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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您发现的一次说谎
敬爱的李老师: 

您好！ 
我是您的学生欧阳昊泽，因

为您带我时，我还是小学一年级
的学生，所以，您便是我的启蒙老
师。您给予我的知识和教育，好比
是一场春雨，使我幼小的心灵得
到了滋润；您是一位辛勤的园丁，
让我明白了身上的优点，您也替
我发现了缺点，并且要求我一定
改正。 

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这件
事 ：那天，您站在讲台上说:“今
天把正式作业本交上来，我要检
查一下大家最近的作业写得怎么
样。”话一出口，所有人都低下头
去找自己的作业本。可是，我找了
好一会儿，也没有找到，当时的我

急得像热锅上的一只蚂蚁。最后，
我发现我没带作业本。忽然，我脑
中闪过一个念头 ：这次作业本不
是组长收吗？那我们组的组长正
好是我，那我为何不动用我的小
权力，向您谎报作业本交齐了，然
后中午回家取来，下午放进作业
堆中不就完了？反正老师下午才
阅作业呢。想到这里，我便立即收
齐了其他组员的作业本，向您说
收齐了，您也信以为真，说:“好。”
我松了一口气，回到了座位上。

下课后，您说 :“欧阳昊泽，
去我办公室！”我的天啊！一定
是计划失败了，我硬着头皮去了
办公室，您问我 :“为什么说谎？”
我沉默着不说话。这时，您语重心
长地说 :“你明知道这样做是不

对的，还要这样
做！ 以 后 可 不
能这样了噢。”虽
然您只说了这一点
话，但这些话我一直
记在心间，从此再没
有说过谎。 

老师，谢谢您对我的
教导，这些教导我一
直铭记在心里……  

您的学生 ：   

欧阳昊泽 

2020 年 8

月 28 日

（ 作 者 系

高 新 第 二 小

学六年级五班

学生）

编者按 ：

今年9月10日，是我国第36个教师节。讲究耕读传家的宝鸡人，自古有重视读书的传统，也有
尊师重教的民风，燕伋登高遥望恩师的典故至今流传。近日，本报《两地书》栏目收到许多读者写给
恩师的信件，那些师生间的小故事，氤氲着一段段朴素温暖的情感。

张老师的三包资料袋
吕述谦

有一条信息在我心里埋藏了 40 多

年 ：1978 年 3 月，我被组织安排到县文

教局工作，任务是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交

接时，离任同志与我共同清点了干部档

案以及若干包资料袋，干部档案装订整

洁，而其中有几包资料袋鼓鼓的，差点把

袋子撑破，其上注有姓名 ：张志渊。这个

熟悉的名字，紧紧地抓住了我的心，因为

她是我 1962 年上初中时的语文老师，她

的大女儿是我的俄语老师，张老师的这

几包资料袋，我倍加管护。在那里工作了

近三年，那几包资料袋和百余份干部档

案存放在我的办公室里，调离时又移交

给接任的同志。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40 多年来，

我一直记着这件事。县文教局几易地址，

干部换了一茬又一茬，那些档案及资料

袋又不在档案室，遗失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也常常思忖着 ：一名普通教师，怎么

能有那么多的档案材料呢？

世间有许多事，在上演着捉迷藏的

游戏，有些“谜”是揭不开的，但这个“谜”

