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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城里舒口气

梵 净 山 让 人 净 ， 但 也 让 人
累。夜里在铜仁美睡一觉，背起
背包走上去凤凰古城的路。去凤
凰古城是计划外的选项，一来多
年未去，有些想去，二来路近，
可以当天去当天回，强似在铜仁
旅馆里蒙头大睡。

凤凰古城的必去处，大致有
城里的三大块和东边的一条线：
凤凰古街、城墙上、沱江里，然
后穿过虹桥去到“杜母园”。凤
凰古街的店铺一家挨一家，还是
以前见到的那样红火热闹，但吃
食和制成商品大体相类。门面亮
丽的店铺要看看，在蜿蜒逼仄的
小街店铺前来碗凤凰凉粉，要几
只桐叶粑粑，隔年熏腊肉、罐罐
菌和血粑鸭子也吃得，但又有多
大肚皮可以盛得下，咽咽口水
就算吃过了。

城 里 最 重 要 的 两 个 地 方 ，
是 沈 从 文 故 居 和 熊 希 龄 故 居 。
沈从文故居在城中心的中盘街
上，门脸不算大，是一座湘西
风格的四合院落。到这里参观
的人很多，但能够看到的，主
要是沈氏有关的作品和背景介
绍。沈从文在这里度过童年并
在 少 年 时 进 入 湘 西 的 军 营 ，
1923 年 21 岁时只身到北京，住
在 大 栅 栏 西 河 沿 的 小 旅 馆 里 。
他 的 姐 姐 和 姐 夫 那 时 都 在 北
京，刚从大学毕业却找不到职
业的姐夫田真逸问他，为什么
要到北京，他说，找理想，读
点 书 。 田 真 逸 听 了 只 有 苦 笑 。
但沈从文还是顽强地在北京生
存下来，半工半读，在小同乡
前民国总理熊希龄创建的香山
孤儿院做过小职员，并从此开
始了他的文学生涯。沈从文故
居 有 三 处 ， 北 京 、 青 岛 和 这
里。凤凰“杜母园”的墓，则
是 2009 年他由北京移葬的安魂
之处。

熊 希 龄 故 居 则 在 离 沱 江 只
有 200 多步的文星街上。那是一
座 中 有 天 井 的 典 型 苗 族 四 合
院 ， 前 室 是 客 厅 ， 东 边 是 柴
房，有石磨石碓，正堂上有副
对联：“一生赤诚爱国盼中华振
兴 ， 半 世 慈 善 办 学 为 民 族 育
才”。对联是谁题写的，没有细
看，但对联中的评价应当是比
较准确的。他是光绪年间的进
士，参与了变法但不满袁世凯

独裁，愤然辞去一人之下万人之
上的北洋总理大位，亲手创办香
山 慈 幼 院 。 1937 年 淞 沪 会 战 中 ，
他又在上海设立伤兵医院和难民
收容所，京沪沦陷后赴香港为难
民募捐、奔走呼号。

熊希龄的北京故居，是从末代
克勤郡王晏森手中购得的旧府，但
不久之后，他就将此府交由当时的
北京救济会用来收容孤儿。毛泽东
同志对熊希龄有很高评价，“一个
人为人民做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
他 的 ， 熊 希 龄 是 做 过 许 多 好 事
的。”在旧时代“官场”中，熊希
龄是个异数，也是正数，著名的双
清别墅曾是他处理慈善事业的地
方，因此他在明志阁主人之外，尚
有双清居士的别号。

凤凰古城人文荟萃，近现代文
星、政星交相辉映，这样的地方并
不多见。这或许与沱江风水的养育
分不开。无论从地理来讲，或是就
文化积淀来说，这里并不只是一
座“边城”，而是源远流长的中华
地理文化的一个重要交汇点。

沱江流入武水，是沅江的二
级支流，其北源是鸟巢河，上游
滩险流急，流到凤凰古城。现在
仍 然 完 好 的 北 城 墙 ， 自 西 而 东 ，
串起了壮丽的虹桥、万寿宫、万
名塔、夺翠楼，听听这些地方的
名头就知道，这沱江里流淌的文
化有多少。

沱江的江面开阔，有船在水
中游弋，但更多游人聚集在江边
戏水，穿着各色民族服装的，满
河滩的都是，在虹桥上望去，很
有些像是五色莲花开放在田田荷
叶 之 间 。 风 景 怡 人 ， 人 也 是 风
景。欢乐与怡然是沱江最具魅力
的风景线。

在午后，我们从凤凰东门楼
外 虹 桥 沿 江 下 行 ， 去 往 “ 杜 母
园”。“杜母园”在听涛山下，有
沈从文魂归故里的最后墓葬。沈
从文的骨灰一半撒沱江，一半归

