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3月1日 星期五
编辑：罗福强 校对：刘棵
新闻热线：0856-5250651 投稿邮箱：trrbfjszm@163.com深度阅读2B2
2025年3月14日 星期五
编辑：罗福强 杨尧 校对：刘棵
新闻热线：0856-5250651 投稿邮箱：trrbfjszm@163.com深度阅读2B2

《和你在一起》是中国特殊教育学校工作纪实类
图书，2020年 5月，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或网购，还不到半年再版发行。本
书在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呈现出良好的社会效
应，特别值得一读。

本书作者，是山东省平度市特教中心的陈海燕老
师。她两次赴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支教，被誉为对
口帮扶西部民族地区教育工作的佼佼者，曾荣获“山
东省教书育人楷模”和“青岛市最美教师”等荣誉称
号，还是中国诗歌协会会员和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多年来，她心系听向，不问西东，潜心致力于教学实践

研究和文学创作，出版了多部专著。
陈老师原是青岛市一名杰出的小学教员，年近半

百才自愿申请调到平度市特教中心任教。特殊教育，
是国家对患有盲聋哑、心理智障、肢残畸形等疾病的
少年儿童所采取的特殊教育方式。教育公平，小康路
上，每个残缺儿童教育都不能少。从普通教育到特殊
教育，有些教师思想观念转变有一个艰难过程。特教
学校，全是心理、身体和智能极不健康健全的学生，老
师工作千辛万苦，五味杂陈，付出很多。这些学生处
于社会边缘化状态受冷漠，尤其需要人间大爱博爱。
陈老师敢于“亮剑”，毅然为那些向来残缺、悲催和可
怜的学生们送去温暖，给他们自信、知识、快乐、希望
和力量。本为“残缺”而来，便是完美人生。本书，就
是她通过自己与同事们的工作实践，把中国特殊教育
现状真实记录下来呈现给广大读者，以小见大，典型
带面，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广泛性。

《和你在一起》为16开本 350页，明显厚重大气，
定价不算贵。封面是陈老师设计的，其上那幅艳丽的
画则是她的一个智障的孩子的作品。书封与内页都
印制得非常精美。全书翻阅起来赏心悦目。首先映
入我眼帘的是作者的自序，她写道:“对于聋哑人，年幼
的我总是敬而远之，因为听不懂他们的语言，无法沟
通，故而心生恐惧……。亲爱的孩子们，请原谅过去
的我，并接受我的主动靠近，我想和你在一起”。这两
句自然、诚实和亲切的话语起步不凡，吸引我把这本

书慢慢的读下去。全书均采用日记写法排列，从2018
年 9月 3日至 2019年12月11日，按学期分为三个板
块。则则日记，长短不一，都有真实的地点、时间、人
物、故事和情节，还有书信。本书与其说是一本个人
日记荟萃，不如说是一部长篇报告文学，陈老师能把
小说、散文、诗歌等笔法结合运用得自然、贴切、巧妙
和娴熟，读来令人信服感动而又荡气回肠，有不少艺
术享受。

本书字里行间，我感受到，平度市特教中心，老师
们对学生的那种爱是多么的无私、开明、纯洁、温暖、
耐心、细致、包容和宽厚，特殊而又特殊；学生们对老
师的依赖、不舍和感恩，对自身的无奈、无语、闭症和
对未来人生的盲目、彷徨、向往、坚持、尽力和乐观向
上等等，也是特殊而又特殊。师生们每天着装，系红
领巾、上课、锻炼、手工、吃饭、娱乐和参加活动等等，
无一不在一起。学生们都离不开老师的呵护、引导和
示范，这是矫正和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的有
效途径。学生到校后家庭又是残缺的，陈老师便主动
开车上门家访，交流情况，同时抚慰孩子的父母和亲
人。当我读到师生们幸福融洽在一起，学生们蹦蹦跳
跳，快乐“疯长”，尤其是他们感觉到自身的荣耀和尊
严这类文字时，便会情不自禁的露出了特殊的笑容。
本书，能使读者对中国特殊教育有一个较为全面透彻
的了解，进而产生喜悦和怜悯之情，呼唤全社会为残
缺儿童们奉献更多爱心。