最近揭开了。

张志渊，1907年 4月 24日生于重庆

方家什字，早年留学法国，归国后从业记

者，积极投身抗战中。为增强妇女的抗战意

识，张志渊老师连续采访了十二个东北抗

联女战斗员的故事，并结集成册。她还领导

过抗战军人家属队为抗属服务，并翻译了

许多著作，如大仲马的童话《鼹鼠王和它的

女儿》、都德的剧本《阿来城的姑娘》。2015

年，张志渊老师的报告文学《东北抗日联军

的儿女们》，与刘白羽、杨朔等名家的作品

一起收入2017年出版的《1931-1955年东

北抗日文学大系（第四卷）》，她的名字和作

品一道载入中国抗战文学史册中，但她的

传奇人生却鲜为人知。

1962 年，张志渊老师带着家人，从咸

阳纺织工业学校来到千阳中学，1966 年

4 月退休后在宝鸡定居。上世纪 80 年代，

张志渊老师为《宝鸡报》特聘撰稿人，不定

期发表文章，署名“八旬巴淑”，影响颇大。

1997 年去世，享年 90 岁，其大女儿之后

调到无锡工作，现已八旬，二女儿在宝鸡

工作。姊妹俩苦苦追寻母亲的遗物数年无

果，寻找母亲遗物成了她们多年的心结。

这件事的转机是从 2019 年初开始

的，当时，千阳县政协召开征集《名人与

千阳》文史资料专辑座谈会。会上一致认

为，张志渊老师知识渊博，高风亮节，当

初，动员刚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的大女

儿一起，从城市到偏远山区从教，师德高

尚。她还给县级机关干部开办“公文写作

知识讲座”，在学生和干部队伍中口碑很

好，是《名人与千阳》专辑的首选名人之

一。以后的几个月里，她的学生四处寻找

资料，收效甚微。

2019 年 9月 13日早，我去县政协文

史室，负责征集专辑工作的周玉彩同志兴

奋地告诉我，他找到了张老师的不少资料，

正在撰写文稿，还读给我听，征求我的意

见。我感觉文章对张老师的经历叙述有点

欠缺，人物形象显得不丰满，显然是史料不

足。史料从哪里来？我沉思了许久，突然回

忆起当年我调到县文教局交接工作的那一

幕，就如实地告诉了他。思维敏捷的周玉彩

瞬间捕捉到这个信息，立即拨通了县文教

局的电话。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到文教局档

案室，终于从一大堆资料袋中找出了尘封

半个多世纪的三包资料袋。他惊喜万分，立

即把这一特大喜讯告诉张老师的小女儿王

红。追寻了几十年的家珍瑰宝，终于有了下

落，王红又和远在无锡的姐姐通了话，俩人

惊喜若狂，久久沉浸在幸福之中。

去年 9 月 26 日，王红受姐姐委托，

匆匆赶到千阳，见到我们眼眶都湿润了。

王红向我们诉说了母亲的经历，张老师一

生奔波祖国南北东西，历经抗战之苦，饱

经风霜，最后落脚千阳执教，老人家临终

前还在念叨这些不知去向的资料。今天终

于找到了，也是迟到的喜庆，但愿这三包

资料袋完璧归赵，以祭慰母亲。下午我们

一起去了县文教局，如愿以偿，物归原主。

次日清晨，王红把资料清单发给我，

共 257 张（册、本），谨摘录部分，窥豹一

斑：外交部护照 1 册；法国签证，毕业证

等 6 份（1928-1931）；苏联驻天津总领事

馆为庆祝十月革命 31 周年纪念日大典

请柬 1 张（1948 年 11 月 7 日）；剪辑报

刊 23 张（期），时间为 1928 年 4 月 16 日

至1950 年 6 月 14 日，民国时期甚多。内

含张志渊老师发表的文章 23 篇，部分文

章题目为：《东北泪》发表于 1938 年 4 月

16 日的《血战》创刊号；《纪念三八妇女

节，我们应该认清新环境》发表于 1947 年

3 月 8 日《文学周刊》；《王大妈认字》发

表于 1950 年 6 月 14 日的《北京新民报》。

资料袋里还有一些翻译作品，如翻译高尔

基小说《最后的一天》（上、下），玛利苛儿

蒙小说《吉屋招租》，爱勒那·布基谢夫斯

加小说《茀纳蒂卡的第一次旅行》……

虽未阅读她的原著，仅从题目，可以

看出她的民族责任心、社会责任心以及

追求进步思想的上进心，张志渊老师的

精彩人生跃然纸上，令人肃然起敬。

王红还告诉我 ：她很想把母亲的文

章整理成辑，但搜集完整很难，恐怕难以

实现。我说 ：“不求完整，但求传承，期待

着张老师的文集，付梓面世。”她笑了，笑

得那么甜蜜。
（作者系千阳县政协退休干部）

告
诉
您
一
个
好
消
息

敬爱的范老师：

您好！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我的征
文投稿作品获得了全市一等奖。喜不自
禁，和您分享这份喜悦。

一路走来，我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
开您的引导、支持与帮助。回想上学时，您
见我爱好阅读，就将自己珍爱的藏书和订
阅的报纸借给我看。为了提高我的写作水
平，您教我坚持写日记来练笔，并抽出时
间不厌其烦地帮我批改。在我上中专以
后，您还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挤出钱来寄
给我，让我买书支持我好好学习。工作之
后，您又帮我引荐文学水平更高、造诣更
深的老师来指点和帮助我。

