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假的脚步悄悄来临，老师们都

在忙碌地准备着一学期一度的评语。

评语，在学生成长中扮演着关键的角

色，既是对学生的综合评价，也是班

主任与家长沟通的重要纽带。

正如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所言：

评语，并非简单的文字叙述，而是一

次微妙的教育交流。

评语中的温馨， 犹如冬日暖阳，

能温暖学生的内心深处。 中学时，我

的老师在评语栏为我写道：“宝藏女

孩，你的认真、执着，为你开创出一条

通往成功的道路。 ”这句温暖的评语，

就如同在雪中送去的一把柴，瞬间点

燃了我对学习的激情， 也正是这句

话，温暖了我整个中学时代。后来，每

当遇到困难时，我总是会想到老师的

认可与期许。

走上工作岗位后，我成了一名班

主任，我时刻告诉自己：要做教育的

有心人、走心人，抓住每个教育契机。

每学期期末， 我都会用心地书写评

语，通过真挚入心的文字，我想将希

望和爱，播种在孩子们的心里，让他

们也能够像我当年一样， 感受到温

暖、大爱和力量。

班长朵朵是一位活泼开朗、聪明、

管理能力特别强的孩子， 因此寒假期

末评语我写下了：“学习‘小标兵’，老

师的好帮手……你是老师见过的非

常尽职的班长，无论什么事情，都能

处理得井井有条。 一朵花开一点红，

朵朵花开一片红， 希望在你的感染

下，让我们的班级之花朵朵盛开！ ”

对小梁同学， 我是又爱又恨，聪

明的大脑在学习上总是另辟蹊径，因

此我给他的评语写道：“你从一开始

就给老师的印象是一个聪明可爱的

孩子，在学习方面，你的成绩有起伏

现象，但是呈上升趋势，老师相信你

的潜力无限！不要放弃，继续努力，尤

其要多读勤练， 练好字迹， 充实自

己！ ”

写评语前，还要全面观察，反复

斟酌，用谈心的口吻、商量的语气，让

学生能够感受到拳拳爱心、 殷殷深

情。 只有这些倾注了情与爱的评价，

才能在学生心灵深处激起浪花。彤彤

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但是她在遇

到困难时会轻易放弃，因此上学期我

写下：“你是一颗优质的种子，正发芽

抽穗，茁壮成长，等待你的将是金秋

的丰收。 可千万不要以为丰收在望就

可懈怠，学无止境，山外有山。 我们永

远不能学得最好， 但可以学得更好，

比昨天的自己好。 老师期待你更大的

进步！ ”这样，充分肯定了她的优秀，

并提出我的希望，学生看了依然会感

到老师对她的爱心和厚望，并获得前

进的动力与勇气。

对学生的不足和失败要给予鼓

励，对其今后的发展要提出希冀。 辰

辰同学是一个调皮的孩子，在他的评

语中写道：“学业的精深在于勤奋,荒

废则在于贪玩。 你是一个很聪明的孩

子，这远远不够哦，课堂上你总会时

不时地走神， 如果能更加专心就好

了。 老师希望你能改掉自己的坏习

惯！ ”这样的评语亲切温暖，道出了学

生的闪光点， 又鼓励学生扬长抑短，

家长看了，无疑也会很好地配合老师

帮助孩子克服缺点。

教育是润物细无声的过程，我们

所做的只是种下了一颗种子，希望它

在未来的日子里，慢慢地生根、发芽、

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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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冬天， 那时的雪，