《和你在一起》出版后，教育部领导阅后作出重要
批示，引起地方有关部门和单位的热情关注。青岛市
特教经费和残疾学生随班就读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中国教育报》记者深入作者工作单位采访并在头版
作了专题报道。陈老师和她的几位同事一时成为中
央和地方教育媒体重点报道对象。还有一些编辑、作
家、教师和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亲自撰文或致信作者，
对本书出版的社会价值和作者为特殊教育事业作出
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本书用纪实文学和教育实录的表现方法，系统、
全面、具体、生动而又形象的反映了新时代特教工作
者的特教情怀、师德师风、精神风貌、过硬本领和优秀
业绩，难能可贵，因而具有的独特的可读优势和魅
力。阿荣老师，是陈老师重点描写的特教工作者之
一。她把她的一篇短文引用于本书中，恰到好处。阿
荣老师写道:“特教情怀，就是看到残缺的生命时内心
闪过一时的柔软；就是学生尿了裤子，就到街上现买
了一条棉裤给他穿上；就是学生家里遭了火灾，大家
纷纷慷慨解囊后的豪迈”。读到这些朴实、生动、坦
然、形象而有温暖的文字，我深为感慨，肃然起敬。想
必这也是广大特教工作者的肺腑之言吧，也是工作真
实写照。

《和你在一起》是当代特殊教育行业的一本重要
读物，专业性、知识性、指导性、普惠性、艺术性、趣味
性和现实性都很强，对于全国特教学校师生员工，各
级教育行政干部和教育科研人员，各级残工委成员单
位和社会慈善机构人员，以及各级各类企业爱心人士
和青年志愿者来说，都具有不可多得的阅读参考价
值。本书特别值得一读，为陈海燕老师点赞！

本书还予人以启示。实现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
弘扬大爱无私的特教情怀，使孩子们能奋力放飞完美
人生的梦想。好在特殊教育融入了建设教育强国的
新时代，本书所带来的社会效应已经显现开来……

——评《和你在一起》

残缺而来，完美人生

清末贵州大儒郑珍在《铜仁江舟中杂
诗》中写道：“欲识铜仁近，奇山满眼生。”
铜仁之美，美在山，美在水，美在文化。一
册《阅读铜仁》在手，便可“风光满眼识铜
仁”了。

黔地多山，铜仁地处武陵山区腹地，
属典型的喀斯特熔岩地貌，山清、水秀、洞
奇、石怪、林深……，而武陵山脉的主峰梵
净山（海拔2572米）即在铜仁境内。梵净山
于 2018年 7月 2日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
录》，成为中国第53处世界遗产和第13处
世界自然遗产。梵净山是一座神奇的山，
它既有自然文化的属性，又有人文文化的
特点，是弥勒道场，佛教名山。因此，古往
今来，吸引了无数的游人、香客、文人墨客
的青睐。或游览自然风光，或朝山进香拜
佛，或考察观光，特别是历代的文人墨客
留下了许多诗词文章，给梵净山增添了浓
浓的文化气息。

苏东坡诗云：“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阅读铜仁》收录的大多是
外地作家写梵净山的文章，编者也许是出
于“旁观者清”的考虑吧，其实，这也未必
尽然。我读了几篇外地作家的文章，感觉

“管中窥豹”与“走马观花”的居多，大多是
谈个人感受、体验、印象、观感等，真正融
入梵净山的文字并不多。这也难怪，现在
坐缆车上山，花上小半天功夫“到此一
游”，你让他能有多少实际的“观感”？又怎
样去“融入”其中呢？我第一次上梵净山，
是在1990年夏初，总共花了三天时间，印
象特别深。那时没有索道，就靠一双腿脚
攀爬。我常常想，已经成功入列世界自然
遗产名录的梵净山，就像一本内容丰富的

“大书”，要想真正读懂它，非逐字逐句逐
段逐页地细阅慢读不可！其实，古人才是
深谙游山玩水之道的，徐霞客游黄山，前
后两次，第一次走了整整十天，第二次游
了四天。那么，游梵净山，我一直坚持认
为，还是“走读”最妙！

当然，也有作家是“用心”来写的。比
如付秀莹的《青山不碍白云飞》笔法细腻，
融情于景，文字虔诚而专注。她说：“梵净
山，或许会是这次贵州之行最浓重的一
笔，也是黔东大地最华彩的章节。”两个

“最”已表达了她的用心与虔诚。当她登上
金顶，“极目远眺，梵天净土，八百里风云，
尽在怀中。”她写道：“然而，铁索，岩石，雨

水，青苔，深峡，峭壁，它们的温
度和凉度，硬度和湿度，于我们，
不仅仅是肌肉记忆上最深的刻
痕，更是精神记忆上最深的烙
印。”又是两个“最”，证明她真正
与梵净山融为一体了。这样的文
字是有生命力的，是散发着热情
与理性光芒的。比起那些写“滑
竿、挑夫”的矫情文字，甚至连铜
仁都没有到过竟也写出“三江穿
过，城分为四”的想当然的文章，
不知要强过多少倍了。