初中时的同学告诉我，您在一次聚
会上夸我有出息，说我既努力又优秀。听
到这样的话，我感到很惭愧，您对我多年
悉心培育，我却学无所成，一直感觉愧对
您的栽培。这次征文作品能在全市获奖，
给了我莫大的信心和鼓励，我要继续加
油，不辜负您的期望与厚爱。

老师，您不仅在追梦文学的路上引导
支持我，对我生活上的关怀更是让我铭记于
心。记得中考前夕，我家里遭遇巨大变故，您
写信让同学捎给我，还送给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
本书，鼓舞我重新扬起生活的风帆。得知我在毕业多年
后通过自己的努力顺利考进事业单位，从此解决了工
作问题，您的高兴之情溢于言表。去年，当我再次遭遇
磨难与坎坷，对生活快要失去信心和希望的时候，您和
赵老师专程到家里来探望我，温言暖语地开导安慰我，
帮助我走出阴霾、找回自信，让我既温暖又感动。

感谢您，敬爱的老师！在我每一次遭遇挫折
和身处困境的时候，您一直都在帮助鼓励我。当我
获得每一个荣誉和每一点成就的时候，您都为我高
兴、为我祝福。从您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平凡教师
的优秀品格 ：不为名利、不图回报、扶危济困，尽己
所能无私帮助学生实现梦想。您就像是航海的灯
塔，照亮了我心中的理想和前行的方向。老师，您的
呵护和关怀就是我前行的动力，我要以梦为马、不
负韶华，做一个像您那样正直善良、积极向上的人，
用手中的笔来抒写生活、传递温暖，在努力实现自
身价值的同时为更多的人带去正能量！

祝您节日快乐，身体健康！
                                   您的学生：王新宁

                    2020 年 9 月 1 日

（作者系凤县卫生健康局工作人员）

难忘小学讲台上的您
亲爱的麻彩虹老师 ： 

您好，见字如面。
一晃 20 多年没见了，我从一

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到如今已经为
人妻为人母了，我想您也 40 多岁
了，孩子也已经成年了。还记得您
喜欢穿一件彩色的长裙，说话柔
声细语，很爱笑，从我们身边走过
时有淡淡的香味。在那个简陋空
荡的教室里，您的声音像歌声一
样悦耳动听。 

20 多年前，我在岐山县一个
偏僻的农村小学读书，当时一个
年级只有一个班，班里 36 个学
生。您的教学方法和之前的老师

很不一样，会在同学们情绪不高
的时候，提议大家做游戏，唱首
歌，比赛成语接龙，调动大家的积
极性，每一个同学都喜欢上您的
课。那时候的您青春靓丽，是同学
们都喜欢的人。您对谁笑了、表扬
谁了，都是同学们炫耀的资本。
有次排座位，我坐在了第一排，您
会让我帮一些小忙，比如去您的
办公室取作业、在黑板上抄题，从
未受到老师重视的我一下子得到
关注，我又惊又喜。性格也变得开
朗了，爱笑了，学习上更积极主动
了，慢慢地从一个“学渣”变成了

“学霸”，这算是我开窍的一个起

点。您也很注重我们的心理教育，
您给我们读美文、读杂志。当然您
也会被淘气的我们气得哭鼻子，
红着眼睛给我们继续上课。直到
我大四那年，去青海省海北藏族
自治州西海镇顶岗支教半年，真
正地做了老师，为学生一点点的
进步高兴，也会为孩子的顽皮而
焦虑，那时才真正理解了您当时
的心境。 

麻老师，小学毕业后，我就
没再见过您，1999 年左右，那个
时候电话、微信、QQ 都没有普
及，我们就这样消失在人海中。之
后我顺利考上大学，工作，结婚生

子，步入生活的正轨。这几天孩子
上幼儿园，我不由得想起您。我应
该是幸运的，遇到像您这样的好
老师。 

我至今记得自己坐在教室
的第一排，阳光从教室高高的窗
户上照进来，斑驳地洒在教室讲
台上，您在奋笔疾书，我们在下面
聚精会神地听讲……时光如白驹
过隙，感谢您的培育之恩，祝您平
安健康、生活幸福。

       您的学生 ：贾晓梅 

       2020 年 8 月 17 日

（作者系岐山县市场监督管

理局工作人员）

张志渊的部分资料

张志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