似乎比现在更白，冰凌更透。儿时的我记得，

每当春节将至，父亲便忙碌起来。他的双手，

总是沾满墨迹，写的一手好字。

春节，是岁月的盛宴。 而在这盛大的节

日里，家家户户都有个习惯———贴春联。 红

纸黑字， 寄寓着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祝愿。

村里的乡亲们，谁家要是少了那一副大红的

春联，仿佛就少了些年味。于是，父亲早早地

买回了红纸，准备好了他的文房四宝。 笔走

龙蛇，墨舞翩翩，一个个潇洒自如的汉字跃

然纸上。 他不是为了名誉，也不会有任何的

碎银。他写，只因乡亲们的盛情难却，只因那

浓浓的乡情。

写好了春联， 父亲便挨家挨户地送去。

他的脚步轻盈，生怕打搅了乡亲们的梦。 每

当我看到乡亲们拿到春联时那喜悦的神情，

心中都无比的欣慰。 那一刻，我觉得父亲的

笔墨都活了起来，仿佛有了生命。

如今，时代变迁，许多事物都已消失在

历史的长河中。但在我心中，那墨香依旧，那

年的味道依旧。我父亲虽然已离世三十多年

了，只要春节一到，无论身在何处，我都会感

觉父亲的笔墨、那份年味永远陪伴着我。

曾经，春节的年货市场上，手写的春联

是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 然而，随着时光的

流转，印刷体的春联逐渐占据了市场。 那些

整齐划一、金光闪闪的春联，虽然艳丽耀眼，

但我还是觉得缺少了那份独特的韵味。

手写的春联，每一笔都蕴含着书写者的

情感与心血。每一个字都如同一个小小的故

事，讲述着家族的传承、乡亲的情缘。而印刷

体的春联，尽管精致华丽，却仿佛少了些温

度，少了些情感的共鸣。

我的老乡陈墨石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草

书大家。 前几年，他给我送来一个用大红宣

纸亲笔写的“福”字，我没有舍得过春节的时

候张贴， 裱好后用镜框镶起来放在书橱里，

留着慢慢欣赏。 怀恋那手写的墨香。 那是家

的味道、是故乡的味道、是记忆的味道。每年

回家，都能看到那份手写的韵味，这墨香也

会弥漫在每一个春节的角落。

县书法家协会主席谢骏是我的好友。前

些年我回家过春节，看到老谢在春节前组织

书法家们下乡写春联，让墨香重新弥漫在乡

间田野。 他们携带笔墨纸砚，会在村里的广

场，图书阅览室，大会议室等地摆开书案，为

乡亲们书写春联。他们挥毫泼墨，笔走龙蛇，

将美好的祝愿化作一幅幅精美的书法作品。

乡亲们闻讯而来，纷纷排队等候领取春

联。 他们的脸上洋溢着喜悦和感激之情，因

为他们知道这一副副春联的意义远不止于

装饰门面，更是对传统文化的尊重和传承。

我的外孙女上小学一年级，她正坐于桌

前，手中握着毛笔，轻沾墨水，一笔一划地练

习着汉字。 稚嫩的手法，透露着美好的潜力

和希望。 陪伴在她身旁，我仿佛回到了那个

纯真的年代，心中满是回忆与感慨。

这些天， 我外孙女每天都在练习几幅

春联的毛笔字， 当然她书写的字去送人还

没到那个阶段。 但我决定了，把她写的春联

贴在家里， 尽管字写得不如市场上买的印

刷春联，而外孙女手写的墨香，不仅仅是祝

福的传递，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一种家族

的传承。

怀念春联里的墨香

�李志石

■ 璀璨（摄影）

许广州

本学期的最后一天，在学校德育

教导徐芸老师和三年级（一）班班主

任包彩萍老师的陪伴、导读下，我和

中队长刘佳媛同学一起瞻仰了汇师

小学校史馆。 在校史馆，我们依次参

观了“时代风云”“文化传承”“教育情

怀”“桃李争艳”“不负韶华” 五大区

域。 每幅图片、每封书信、每个勋章、

每个奖杯和奖牌，都在诉说着汇师一

百五十四年的历史。 我站在由汇师杰

出校友、享誉世界的艺术巨匠、雕塑

家张充仁先生亲自提笔为母校撰写

的“饮水思源”前，想着能在这所百年

学府深造是多么自豪啊！

我把瞻仰校史馆的感受，告诉了课外

辅导员、上海社科院的王泠一博士。 他告

诉我， 今年 1 月 27 日是中国和法国建交

六十周年纪念日，张充仁是中法人文交流

的先驱， 曾经为法国前总统密特朗塑像。

这位艺术巨匠就读时的汇师小学旧址，就

是如今的徐家汇书院！

我还告诉王博士， 在宓莹校长的安排

下，我和刘佳媛所在的三年级（一）班在

1月 15日举行了纪念中法建交六十周

年主题班会，并且着重就张充仁的非凡

贡献进行专题报告和讨论，专题报告的

讲述者是来自闵行区明强小学五年级

的钱梓悦同学。张充仁祖籍是闵行区七

宝镇， 如今那里建有张充仁故居纪念

馆，而钱梓悦的家就在七宝镇，所以她

比较早就开始关注张充仁的文化成就

及其对家乡的卓越贡献。

全班同学都认真聆听了钱梓悦的

介绍，了解到张充仁校友在法国、在欧

洲的艺术地位， 心里由衷地升起敬佩

之情。“要让全世界知道真正的中国，这比

我学美术更重要！ ”这是张充仁的誓言，体

现出对中国的热爱，也让欧洲更好地了解

和发现真实的中国。 他最终成为雕塑界的

骄傲。 这样的校友激励着我，我们要珍惜

现在美好的校园生活，和汇师优秀的同学

一起进步；要时刻牢记“饮水思源”，感恩

老师，感恩那些帮助我们的人；要立志做

一个能承担责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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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在评语里的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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