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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南渝中学校
南渝中学语文教研组是一个青春活泼、团结友爱、富有创造精神的

团队。其中正高级教师 1 名、特级教师 1 名、高级教师 7 名。教师们在
教学技能大赛上崭露头角，8 人先后荣获全国基本功大赛、迦陵杯诗词讲
解大赛一等奖，4 人获重庆市青年教师优质课比赛一等奖，多人在区校级
讲课说课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在论文写作上同样硕果颇丰，获国家级、
市区级论文比赛特等奖、一等奖数十项，在《语文建设》《中学语文教学》
《中学语文教学通讯》《中学语文教学参考》等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

老师们既扎实课堂教学，又重视教研反思。厚植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打造南渝书苑特色展馆，开创语文特色班级“元培班”，开发特
色课程，开展特色活动，在“课程思政”的引领下，汲取孔孟儒道之精华，
撷取中华文化之精粹。

选修课、社团课、创新人才培养课百花齐放；《书海撷英》《万卷有声》
《玉振有声》声声入耳； “二十四节气”特色作业、 “南风渝韵”系列展
演五彩斑斓……它们根植于课堂教学，浸润于篇章研读，内化于学生表达，
以项目化方式推动、多学科联动并行，找到激发学生学习、了解中国传
统文化的兴趣点，进而在活动中实现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外婆的土屋

美在其中翠隐青山，烟笼古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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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城里生活后，外婆总爱念叨老家的一切。
从我记事起，外婆就生活在老家的那个土屋里。

土屋不大，四面斑驳的裂缝诉说着历史的厚重，对面
的大山也几乎挡住了明媚的阳光，屋后的小河也时不
时地发大水，淹没外婆的田地和那小小的土屋。可即
使是这样，外婆总是笑呵呵地说，这儿好，这儿真好。

村里修高速公路需要拆迁外婆的土屋，我们一家
半说半劝，终于把外婆接进了城里生活。城里的电
梯房宽敞、明亮，还暖和，可外婆却总是闷闷不乐。
她有时去逛逛几公里外的土集市，有时自己乘公交车
去郊区散步。她还让我们送她回老家一趟。下了车，
我们指着正在拼命修路的工人，对她说：“看，你以
前的土房子就在他们脚下哩。”外婆徒然伸出干枯的
手，像是要抓住什么似的。山间的风掠过她的发丝，
她在风里孤独地追忆。

我们一直不明白，外婆为什么对那破败的土屋、
那贫苦的农村生活那么执着。直到一天，外婆到深夜
也没有回来，我们一家报了警，焦急地到处寻找外婆。
终于，老家的一个乡亲给我们打了电话，说外婆就在
老家的那条小河边，静静地躺着，睡着了。

我们连忙赶到老家，找到外婆。外婆双眼通红，
身体因寒冷微微颤抖着，银白的月光洒落在她苍老的
脸上，像结了一层静谧的、深沉的霜。外婆悄悄地问
我妈：“丫头，还记得在你小时候，我们曾在这河岸
并肩睡过吗？”妈妈噙着泪，说道：“记得，一直都
记得……”这时，我们才明白，外婆追忆的到底是什
么。

土屋不大，却承载了外婆的太多太多：她在土屋
里出生，在土屋里坚强地长大，在小河边成家立业，
辛苦劳作，又在大山间见证女儿的到来，陪伴女儿成
长，又看着女儿挥手远去。外婆追忆的不仅仅是一间
破旧的小小土屋，更是她几十年的人生，是她几十年
来安定坚实的精神依托。

后来我们常常带外婆回老家，即使土屋不再，让
她看看风景依旧，心有所安，让她能更好地去追忆。

我是从小就爱着刺绣。初识它时，便被它的美吸
引了。小小的一根针宛如一支神奇的画笔，在绣布上
穿来绕去，顷刻便留下绚丽的色彩和图案，或大气磅
礴，或秀丽雅致，于是我彻底迷恋其中。 

终于在学校选上了梦寐以求的刺绣选修课。第一
节课，老师给我们讲解了中国四大名绣，同时也讲解
了取线和穿线的方法。我当时心生欢喜，认为刺绣并
不难，而现实很快便“教育”了我。

第二节课，老师发放了材料：一张带有龙的手帕、
一根针、绣棚、剪刀及三种不同颜色的线。我满怀期
待地开始取线，发现取到一半时线就缠在一起了，怎
么都分不开。穿针的时候更是艰难，因为同时用到三
股线，绣品才有立体感，但把三股线都穿进针孔却是
十分不易，折腾许久后我才穿完三股线。做完这些后，
我就有了些许悔意，为什么要选这门费时又费心的课
程？刺绣虽然美好，但在如今这种高强度的学习下，
我很难做到花费如此多时间在一根针与一根线上。于
是，后面几次课，我始终无法专注于刺绣。在刺绣的
过程中，我脑海中总是浮现出同学们奋笔疾书的画
面，想到大家都在为学业拼搏，而我却在这里摆弄针
线，心里就涌起一股莫名的自责。总觉得荒废了时光，
总觉得有许多比刺绣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去做。