“杜母园”，也是他最好的魂归处。
有听涛山，来自山间一眼听

涛泉，泉边落款为“养性主人道
听涛”的摩崖大字。这里也有民
国总统黎元洪闻知辛亥革命成功

“兴废周知”的题字，可见那时的
听涛山和“杜母园”，不仅是凤凰
文人聚会的地方，也是凤凰辛亥
志士经常聚议的地方。“杜母园”
的园名有多种含义，一是清代凤
凰苗族出生的云贵提督即那时的
西南军区司令田兴恕，为其生母
杜氏修造的花园；一是佛教中白
度母绿度母的谐音。或者杜氏本
身就是信奉度母的念佛人，也就
杜度二而为一了。

然而，在这“含霞饮景”“如
珠走秀”的听涛山里，我们并没有
见到惯常的名人坟茔，一方立石竖
立在五彩的大石板上，石板上刻写
的是沈从文要说的一句话：照我思
索，能理解我；照我思索，可认识
人。石板上碑柱上则是沈从文表侄
黄永玉龙飞凤舞的题字：一个士兵
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石
碑的背面是沈从文的妻妹也是著名
作家张充和撰写的对联：不折不
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
人。评价也还公允。

沈从文遗骨迁葬故里之事，是沈
从文的家人和近亲一手操办的，并不
希望别人介入，这悼词和联语也有新
意，是离沈从文最近的人的评价，关
乎对沈从文文学心路历程道路的探
索，也关系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
心知”这句话的分量。

（作者系第十届全国政协委
员，《经济日报》原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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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5 日凌晨，天快要亮了。肖
文远告诉多吉说：“多吉师傅，现
在，最难走的路已经被我们甩在后
面 了 ， 前 面 离 目 的 地 已 经 不 太 远
了。”

多年来，其美多吉养成了一个非
常好的习惯：每天总是把自己心爱
的邮车擦拭得干干净净的；自己的
穿着也总是保持着无比整洁。所以
很多人都说，多吉看上去不像一位
邮车司机，更像一位艺术家，一位
歌手明星。

这时候，多吉就建议肖文远说：
“我们在前面的服务区里稍微停一
下，‘整理’一下，可不能让湖北的
同事看到我们疲惫不堪的样子，要
让他们感到，我们不仅是来送防疫
物资的，也是来给湖北的同事们加
油、打气，送来希望和信心的！”肖
文远一听，十分赞同，笑着说：“多
吉师傅，真不愧为老司机呀，姜还
是老的辣啊！”

最后，两个人的聊天，就在“我
们是党员，我们不上谁上，身上的绿
色制服就意味着责任……”中结束。

东方的天际已经露出了一抹微
光。“曙光在前了！”多吉和肖文远相
视一笑。他们都知道，黎明到来之
前，邮车就能抵达武汉了。

这时候，离武汉还有一段距离，
肖文远很想听听其美多吉孤身勇斗歹
徒的那一次历险故事。但多吉不肯多
讲，因为那是他心中痛苦的回忆……

原来，在那条雪线邮路上，沿途
不仅路况险要复杂、气候异常恶劣，
以前还常有一些目无法纪的车匪路霸
在黑夜里出没。

2012 年 7 月，其美多吉就遭遇了
一伙劫匪。那天晚上，多吉开着邮车
行至一处陡坡、车速减慢时，路边突
然冒出了十几个人，挥舞着砍刀、铁
棒等凶器，把邮车团团围住。歹徒们
还一边打砸着车门，一边疯狂地往车
上爬去，准备抢劫邮车上的物品。

邮政工作中有一项规定：每一车
邮件中，都有一个特别的邮袋，里面

装着机要邮件。“大件不离人，小件不
离身”，是对机要邮件管理的特别规
定。为了保护邮车和机要邮件，多吉
跳下驾驶室，拦在邮车前面，对着歹
徒们高声吼道：“你们要打就打我
吧，不准损坏我的邮车！”结果，砍
刀、棍棒加上拳打脚踢，一齐朝多吉
袭来。

这次遭劫遇袭，多吉的肋骨被打
断 4 根，头皮被砍翻了一大块，右耳
朵被砍伤，左脚左手静脉被砍断，还
有多处骨折，全身有17处刀口。送到
医院后，手术持续了 8 个小时才做
完。之后，他在重症监护室里躺了 7
天，又在住院部住了半年，中间又经
历了大大小小的6次手术。

他醒来后，最挂念的是邮车和邮
件。幸好，车上的邮件全部被追回
了。多吉对妻子说：“要是邮件追不回
来，我是真的没脸再当邮运人了。”

