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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校啦！您在江苏还好吗？
罗萨扎西德勒！”大年三十，雪小学
的米珍老师发来了新年问候。

……
每逢佳节，来自拉萨的祝福蜂

拥而至，一条条短信，一声声祝福，
勾起我援藏支教的回忆，点点滴滴，
如高原上洁净的源头之水流入心
田，甘甜无比。

2017 年 7 月，我们盐城的三人
援藏团队满怀激情来到了受援单位
拉萨市城关区雪小学，我担任学校
的党总支副书记、校长。藏族同事
告诉我，雪小学因布达拉宫而得名，

“雪”藏语是“下面”的意思，雪小学
即“布达拉宫脚下的小学”。

初到拉萨时，高原反应还好，最
大的不适是鼻腔常常因为空气过于
干燥而出血。在雪小学的工作一开
始也并不顺利。我想，我们跨越千
山万水来到拉萨，只有通过真诚奉
献才能赢得大家的信任和支持，只
有把江苏教育的先进理念扎根当
地，才能圆满完成援藏任务！

与其徒有愿望，不如动手去
干。经过了解，这里的理科相对薄
弱。我们认为以数学学科为突破
口，能较快提升教学质量，于是决定
由我对数学教师进行业务培训。

可是培训时间到了，有些老师
不愿意来……

我们为大家提供了大约100道

题目，并组织教师一个月后进行
测试。

一个月很快到了，我们带着试
卷准备测试，考场里稀稀落落坐着
三四个老同志。场景不免尴尬，于
是我们就拍了在场的老教师照片发
在群里附言：“大家看看，老同志尼
玛、边平、普次都来了！大家抓紧时
间呀！”再请老教师一个一个地打电
话通知。大约半个小时后，陆陆续
续，人终于到齐了！我问大家：为什
么不来？年轻的卓嘎老师红着脸笑
着说：大家怕考不好！于是我向大
家承诺：每个人的分数保密，考不好
绝不批评！

试卷由援藏的孙江华校长批
改，有的同志确实很优秀，少数同志
的分数令人汗颜。我们把没有姓名
的分数从高到低贴在墙上。每个教
师的试卷用信封装好，信封上写着
教师的姓名。孙校长逐个打电话请
大家领取试卷，要求来的老师先看
自己的试卷，再看墙上的分数。考
得好的，自然很开心，我们鼓励他们
继续努力；考得不好的，满脸通红，
我们安慰他们说：我们刚工作时和
你差不多，不用灰心。

经过测试，不少同志有了业务
提升的需求，数学培训活动终于顺
利进行。通过培训，有的老师对一
些问题的理解更加全面和透彻了。
有一次我到局里开会，未能上培训

课，有几个老师发短信问：“朱校，你
为什么不来呀？我们在等你上课
呢。”

百花齐放满园春。数学组的学
习教研活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在这
样的氛围下语文组、藏文组、综合组
也不甘落后，追求上进在学校蔚然
成风。在2017-2019年城关区教师
业务水平考核中，雪小学教师的成
绩取得了第一名，全体教师无不欢
欣鼓舞！学校的调研测试成绩也逐
年提升，尤其是西藏内地班考试成
绩不断创造历史。

雪小学是藏戏“少儿扎西雪
巴”特色学校，为了进一步深化学
校特色工作，我经常奔走于拉萨
的艺术团体，争取他们的支持。
因为我的真诚求助，雪巴拉姆藏
戏团的斯暖团长感动地说：“一个
汉族校长如此重视我们藏文化的
传 承 ，我 必 须 无 条 件 地 支 持 ！”
2018 年 6 月，学校与藏戏团结成
了共建单位，聘请斯暖团长为学
校的名誉校长。藏戏团专门为学
校编排了融入藏戏元素的民族韵
律操，把部分同学参与的藏戏活
动变成了人人参与的群体性活
动。在藏戏团的支持下，在全体
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学校藏戏特
色教育工作成效显著提升。2018
年雪小学被评为“全国中小学优
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