半期后再次回到课堂，我的心里既有期待又有忐
忑，不知是否能再次拾起刺绣的热情。这次老师发的
是一个藏青色的杯垫和白色的线，要求我们用白色的
线在杯垫上绣一朵花。母亲节快到了，我要是能绣
好这个杯垫送给妈妈，她一定会很开心。我开始积
极地向老师请教刺绣的方法和秘诀。“曲线要圆顺，
针迹要整齐……”看着我手中的针线由笨拙到顺利，
老师微微颔首。尽管重拾梦想的路上满地荆棘，可我
愿为那缥缈的希望去奋斗一次。那一整节课，尽管我
只绣了半朵花，尽管收线的地方并不完美，可我迈出
了第一步。

后来的课上，我的动作熟练多了，三节课便绣完
了杯垫。那洁白的花朵绽放在藏青色的杯垫上，犹如
夜空中璀璨的星星，散发着迷人的光芒。我开始慢慢
体会到刺绣的美，它的美不仅限于它的图案，更在于
净化了一颗又一颗浮躁的心。而我也深知，这是对时
间的一种尊重，而不是一种浪费。珍惜并沉浸于每一
刻，这本身就是对生活最美好的致敬！

一手捏细针，一手托绣布，在一针一线的穿梭中，
我体会到了专注与坚持所带来的美好，也深深体会
到，美不仅仅存在于最终的绣品中，更蕴含在整个刺
绣的过程之中。那每一次的穿针引线，每一次的耐心
等待，都是美的体现。美在其中，熠熠生辉。

昨日我站在阳台向外眺望时，还是一副阴雨绵绵
的景象，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打在窗台，完全没有要
停歇的意思。我内心默默乞求着明日别再下雨，也许
是我的心声终于被上天听见，今日再看已是雨过天晴
了。被冲刷过的天空格外湛蓝，隐隐有一道彩虹出现，
空气中是泥土湿润的气息，连带着人们的心情也愉悦
了。不远处，街上的集市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
这着实是个好天气。

去时的路上，可以瞧见山间的田野，还有远山层
叠青翠，阳光从无数的间隙中穿过。我们在汽车的播
报声中下车，缓步向前走，隔着厚重的薄雾，看见山
脚下一群人正打闹着。

“喂，等等我！”不知道是谁先一步开始奔跑，
待我反应过来时，已经跟在最后加快了步伐。笑声星
星点点地布满了天空，给寂静无声的山林注入了一丝
音韵。周遭的景色的确是美的，蜿蜒的铃兰顺着山路
盘旋向上，无尽蔓延。抬眼是姹紫嫣红的光，洋洋洒
洒。

就这样奔向了山顶。
先入眼的是一座寺庙。还没来得及缓过气，便又

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不自主地屏住了呼吸。骄阳
穿过茂密的红杉树，斑斓洒在前院。古寺红漆斑驳，
门匾下的铜钟还在回响。有一潭清水毗邻寺庙，浮动
的光像跳动的金子，在屋顶映出一片天来。随之而来
的是风铃的叮当声。炽热的阳光透过红杉林的翠绿缝
隙，斑驳地铺洒在前庭，熠熠生辉。这里竟有一整面
的风铃墙，风铃随风舞，如流萤，渲染了半边天。“咔
嚓——”快门声响起，定格住四溢的花香，四四方方
的屏幕封存不住肆意生长的藤蔓与繁花。

往寺庙深处走，便是这里的中心。佛殿里，巨大
的金身巍峨矗立，俯视众生。我们去的时候并没有什
么人，香火却是绵延不断的，烟雾腾起遮住半边天。
香炉里香灰堆叠，“水月通禅寂，鱼龙听梵声”，诵
经之声回荡耳边。“你们听说了吗，相传这里是被
庇佑的地方，只要你足够虔诚，无论什么愿望都能实
现。”我率先走了过去。“许了什么愿望？”刚直起
身，一群人就迫不及待地凑了过来。“愿望说出口，
就不灵了。”我听见自己这样回答。

谈话间，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橘黄色的霞光撒在
每一片大地上，又倾斜成薄雾，将每一个细小的地方
都渲染上暮色。先是亮起了少数几盏灯，而后逐渐演
化为一大片。不知不觉中，已是亮起了万家灯火。

天空还是一如既往的空荡，恍然间却下起了雨。
这场雨落下的地方，不会有霉菌，而是会生出无尽的
阳光。风铃的声音在雨中变得更加悠扬动听，仿佛在
诉说着一个个不为人知的心愿，诉说着健康、平安、
幸福与爱。

我离开这里，踏上归途。与来时不同，所有景物
都被镀上一层金，却没有“已是黄昏独自愁”的悲伤，
而是如同悠扬的笛声，低低飘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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