当时，他的伤情在好转过程中，
左手和左臂却一直动不了。“我们藏族
人穿的藏袍有根腰带，当时，我连腰
带都系不了。一个藏族男人，如果系
腰带都需要别人帮忙，还有什么尊
严。”想到这里，从来没有向艰难困苦
和劫匪歹徒们低过头的多吉，这个高
大的藏族汉子，这一次，竟难过得流
出了泪水。

为了能重新回到工作岗位上，再
次握住邮车的方向盘，多吉四处求
医。有一阵子竟然忍着剧烈的疼痛，
用外力强行扯断了已经粘连起来的肌
肉组织，好让它们重新康复和准确愈
合。这得需要多大的毅力和忍耐心
啊！坚强的多吉咬紧牙关，竟然把一
般人无法想象、连医生都不敢相信的
剧痛，默默地“扛”了下来。

咬着牙坚持两个月后，奇迹出现
了！受伤的手上的运动机能，总算恢
复过来了。伤愈后，多吉不顾同事和
家人的劝阻，立刻回到邮政车队报到
了。回归车队那天，同事们为他献上
了洁白的哈达，他转身把哈达系在了
绿色邮车上。

“人要凭良心做事，是组织的关心
和同事的帮助，让我得到了及时救

治，获得了第二次生命。我要带着一
颗感恩的心，重新回到雪线邮路上。”
多吉这样说道。

2 月 15 日上午 9 点半，其美多吉
和肖文远的邮车，终于驶进了武汉市
内，停在了武汉邮区中心局的院子
里。从成都开到武汉，这段漫长和难
走的路程，他们仅仅用了 17 个小时。
此时，绿色邮车的车顶上，还覆盖着
一层雪花。

“辛苦了，其美多吉师傅，肖师
傅！”“好样的！您是当之无愧的‘最
美奋斗者’！”武汉和湖北的同事们一
边卸车，一边纷纷向他们道谢和表达
敬意。

这趟邮车带来的物资中，包括口
罩 39 件 100500 个，防护服 34 箱 1000
件，猪肉罐头50件。此外，邮车车头
还整齐地码放着5箱共200台收音机。

其美多吉告诉武汉的同事们说：
“来之前，我们做了点‘功课’。武汉
患者很多，患者心理压力很大，我们
了解到，武汉方舱医院的患者可以通
过电台随时了解疫情动态，因此受四
川广播电视台的委托，把这 200 台收

音机送到患者身边，希望他们每天能听
到政府的关心、大家的支援，这样可以
驱散焦虑，稳定情绪，坚定抗疫必胜的
决心和信心。”

两个小时后，11 点 10 分，卸货和
装货都完毕了，多吉和肖文远连午饭都
没有留下来吃一口，就又跳进驾驶室，
踏上了返回成都的路途。“肖师傅，返程
路上咱们可以稍微轻松一点了，来，我
给你唱一首我们藏族人的歌。”多吉说
着，又像往常出车的时候一样，轻轻地
唱起了他最爱唱的一首藏族歌曲：

一双粗糙的大手，
刻满人生酸甜苦辣，
世上只有雪山崩塌，
绝没有自己倒下的汉子。
要是草原需要大山，
站起的一定是你，
憨憨的阿爸……

邮车刚出发不久，湖北境内又下起
了大雪。漫天纷扬和飞舞的雪花，好像
在默默地为多吉和肖文远的邮车送行。

（完）
（作者系湖北作协原副主席）

其美多吉的邮车（下）

徐 鲁

我们得先读过一本书，才能展开
讨论；想要有书可读，我们得先选出
一本书来。一本书能提供的可供讨论
的议题，包括主题、想法、语言、意
向、对记忆的刺激等。由此可见，选
择一本书来阅读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
事。可以说，选择一本书就是行使一
项权利。

——（英）艾登·钱伯斯

毋庸置疑，读什么，是阅读的出
发点，也是钱伯斯“阅读循环”的逻
辑起点。正如学什么是学习和教育的
起点一样。我们每个人的精神世界，
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们阅读的书籍建
造的。虽然阅读对人会产生巨大的影
响，但并不是所有书都能够对我们产
生刻骨铭心的印记，更不是所有书都
能够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正如
钱伯斯所说，并不是读过《圣经》的
人都会改信基督教，读过马克思《资
本论》的人都会变成共产主义者。但
是，不可否认的是：“只要读过肯定
会留下某种影响。正因为如此，我们
才认为，‘读什么’以及‘谁要你读
什么’，非常重要。”也正因为如此，
许多国家都非常重视为孩子们和国民
推荐、赠送相关书籍。