2019年 3月的一天，一位藏族老
同志来学校拜访。他到了校长室，自
我介绍说：“我叫强巴云丹，是西藏的
剧协主席，我多次路过你们学校，你
们的少儿藏戏工作做得很不错，一个
内地的援藏校长这样用心传承西藏
文化，我特别感动！”我微笑着回答：

“西藏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雪小学地处世界闻名的
布达拉宫脚下，做好藏戏传承工作是
我的责任！”

在强巴云丹主席的介绍和推荐
下，2019年 7月中国剧协的领导专程
来雪小学指导工作，雪小学的孩子们
还和梅花奖艺术团的艺术家们同台
演出，民族大团结的正能量被广泛传
播，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

……
三年多的援藏工作，在激情的奋

斗中很快结束了。我打算悄悄地离
开，但当我走出学校大门时发现家长
们早已在门外等候，他们把我紧紧围
住，纷纷献上洁白的哈达，表达了对
一位汉族援藏校长辛勤付出的感激
和敬意。一条条哈达堆满了我的脖
子，更系在了我的心里。

援藏的情景时常在脑中浮现、梦
中萦绕，而每一个来自青藏高原的祝
福都被我收藏于记事本，深深地珍藏
在我的心灵深处。

（作者系江苏省第三批组团式教
育援藏干部）

来 自布达拉的祝 福
◆朱兴华

关上门，便入深山
翻开书，即处净土
整个尘世都安静下来

文字的小径，引领我
走进书籍深处
仿佛穿越般，成为书中人

江南，烟雨等候已久
撑伞过深巷
脚步惊起一帘幽梦

烽火起，边关急
策马赴疆场
长刀所向，敌寇望风披靡

解甲归田，铸剑为犁
躬身事农耕
晚风里，家人闲坐话桑麻
穿过书中的岁月
经历别人的人生
我遇见，更好的自己

◆读 史

没有比这更美好的事了
和清茶结伴
与书香同行

一粒粒文字，就是
一道道足迹，一抹抹背影
演绎出悲欣交集的命运

一粒粒文字，就是
一个个村落，一座座宫殿
见证了沧海桑田的变迁

王侯将相、布衣平民
从时光深处走来
为我讲述一个王朝的
荣光与苍凉

金戈铁马、家国情怀
跃然于纸上
让我看到一个民族的
勇毅和坚韧

灯光如水、文字似舟
载着我
穿过五千年的历史长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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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看转动的摩天轮。看多了，看久
了，就悟出一个道理，幸福就像转动的摩天
轮。远看，感觉不到它在动，走近细看，才看到
它一直在动。缓缓地，不疾不徐，一点一点在
向前走着。原来摩天轮用它不易察觉的慢，在
告诉我们，幸福一直就在我们身边。只有慢下
来，才能发现生活中点点滴滴细碎的美好；只
有慢下来，才能一点一点走进幸福。快、急、远
眺，是看不到幸福的。以前我在摩天轮上感受
仰望，而幸福不是仰望，是一点点、一步步走
近，用眼看、用心看才能拥抱幸福。

地铁里人潮拥挤。车门打开的瞬间，座
位就被一抢而“满”。只见她不紧不慢地从背
包里掏出一把塑料折叠凳，打开，坐下，掏出
书，一股静气瞬间在拥挤的人群中弥漫。她
说，坐在随身带的小凳上看书，每天坐地铁的

时间就是她幸福的时间。原来她把幸福随身
背在身上了。

其实打开我们每个人的背包，都会有这
样简单的幸福背在身上。一支让我们变漂亮
的口红；一把为我们遮风挡雨的伞；一张家人
的照片；手机里一句朋友的问候……只是我
们不自知，这平凡的瞬间就是幸福，而一味哀
叹，背包里装着的是沉重的生活。

总以为幸福在远方。殊不知，生活中的
幸福，它一直在动，每时每刻都在动，你当下

抓不住，就只能目送它的背影渐行渐远，它用
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少年心事当拏云，谁念幽寒坐呜呃。”年
轻时，谁都不甘平庸，总想着能够轰轰烈烈，
鲜衣怒马。而“拏云”的理想又有几人能真正
实现呢？到了一定年龄才发现，我们拼了命
地追求仰望的幸福，非但没给我们幸福感，反
落得一身疲惫。而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
童真、纯洁和无忧无虑的快乐，在不知不觉中
逐渐离我们而去。这样的结局，怎不令人“坐

