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娓娓道来 班主任剪影

乘风凉曾是上海人
喜好的盛夏消暑习俗。
每每斜阳西下，晚餐后
的男女老少，不约而同
地扛着各式的竹椅板
凳，来到户外，乘着微拂
的晚风凉快凉快，煞是
惬意。我们小时候别说
空调了，谁家有架电风
扇都能算是奢侈品了。
即便是有电扇的人家，
那也不是随意开启的，
有客人来，咬咬牙开上
个三、五分钟，平时就别
多想了，每月飙升的电
费可不是闹着玩的，还

不如乘风凉来得实惠。
乘风凉其实不仅仅

是消暑纳凉这般简单，
它是有着它所独具的社
会活动功能的。物以类
聚，人以群分，乘风凉
也 大 都 按 着 亲 疏 、脾
性、性别等聚集的，各
自聊着自己感兴趣的话
题和内容。我们这些孩
子也有着自己的兴趣和
爱好：一是听老军人讲
些打仗的历史；二是喜
好听“故事篓子”讲故
事。
说起听故事，孩子们

最乐意听的
就是抓特务
和恐怖瘆人
的故事，像什
么 《恐怖的
脚 步 声 》、
《一双绣花
鞋》、《绿色
尸体》等等。
听故事也能
听出了名堂，
长点额外的
知识，像《基
督 山 恩 仇
记》、《福尔
摩 斯 探 案
集》等，我就
是在乘风凉
的年代里，知
晓了个大概。

当 然 ，
“故事篓子”

也不是天天到场的，每当
此时，小伙伴中的 “能
人”便自我瞎编故事逗大
伙。几乎千篇一律，都是
些公安抓特务的故事，连
故事中的主人公都一样，
唤做侦察科王科长。故事
编得漏洞百出，往往讲着
讲着编排不下去了，大伙
一通哄笑。
巧了，邻里中有一位

王姓的在公安局工作，据
说也算是个科级干部，人
长得有些猥琐，听多了
“王科长”的故事，王姓
邻居的形象在孩子们的
眼中不由高大起来，人不
可貌相，指不定就是那个
无所不能的 “王科长”
呢！

想来现在的人们早
就不屑乘风凉这类消暑
习俗了，虽然尚见三三
两两的乘凉身影，但已
难成气候和规模了，不
少孩子甚至不知乘风凉
一词为何物，这很令人
感叹。
乘风凉虽已成为过去

式，但它给我的回忆依旧
是那么清晰、温馨和愉
快，要说我们孩提时代物
质生活是贫乏的，但精神
世界绝对不输现在，因为
我们总能在贫乏的生活
中，寻淘到属于我们自己
的乐趣。

（金星 蓝翔）

随意茶座

在漫漫求学路上，我
遇见了好多位班主任。他
们性格不同、特色各异，但
都有一颗拳拳爱生之心、
殷殷敬业之情，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教师节来
临之际，我为三位班主任
剪了个影，以示怀念。
莫品芳，女，我上小学

六年级时的班主任。她从
安亭师范毕业不久便担任
了我们班的班主任。让一
个初出茅庐的 “黄毛丫
头”任毕业班的班主任，
当时的漕泾中心小学校长
也够大胆的。可就是这位
长得清秀、富有青春活力、
一心扑在教学教育上的
“黄毛丫头”竟不负校领
导的厚望，硬是把我们这
个班教得棒棒的。1961
年，我和班上其他 4位同
学一起考上了“市重点”
松江二中，这在漕泾中心
小学传为美谈。数十年后，

在她临近退休的时候，时
任副县长的宋同学邀约数
位同班同学一起祝福在文
教局任职的莫老师。席间，
她记忆犹新地告诉我们，
她任教不久，因为把多位
学生送进了松江二中而颇
受好评，工资还加了一级，
话语里溢满了喜悦和甜
蜜。听着此话，我脑海里闪
现的是她在诵读课文时的
抑扬顿挫、板书时的一笔
一划、课余游戏时的谈笑
风生、乡运动会上跑 800
米时的矫健身影，以及找
我谈心时的循循善诱……
沈雨若，男，我初中一

