，那时复印技术还没有流行。我就用这个机会，
把这些数学试卷汇编带回家去仔细研究，同时，我又

抓住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时机，那时赵老师的外侄和
我同位。他的书包里总会有各式各样的数学习题集，
于是，我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俩会在学习之
余，从书里选择题目给对方做，就在那段时间，我掌
握了数学中的速度问题、归一问题、平均问题、鸡兔
同笼问题等等，再难的数学题到我手里也会迎刃而
解，似乎就没有我不会做的数学题。

我还记得小学升初中的时候，数学试卷最后一道
是速度应用题，全乡只有我用算术方法解出来了，那
是我引以为傲的一件事，当时几个在初中复习参加中
考的初中生还是用代数方法解出来的，这都应该感谢
赵老师精彩的数学课教学。

课余的时候，你总能看到乒乓球台旁赵老师矫健
的身姿，这时他又化
身为运动健将了。赵
老师一侧身，发了一
个弧圈球，白色的乒
乓球划了一个优美的
弧线迅疾弹过球网，
往往令对方手忙脚

乱。于是，赵老师从容自若地推球，和对方你来我往、斗
智斗勇，直到对方甘拜下风、俯首称臣。校园里高大茂
密的皂荚树下围着的同学欢呼着，久久不愿离去，他们
还想看一看赵老师优美的动作：发球、接球、跳跃、扣
杀……赵老师是一个打乒乓球的高手，看他打球，你会
产生这样一个疑问，自小就跛脚的他，是怎样锻炼成为
打乒乓的高手？他应该没有少流过汗水和泪水吧。听说
他家里兄弟姐妹几个都是打乒乓球的高手啦！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1986年9月份，作为民办教
师的赵老师和我同时参加了当年的中考，他和我一同
考进了师范学校。我和他成了同一年及第的“进士”，不
过我是普师班，他是民师班。你可真要佩服赵老师的多
才多艺，在学校的迎新晚会上，你会看到他拨弄二胡的
潇洒样子，他用手轻轻一捻琴弦，二胡就发出悠扬动听
的声音。他最喜欢弹的是民乐合奏曲《金蛇狂舞》，随着
他拨动琴弦，扭动身体，欢快悦耳的琴声就倾泻出来，
人们沉浸在欢乐幸福之中!

这时你会忘记生活中所有的烦恼，也会由衷地感
叹，我们的赵老师不仅数学课上得好，而且乒乓球打
得棒，二胡也拉得让人如醉如痴、如临其境！

一年一度的冬
季，寒风凛冽，在这
寒冷的季节里，天空
中雪花飘落，如白色
的蝴蝶舞动，轻盈而
悠然。我喜欢坐在窗
边，静静地看着雪花
纷纷扬扬地从天空
飞舞而下的情景。

窗外的景色宛
如一幅画卷，美得令
人心醉神迷。细密的
雪片像精灵般自由
自在地跳动着，它们
有时悄悄地落在树
枝上，在光线的折射
下闪闪发光；有时又
像调皮的孩子，在空
中翩翩起舞。它们从
天空中缓缓飘落至地面，恍若
自由自在的精灵从天国中下
凡。我仿佛走进了一个童话世
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嘈杂和
纷争，只有纯净与安宁。
静静看着雪花飘落，我的

心也渐渐沉淀下来。我不再被
琐事和喧嚣所困扰，而是感受
到一种宁静的力量。生活中的
烦恼和忧愁都被这片雪花抚平
了，我仿佛置身于一个梦幻的
世界中，与喧嚣的尘世隔绝，只
留下了心灵与自然的交流。

飘落的雪花给我们带来无
尽的遐想和思考。每颗雪花都是
独一无二的，形状各异、纹理精
致。在它们不知道结局地飘落
时，我常常会想起人生中那些即
将逝去却又美好而珍贵的瞬间。
人生如雪花般短暂而脆弱，我们
需要懂得珍惜每一个美好时刻，

并铭记在心。
除了给人带来美

丽和思考外，雪花还寄
托着人们对未来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期待。每
当我看着窗外那片洁
白无瑕的大地时，我不
禁陷入遐思。期望在这
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
能过上幸福安康的日
子，就像雪花一样纯净
无瑕。或许，这只是个
美好的愿望，但我们有
责任为之努力。

雪花带来的不仅
仅是美丽和思考，它
还给人们带来了欢
乐。每逢下雪，孩子们
都会兴奋地跑出去打

雪仗、堆雪人。他们欢笑声在街
头巷尾回荡，在山村田野飘散，
童真洋溢其中。看着他们快乐
的场景，我感受到了岁月流转
中那些温暖而纯真的时刻。
在这漫天飞舞的雪花中，

追逐自己心中的梦想，追求真
正属于自己的幸福。无论是什
么困难和挑战，在这片洁白纯
净的世界里，都可以静心化解。
因为在静观雪花飞舞时，我明
白了生活并不复杂，只是我们
自己把它变得太过繁杂而已。

当雪花飘落时，请你也停下
脚步来欣赏吧！让那些飘扬而下
落的纯净之美滋润你灵魂深处。
让我们与大自然相连，在这个寒
冷季节里，寻找内心深处那份温
暖和宁静。无论外界如何变幻莫
测，只要内心依然坚定向前，我
们就能看到春天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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