而鸣呃”？
只可惜世人往往是近视眼，看不见眼前的

幸福，只道是寻常。却不知，幸福如果不是从微
小的事情累积，那就产生不了幸福感。日子再
难，总有人能够从贫瘠里开垦出宝藏，从荒芜里
走到春暖花开。困难总会退散，愿你我在时间
的洪流里收获一个个平凡幸福的瞬间。

这瞬间就是：下班后，家里的猫咪悄悄走来
蹭你；公园里看到散步的老人手牵着手；在异乡
突然听见熟悉的乡音。这瞬间是寒冷冬日里妈
妈坐在灯下包饺子，等推门而入的你；是爱人在
万家灯火为你亮起的那盏灯；是你耳边响起孩
子无忧无虑的欢笑声。正是这些琐碎的碎片拼
成了幸福生活的版图。

我不再傻傻地祈祷幸福降临，因为幸福一
直就在我身边，从未走远，无须仰望。

幸 福 如 摩 天 轮
◆逄维维

一个朋友，曾对当年高考时的一道英
语题目耿耿于怀，他没有蒙对答案，丢了两
分。也是那么巧，他以两分之差和一本线
擦肩而过。他懊恼地说：“要是那道题做对
了该多好呀，能考上自己心仪的学校，就不
会吃那么多的苦了。”他的分数让他去了一
所农业学院，学园林设计。毕业后，他和同
学一起创业，开办了一家苗圃。

经过不懈努力，如今的他已成了当地
苗圃种植的佼佼者。当然，这其中的艰辛
可想而知。最忙的日子，他每天只睡四个
小时，人变得又黑又瘦，好在，他坚持下来
了，渐渐得心应手。后来，他又提起当年那
道错题，如果不是那道错题，生活可能是另
一番样子，也许很轻松如意，但也许还不如
现在这般成功。生活有百种可能，谁也不
能肯定另一种生活就会比现在更好。朋友
释怀了，错了的那道题，也许是错得刚刚
好，顺其自然，将错就错，让人生开启了另
一扇成功之门。

另外一个朋友，身材矮小，长相一般，
暗恋一个女生，却因自卑不敢告白，高考时
因发挥失常，只上了一所普通学校，而那个
女生读了名校。他一度情绪低落，同校的

一个女生时常关心他，安慰他，开导他，他渐
渐从阴霾里走出来，活出了阳光快乐的自
己。毕业后他考研，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还
和那个女生组成了一个幸福的家庭。两个
人在事业上相伴相携，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这朋友说，当年错过了那个暗恋对象，也许
就是为了让他遇见现在的妻子吧。如果那
年高考取得不错的成绩，读了名校，那与现
在的妻子便没有交集，也不会有现在的
幸福。

人生在世，谁没有错过？但总有一些
错，错得刚刚好。那错过的题，那错过的人，
那做错的选择，是为了让你遇见对的人，让
你遇见对的事，让你走上对的路，前提当然
是，你没有消沉，你懂得在“错”中找到新的
希望，并坚持走下去。相信吧，一切都是最
好的安排。人生是有很多遗憾，很多错失，
错了就错了，错过了就错过了，千万不要因
此消磨了进取的心。珍惜眼前人，过好当下
的生活，抓住属于你的机遇。在人生的路
上，你慢慢会发现，周围或许有无数赏心悦
目的风景，但你喜欢的、能拥有的才是最美
的；周围或许有很多优秀的人、美好的事，但
合适你的才是最好的。

有 些 错 ，刚 刚 好
◆刘 希

生活中常见随便承诺的人，比如说，熟人见面，有人挂在嘴上的一句话
是：“哪天咱们聚聚。”其实他只是信口说说，并没有安排聚的意思。这种
事，他随便说，你随便听就对了；如果你要认真，那就可能尴尬了。