钱伯斯认为，为孩子选择合适
的、用于讨论的书，需要考虑以下几
个因素：第一是讨论的时间长度。一
般而言，讨论一次的时间在45分钟
到1小时之间，如果对于特定年龄孩
子过于浅显或者过于无趣，或者过于
艰深，或者时机不对，都无法开展正
常的讨论。只有选对了书，才能让孩
子们有话可说，集中精力参与较长时

间的讨论。如果一次讨论不完，也可
以持续地进行讨论。第二是讨论的方
式。讨论必须是相对轻松自然的状态
下进行，讨论越是放松，内容越能深
入。所以师生之间应该有亲密的关系
和良好的日常交流，平时就能够天南
地北地聊天，在阅读讨论时就能够流
畅地进行。“师生课余时间交流所建立
的默契都有助于拓展‘说来听听’的深
度和广度。”第三是要尊重孩子们的品
位。老师不应该以自我为中心，而对孩
子们喜欢、痴迷的书不闻不问，要尽可
能与他们一起选书，乐于考虑孩子们
的选择。钱伯斯建议，“老师们应该通
盘考虑，与其他老师共同努力，商量着
开出最合理的书单，尽己所能地维护
孩子们的权益”。选择阅读书籍也是一
项权利，父母和老师都要谨慎地用好
这个权利。

老师们应该了解，要敞开心胸观
察一本书能被讨论到什么程度，要放
手让学生激荡出各种想法。开放的心
胸和放手让学生去做的气魄，才能造
就出有自信的老师。

——（英）艾登·钱伯斯

老师在组织学生们讨论一本书的
时候，除了不要急于发表意见之外，
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钱伯斯在《说
来听听：儿童、阅读与讨论》中主要
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一，是自己要对选定的书有深
入的了解，“对所要讨论的书籍了解
越深，你就越能明白孩子们想表达的
重点，同时也更知道怎么根据情况提
问”。尤其是对于新教师和年轻教师

而言，不打无准备之仗，读透读懂准
备用于讨论的书是非常重要的。第
二，放手让学生讨论，让他们各抒己
见、畅所欲言，彼此激荡、互相启
发，不要回避自己不知道和搞不清楚
的问题。要知道老师不是一把万能钥
匙，更不是一个神，“身为老师，应
该坦然告诉孩子们自己并非全知全
能，但绝对愿意和大家一起动脑，
试着找出答案”。所以，不懂没有关
系，但不要装懂；不知道没有关系，
但不要装着知道。第三，不要指望一
次讨论就能解决所有问题，不解决问
题不罢休，结果把大家弄得“兵乏马
困”、疲劳不堪，“人人都倒了胃
口”。有时候，留下一些悬而未决的
问题，让孩子们有“继续挖宝”的期
待，反而更能够使讨论深入下去，
取得良好的成效。第四，在讨论出
现困难、无法进行下去的时候，或
者在发现孩子们实在无话可说的时
候，也要当机立断终止讨论。因
为，孩子们觉得有困难，往往意味
着阅读的书籍选择得不合适，不符
合孩子们身心发展的特点和阅读兴
趣等。这个时候，可以和孩子们共
同商量换什么书，或者提出一些候
选书单，让孩子们自己选择。

读 者 是 唯 一 知 道 自 己 想 法 的
人。正因如此，“说来听听”的开
宗明义就是要小组成员贡献只有自
己“知道”的想法，由此才能建立
起对文本丰富多元的认识……在讨
论进入尾声之前，为了避免被学生
当成“钦定”的观点，进而影响讨
论的方向和顺序，老师是不提供个

人意见的。
——（英）艾登·钱伯斯

在孩子们的阅读讨论过程之中，为
什么老师不要急于发表意见呢？

钱伯斯分析说，无论年纪大小，大
部分学生总是希望能够取悦自己的老
师。在孩子们的眼里，老师就是百科全
书，就是真理的化身，就是那个提供

“唯一正确答案”的那个人。许多学生
在讨论中的发言，往往不是讲自己的真
实想法，而是揣摩老师的标准答案，以
期得到老师的表扬。甚至于当老师没有
事先透露自己想法的时候，孩子们就会
觉得很困惑。而当老师“一锤定音”
后，学生的讨论自然就会沿着老师的思
路与答案前行，讨论本身集思广益的功
能就完全失去了。所以，老师的角色就
像主持会议的主席，如果他有意影响与
会人员的想法，就会先抛出自己的观
点，再征求其他与会者的意见。但如果
他想全面了解大家的真实想法时，他就
会“按兵不动，直到对与会人员的意见
做出总结，这才说出自己的看法”。所
以，在和孩子们讨论阅读的内容时，父
母和老师千万不要急于下判断做结论，
而是应该引导学生充分发表意见，深入
讨论交流。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
副主席）

如何为孩子选用于讨论的书？
朱永新

行驶在雪线邮路上的邮车

冯 并

小品大观小品大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