年级的班主任。他上了点
年纪，架一副银丝边眼镜，
很斯文。到学校报到那天，
他对我说：“你在漕泾中
心小学担任中队长，现在
进了松江二中，先当个小
组长怎么样？”。在我的心
目中，年长的男性班主任

一般都是颇为严肃的，可
这位老师说起话来慢悠悠
的，口气完全是征询式，觉
得他很“不一般”。我十分
高兴地说：“能考上松江
二中已经很荣幸了，还让
我当干部，我一定努力把
小组长的事情做好！”沈老
师写字非常有力道，在黑
板上写粉笔字时“笃、笃、
笃”地响声很大，字写得很
端正，给人以信心满怀的
感觉。他不拘言笑，每天的
“晚自修”时间一到，便准
时出现在教室里，“逼”得
我们不敢迟到一分钟。
陆显扬，男，我高中时

的班主任。他是从部队转
到我们学校的，教俄语。
“也许他在部队里是个俄
语教官”，同学们在私下
里这样议论。他教俄语善
用“谐音法”，如“星期
六”的俄语读音是“书包
带”。他在上课时说：“我

们只要记住星期六的下午
我们放假了，大家都要拿
起书包带，背上书包回家
了，这样就很容易记住
了”。这一方法很灵验，深
受同学们的欢迎和好评。
他善用眉毛说话，哪位同
学有了比较好的表现，就
对这位同学扬一扬眉毛，
以示鼓励，此法颇具感召
力。2004 年，我与他在松
江二中百年校庆会上重
逢，尽管老师已满脸皱纹、
满头银发，可高兴时的扬
眉习惯依然如旧。
师恩感人，师恩励人，

师恩难忘矣！
（龙馥 陈家寿）

酷暑炎炎烈，
荷花娜娜娇，
怒花青草艳，
蛙群水歆逍。
丛树蝉声叠，
荫浓盛热消。
狂风雷电猛，
雨歇彩虹霄。

五律·临沂公园夏日

初 秋 诗 赋

月光斜洒柳湖幽，
数朵荷花秀影留。
佳语良辰谁与共，
莲香飘渺上茶楼。
满天星斗苍穹闪，
蛙鼓虫鸣烁火悠。
伫立晚亭观尝悦，
公园美景故乡游。

（新桥 周执平）

七律·临沂公园夏夜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丁中光 刻

篆刻

茶余饭后随手翻阅

某报，上有一则老人受骗
的短报导：张大伯听闻一
家“投资公司”一年可
获利 17%， 投资后结
果“投资公司”跑路，
被骗 6万元。

看了这则发人

深思的新闻，笔者一
直思索着这样一个

问题：“老人为何易
被诈骗？ ”大约除了
骗子使出浑身解数

施行五花八门的骗

术外，便是有老人自
身的缘由的！

其一，贪图小利，
是老人受骗最大的缘

由。 有些老人重利忘
义，利益冲昏了头脑，
一切向“利”看，只要
有人设下 “鱼饵”，如
10只鸡蛋、1.5升食油
之类小礼， 贪利的老
人就会很自然地上钩。

其二， 心地善良，也
是老人受骗的又一缘由。
在一些老人心中，世上人
与人之间都是真诚相亲、
和睦可亲的，他们信奉“害

人之心不可

有”，但却忘了
“防人之心不

可无”，视骗子的“假话”为
真话，视“假事”为好事，许
多善良的老人因此深受

骗子的坑害。
其三，家事泄露，

是不可忽视的老人受

骗缘由。生活中许多老
人在大庭广众泄露的

家中私事为骗子提供

了诈骗资料。 许多骗
子根据你交谈中的

“家事”，编成“像模像
样”的故事，使你信以
为真， 走进骗子设计
的圈套。

其四，从众心理，
是老人受骗的一个常

见缘由。 有些老人缺
少“主见”观念，总是
“不思考”“随大流”。
骗子们正是针对他们

的“从众心理”推出预
付费活动项目以及假

冒伪劣产品， 制造热
销假象，消除老人的戒心
与顾虑。

然则， 笔者总还是觉
得“受骗”固然一时难绝，但
还是可以阻止的。要切记凡
是给你“钱”，或向你要“钱”
的事一概不理，在思想上筑
起一道“防范骗子”的长城。

（六里四俞德友）
南风小议

乘 风 凉 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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