其实，本地作家写梵净山，
并不见得会受到苏东坡那句诗的局限。比
如吴恩泽的《梵净山，一个人心中的光》就
是一篇能够进入梵净山体内的文字，这是
因为作家与武陵山脉难解难分的宿缘，人
山浑然一体的结果。他终于悟道；“‘大觉
者’们会与她融为一体，化为一身，山即
佛，佛即山；山即道，道即山；山即巫，巫即
山；山即圣经，圣经即山。”这才是真正懂
得梵净山的悟道者。梵净山不需要你来膜
拜她，也不需要那些虚无缥缈的赞美之
词，你只能跟她做朋友，做真诚的朋友，你
才可能理解她并走进她的内心，跟她融为
一体。还有冉正万的《云舍记》也是一篇生
动的文字。至少作家没有高高在上，而是
走进了田间地头，农家小院，堂屋厢房，火
塘灶间，跟随土著居民的心跳、呼吸、欢
乐、痛苦等，感同身受，融为一体，才有这
样接地气的文字出来，不是用笔写，也不
是用键盘敲，而是从心间自然流淌出来的
涓涓清流，绵延不绝，氤氲纸上。

铜仁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每天开门见
山，早已经见山不是山了。除了武陵山脉
的主峰梵净山，境内千山万壑，何其多也！
但是，一山高万山，更何况以梵净山脉为
分界线，东西分出了“二水”——东有秀美
纯净的锦江，西有雄浑苍劲的乌江。当然
值得大书特书了。乌江我不甚熟悉，但看
罗福强写的《感受乌江》，也是一篇文字融
入其中的佳作。乌江桀骜不驯，酷似一个
莽汉，勇敢无畏；而锦江更像一位养在深
闺的少女，清秀，旖旎，含蓄，温柔，多情。
1958年，《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廖经天下
放到铜仁任文教局副局长、师范学校副校
长。他在“长流夜郎”期间，深深地爱上了
美丽而多情的锦江。他写给锦江的一首情
诗，至今还广为流传：

山外青山楼外楼，新妆巧扮任风流。
多情最是锦江水，依依一步一回头。

《阅读铜仁》也收录了这首诗，但不知
是原诗如此，还是校对问题，第二句写成
了“新妆巧扮最风流”与下句的“最”字重
复，这当然是写诗的忌讳，但这里又出
现了两个“最”，可见锦江在作家心目中
的地位。

锦江，作为沅江一级支流辰水的上
源。其一发源于梵净山南麓太子石，流经
德旺、闵孝、坝盘、长坪、坝黄、木弄、大江

坪鲤鱼嘴（木杉河在此汇入）至五显庙，称
大江；其一发源于梵净山东麓懒板凳，流
经沙坝、溪口、和平、龙鱼两河口（德胜屯
河、天生桥河在此汇入）至江宗门，称小
江。大、小两江在“中流砥柱”——铜岩处
交汇而成锦江，然后经马岩、漾头，下施
滩，出境入湘，贯穿铜仁东西全境。境内总
流程达百余公里，俗称“百里锦江”。沿江
两岸居住着土家、苗、侗、仡佬、汉等民族，
村寨鳞次，人口繁衍。自古以来锦江水运
发达，据史料记载，早在宋代就有湖南、四
川、江西客商经水路来铜贸易，鼎盛时
期出现了“舟楫往返，商贾云集”的繁华
景象。

从空中俯瞰，中南门古城外，一江如
玉带曲曲折折，环绕护城；新、老城则一分
为三，三江碧水穿城蜿蜒流过，蔚为大观。
古人用“长流碧水泛仙舟”的诗句来形容
锦江的碧绿与静谧。明代诗人蒋其贤咏
《两江春色》：

铜水交流见两川，光吞晓翠日浮烟。
柳阴已占西湖地，花气浑如二月天。
夹岸香风牵荇带，惊涛石濑起龙眠。
手摇歌扇谁家子，玉袖金壶笑满船。

真真一幅绝美的“两江春色图”。铜仁
是一座城在山中，水在城中，人在画中的
秀美山水边城，有人比喻是“梵天净土，桃
源铜仁”。这也诚如清代诗人徐如澍在
《费改斋除铜仁邑下问方宜诗以代答二
首》写道：