偏偏我是个比较认真的人，所以尴尬的事常常难免。
对于别人说过的话，特别是需要我干什么具体事情的，我常常记在心

上。比如，常有外地的朋友说：“这个周末不外出吧？我过来找你聊聊。”那
么，只要当时说好了，我便哪里也不去，专心等待这个人。但有时候等了半
天，人也没到。打电话一问，才知道人家另有安排，根本不来的。他依然过
得逍遥自在，却可能害得你的其他计划因此耽搁了。又比如，有一年，某人
告诉我：“你那位张同学家的脐橙口感不错，叫他给我留下几树，到时我们
公司过去采购。”我于是郑重其事转告种脐橙的张同学并盯着他不让卖给
别人。遗憾的是，后来此人不但没有去要人家的果子，还不承认有这回
事。好在脐橙保质期长，好果品不愁买家。

我的一部小说改编成电影时，有几位朋友再三叮嘱开拍时一定要告诉
他们，最好让导演安排几个群演的角色让他们一起体验体验。我当然认真
对待此事，事先和导演沟通了，留了几个适合他们的角色出来。可是，电影
开机后，兴冲冲通知这几位朋友时，他们只是淡淡地说一句“没空”而已。
原来，人家当初纯粹是说着玩的，就你还真把它当回事了。这一回，遭遇尴
尬事小，差点影响导演的拍摄计划才是麻烦事。

很多年前在农村时，曾经有一个同学，家里种了很多荸荠。那时农村种
经济作物的少，大家少有机会饱口福。该同学在荸荠刚种下时，豪爽地对
小伙伴们说：“等到挖荸荠的时候，请大家去我家好好吃一顿。”小伙伴们都
很激动，眼巴巴盼着田里的荸荠快快成熟。然而，一年复一年，也没听他再
提这事。后来，事隔多年，有关当事人说到这个同学，还会忆起这件极其微
不足道的往事，尽管该同学的事业据说做得比较成功。

你看，不管是要求别人做什么，还是邀请别人干什么，如果说话太随
性，结果都可能让人不太愉快。别以为这些只是说着玩的，问题是别人没
把你说的话理解成开玩笑，还认真准备响应了。只要有人当真了，这种事
情对人家总有点小小的影响吧。

如果大家说话都是认真的，那当然皆大欢喜，天下太平，人间无事，怕
就怕“认真”遇上“不认真”，“认真者”可能当场吃亏，“不认真者”久而久之也可能吃亏。

“认真者”吃亏很好理解。你把别人的戏言当真了，最后期望变成失望，便觉得自己被人忽
悠了，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更有甚者，你按别人所说的去做了相应的安排，结果不仅实现
不了，甚至还错过了其他机会，导致实实在在的损失。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遇上这种“猪队友”，
当然是吃了人家的亏。

“不认真者”为何也会吃亏？一个人长期不把自己说的话当回事，终将被人从心里看扁，从
而不把你说的任何话当回事。也就是说，这个人已经轻轻松松地为自己树立起了一个典型的
言而无信者的形象。这种形象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再弱智的人也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吧。

对待“不认真”，太认真当然不行，那是牛头不对马嘴，鸡同鸭讲，自讨没趣。最好的办法，
恐怕还是以“不认真”对待“不认真”。他说他的，你听你的，最后各干各的，结果反而相安无
事。问题是，如果大家都因此养成了“不认真”的习惯，谁的话都信不得也不必信了，人们的生
活也许就乱了套，长此以往，大家都将成为受害者。

由此看来，要让生活有秩序，该认真时还是得认真。说话负责任是一种应有的品德，对别
人负责，别人才可能对你负责，尤其是所说之事与他人有直接关系，涉及他人利益时，更不能张
嘴瞎说，随便忽悠。这个时候，就应该言必行、行必果，做不到的事就别乱说，不想做的事更别
去提起，以免误导他人、坑害他人。

当然，对待那些实在认真不起来的人，倒也不妨“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让他尝尝“狼
来了”的教训。对这种人来说，或许只有因为某次“不认真”（不管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而使自
己受到伤害时，才可能有所触动，有所反思，进而考虑改变自己，尊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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