饭煮长腰米，盘堆赤甲疏。
年丰庖有肉，客至釜烹鱼。
野店茅柴酒，人家种树书。
循声容易致，民是葛天初。

鱼米之乡的铜仁，当地的百姓过着自
给自足的生活，悠哉乐哉，竟成了葛天氏
之民了。这当然只是当时身处士大夫阶层
的徐如澍们乌托邦似的理想罢了。真实的
先民的生活远比这要辛苦不啻百倍呢。

对于锦江的碧绿与秀美，作为铜仁土
著居民的我是有发言权的。我上初中时读
过朱自清的散文《绿》，至今还记得开头的
两句：“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惊诧于
梅雨潭的绿了。”那时，我对于朱自清何以
要“惊诧于梅雨潭的绿”甚为不解，在心里
也颇感“惊诧”，甚至有点“不屑”的意思。
因为我看惯了锦江的绿，遂认定天底下的
江、河、湖、海、潭、渊都应该是这个颜色，
有什么好“惊诧”的呢？为了证实我的判
断，我每次上学过渡船时都要俯身船舷细
察锦江的绿。那是怎样醉人的绿哟！——
比起春天芳草的颜色还要深些，较之夏日
青山的色道又嫌浅点；不像秋高时节的天
空蓝得那样单调，也没有冬天温室盆栽的
兰草绿得那般拘谨；倒像翡翠一样透碧，
如鸭蛋清一般柔滑；捧在手中晶莹剔透，
缠绵绕指；含到嘴里清凉甘甜，滋润可口；
而且那满眼的绿哟，竟是那样的妩媚灵
动，摄人心魄！我每次身临锦江河畔都有

一种把持不住的冲动，总想以身相许投入
那醉人的绿里去。当全身每一寸肌肤都浸
润其中，那种被绿色的温柔包裹着、簇拥
着、漂浮着的感觉是多么的惬意！有时，几
个小伙伴在水中捉起迷藏来，一个鹞子翻
身潜入水底，竟然看见那大大小小的鹅卵
石在阳光的照耀下放射出奇异的光彩，柔
软地在河底款款晃动，仿佛有了生命力一
样。伸手捉一块光滑匀称的卵石，依次敲
打着其它卵石，撞击的声音在水中传播开
来，其他小伙伴听到后也发出了回响。当
沉闷钝重的声音在水里四处响起时，孩子
们感到异常兴奋了。他们忘了上学，忘了
回家，也忘了危险。他们如鱼得水，并且浑
然不觉地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当年，那种
自由自在的感觉，无拘无束的快乐，以及
蓬蓬勃勃的生命力，在我的脑海里至今依
然鲜活着——不褪色也不走样。直到今天
我依然喜欢沐浴在那片纯净的绿色里，以
濯去身心的疲惫与尘垢。——这才是真正
融入其中的文字。

山水再好，离开了人的活动就失去了
生机活力与价值意义。铜仁之美，美在山，
美在水，更美在人，美在赓续数百年长流
不息的历史与民族文化。《阅读铜仁》一书
分别以“武陵炊烟”“黔东烽火”“古韵铜
仁”三个章节来抒写铜仁的人文历史，比
重是相当大的。

一是悠久的历史文化与杰出人物。既
有“一肩春雪过桥来”的清代贵州第一女
诗人许韵兰的优美诗句与柔美倩影，也有

“一生交给党”的“双百”英雄人物周逸群
的英姿勃发，还有从土家山寨走来的前国
务委员戴秉国的儒雅与厚道，以及土生土
长的清代铜仁女诗人舒芳芷的诗意人生，
等等。许韵兰，这位出身浙江海宁书香仕
宦人家的大家闺秀，嫁给了铜仁茶园山耕
读传家、诗礼簪缨之族的子弟徐楘，他们
共同演绎了一对才子佳人的动人故事。许
韵兰随夫婿自京师回铜仁，在初次踏入锦
江的下游辰水时就写出了深情的诗句，她
在《舟至辰溪入铜仁河赠外》中写道：

扁舟过辰溪，溪澄秋见底。
一棹溯溪源，都是婿乡水。

才女秋波凝眸处，全是对自己夫婿的
爱恋以及对夫婿家乡山水的热爱。我认为
这才是写锦江最美好最动人的诗句。

“双百人物”周逸群是中国共产党的
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
思主义宣传家、活动家，共产党军队的早
期缔造者之一，他光辉的一生，及其伟大
人格、崇高精神与革命功勋，为铜仁历史
和红色文化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还有
前国务委员戴秉国的回忆录，读来亲切、
朴实、感人。他的文字为家乡铜仁的山山
水水注入了无限的深情与生命活力。

《阅读铜仁》一书虽然只收录了清代
女诗人舒芳芷的一首五律《重至长坪
母家》：

清晨出城郭，向晚到山家。

绕屋千峰秀，沿溪一径斜。
盘餐供笋厥，篱落绕桑麻。
更约重来日，秋深看菊花。

该诗无论格律诗韵，意象意境，都堪
称上乘之作。她笔下既有铜仁的好山好
水，风物特产，更有一种浓郁的田园乡愁、
山水情结在里面。短短八句诗，让我们仿
佛看到了她衣袂飘飘的绰约风姿，跟随她
一起穿越时空，一路回到长坪娘家时的情
景。她对于乡愁的无限眷恋，仅用了一联

“更约重来日，秋深看菊花。”就表达得淋
漓尽致，她刚刚回来，又与家人约好了下
次回家的时间，这样依恋家乡的感情是多
么的真实与感人呀。吟唱此诗，眼前一位
温婉多情的才女形象已经呼之欲出，跃然
纸上了。

二是淳朴的民风和民俗文化。瞿政平
的《思州田氏土司形成始末》，李岚的《傩：
原始戏剧的活化石》，刘照进的《沿河山
歌：穿云透月的清音》等等，都有很好的叙
述与展开。李岚对于傩文化的定义：“是一
种跨时代的传统文化现象，它对哲学史、
民俗史、美学艺术史以及宗教史等学科的
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是准确和
全面的。而刘照进则是以写实的手法，原
汁、原味、原生态地记录了沿河山歌以及
歌手演唱的声音、曲调、唱词、动作、神态，
甚至连歌词中的咏叹调与语助词都模拟
得惟妙惟肖，声情并茂，这样接地气的文
字也是值得一读的。

三是历史沿革与历代先贤治理地方
的善政义举。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
条分缕析、逻辑严密地梳理了铜仁的历史
沿革，值得认真阅读。还有《明史·贵州土
司》之《思南铜仁石阡土司传》也详细记录
了铜仁的历史发展与变迁。其脉络清晰，
文字畅达，文史价值极高。还有明代的田
秋于嘉靖九年（1530年）奏请在贵州开设
乡试考场，所写的《开设贤科以宏文教疏》
情词恳切，为桑梓百姓谋福祉的拳拳之心
跃然纸上。他兴办州县学校，开科取士，开
发贵州人才，历史功绩卓著。还有明代的
李渭在《修思南府学碑记》里记载了他为
兴办儒学而奔走呼号，造福一方的善政义
举。清代的徐如澍在《移修铜江书院记》里
也写道：“山川有灵，其默相之，计日落成，
我当拭目以竢。后之肄业于斯者，尚其专
一乃心，下学而上达，以无负今兹之一片
苦心也。诚则成，吾于今日移修书院之诸
君子验之；诚则成，吾更为将来肄业书院
之诸君子勉之也。”这种胸怀未来的大格
局是令人钦佩的。

四是铜仁地名的文化内涵。侯长林的
《文化铜仁》和周洑生的《铜人，铜仁》都有
所提及。对于周文中关于铜仁得名的历史
文化渊源我是认同的。我在《铜仁地名的
文化属性与保护价值》一文中也提到过：

“明洪武初年（洪武五年）改‘铜人’为‘铜
仁’，并非‘人’旁加‘二’合成‘三个人’这
样简单。而是对‘儒’、‘释’、‘道’三教合一
的认同、传承与弘扬，是充分考虑其文化
传承和以文化人的社会教化功能的。因
此，从历史文化沿革来看，‘铜仁’作为‘仁
义’之城的文化内涵源远而流长。铜仁地
名的文化属性及其保护价值具有深远的
历史和现实意义。”

当然，一本书不可能涵盖一个地方所
有的历史与文化，不论是编者还是作家，
都有其思想和艺术上的局限性。本书也同
样存在重史轻文，重名（家）轻实（实际，实
力）之弊。但是，瑕不掩瑜，好在编者已经
尽力搜集整理，也算是迄今为止辑录铜仁
历史文化的一本较为完备的文集。如果用
发展的眼光来看，今后肯定会有更好更完
备的集子现世并流传。我们拭目以待。

邓有民

一山二水三文化

——《阅读铜仁》评论

张中

风光满眼识铜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