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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刘红首对高中时候
的胡锦达老师有着清晰的记
忆一样，尽管隔了近30年光
阴，1992年高中毕业的吴铁
汉说起当年的老师刘红首，
也是如数家珍，他说自己对
刘老师有三大印象：

第一印象是刘老师普通
话非常标准，板书非常漂亮。

“刘老师在宁波师范学院读书
的时候是广播员。”吴铁汉说。

第二印象是刘老师以校
为家，她在学校的教工宿舍
里住了很多年，爱人也是学
校老师，两个人都一心扑在
工作上。“遇到成绩不太好的
学生，刘老师总是无私进行
课外辅导。”

第三印象是她连续教了
多年高三，被誉为“高三的把
关老师”。

1996年从浙江师范大学
毕业后回母校教语文的吴铁
汉说，鄞江中学语文教研组
的学术氛围一直以来都比较
浓厚，他自己高中时候喜欢
写诗，刚好教过他的两位语
文老师也都喜欢写诗，这让
他的高中时代颇有一种诗情
画意的气质。报考浙师大中
文系，或多或少与此有关。现
在的吴老师，已经是学校教
师发展中心主任，除了教好
语文，关注全校教师的发展
和队伍建设也是他的重要工
作。

1996年，陈波考入鄞江
中学，成了吴老师的第一届
学生，当她坐在教室里，听着
吴老师声音洪亮、充满激情
地朗读课文《葛朗台》，并把
自己融入角色中现场开始表
演的时候，她觉得这个老师
有意思极了。“当时学校6点
跑操，吴老师每次都和班级
里的学生一起跑步。考试结
束不管好坏，总会找我们谈
一次心。我们表现好的时候，
他不吝表扬，表现不好的时
候批评起来也很厉害。我记
得有一次古诗默写字不够
好，被要求反复抄写了三四
遍。”

2003 年开始工作的陈
波老师教数学，是班主任。开
学第一周，她每天等到学生
晚自习结束，熄灯睡下才回
自己的宿舍。“第一周每天留
下来，就住学校了，之后一般
一周会留两天。”陈老师说自
己从一代代前辈身上，学会
了耐心教育和有原则的关
爱。

一所学校里，老师和学
生之间四代相传，这样的现
象并不多见。在学校工会主
席华成峰看来，这样的传承
带有强烈的地域性，除了第
一位胡锦达老师，后面的三
位老师都是鄞江附近人，可
以说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
人，一方教师培育一代人。

9月6日晚上的鄞江中学报告厅，一场教师节活动正在举行，
其中一个环节颇为感人，四代教师讲述他们各自眼中的老师。

工作整整40年，今年光荣退休的胡锦达老师教出千名学
生，在他的第一届学生中，有一位得意弟子刘红首，如今也已
经在鄞江中学任教35年。吴铁汉则是刘红首老师当年的学生，
师范毕业后同样回归母校，工作进入了第26个年头。而在吴铁
汉教的第一届学生中，有一位陈波同学，几年后她又回到了当
年的校园。就这样，一代一代接力，师徒传承已达四代。

工作40年的老师和工作35年的学生

1981年来到鄞江中学，
2021年光荣退休，胡锦达老
师说40年在人的一生中很
漫长，这40年里，他送走了
一批又一批的学生，有的后
来也成为教师。而他自己，则
见证了鄞江中学40年的发
展变化。“当年，学校还是它
山庙那边规模不大的一所老
校，后来逐步发展成现在的
模样，其间从普通中学到浙
江省首批美术特色学校、浙
江省普高一级重点中学，直
至有了宁波市重点竞技学
校、华光学校的综合性办学
实体，都是一代一代人奋斗
出来的。”

“刘红首是我的第一届
学生，那个时候高中还是两
年制，所以她是1983年毕业

的。小姑娘勤奋好学上进，也
懂得尊敬老师。”胡老师回
忆。

1986 年宁波师范学院
毕业以后回母校任教的刘红
首老师，教历史课，是学校教
科室主任，负责教研工作。在
刘红首的心目中，教化学的胡
锦达老师当年潇洒帅气，歌唱
得很好，非常受学生欢迎。她
还记得胡老师当年喜欢唱流
行歌曲，如《拉网小调》、《北国
之春》。他的声音很好听，洪亮
清晰。那个时候胡老师是学校
的团委书记，刘红首是团干
部，所以接触比较多。后来刘
红首报考师范学校，因为她
的父亲就是一位教师，也有
高中老师，包括胡老师的影
响。

教育精神的代代相传

从左到右分别是胡锦达从左到右分别是胡锦达、、吴铁汉和陈波吴铁汉和陈波。。刘红首老师因特刘红首老师因特
殊原因未能到现场殊原因未能到现场。。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这是关于传承最好的表

白。

一家三代、四代，甚

至五代，代代出教师，这

是家族内部的世代传承。

老师教出来的学生

长大后也成了老师，还回

到母校任教，师徒相传，

一传就是几代，这是师徒

之间的薪火传承。

传承，让良好的家风

家训得以延续，让公序良

俗得以彰显，让教育精神

绵绵不绝。

8 月以来，我们已经

报道了一批教育世家，看

到了从战火硝烟中走来，

从 1949 年前后走来，从改

革开放初期走来，从新时

代走来的不同时代的教

师们，他们一代代继承先

辈的教育精神，并将之赓

续绵延。

传承是一种力量，这

力量让我们走得更稳健，

更坚定。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王伟

李阳波是在东北出生的，典型的
50后，1966年初中毕业，之后是8年
的知青和3年的工人生涯。尽管如
此，她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的脚步。

在辽宁省桓仁县沙尖子公社
当知青的时候，她在影壁山学校任
初中民办教师，为了能够胜任工
作，就自学了高中数学课程。8年后
抽调回城，她到了父母曾长期任教
的桓仁铜锌矿子弟学校继续教初
中数学。期间参加大学数学系的函
授学习，1987年以优秀的成绩拿到
了大学本科函授毕业证书，成为了
一名高中数学教师。

1996年，看到宁波招聘教师的
信息，加上部分家人在宁波，李阳
波应聘调回到宁波，在正始中学从
教直至退休。

“我当时任教的班级很多学生
数学基础比较薄弱，我便与学生约

定每天晚自习前和周末下午义务
为他们答疑解惑。刚开始来的学生
并不多，后来几乎整个班的学生都
来参加。我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无偿
家教，工作时间也差不多变成了全
年无休。”

当时正始中学的很多学生都
来自宁波周边地区，父母平时基本
照顾不到。一次，一名学生得了急
症肺气肿，可是他父母人在象山，一
时半会儿赶不过来。“我赶紧动员老
伴儿一起将学生送到医院，接着便
是医院、学校两头跑，又是送饭，又
是陪夜。学生出院后，我安排他住在
了我家，以便照顾。这样的‘房客’后
来陆续又来了好几拨，我也被女儿
戏称为不收租费的‘房东’。”

2005年，李阳波退休，之后她
自告奋勇地负责起了学校的退教
和关工委的工作，一方面关心退休

教师的生活，为他们排忧解难；另
一方面，动员退休教师与贫困学生
结对，让学生感受到老一辈教育工
作者的关爱。

2011年，女儿吴旻昀也接过接
力棒，成了一名英语教师。“一开始
我有点担心她不能肩负起教书育
人的重任，女儿每次都是笑着回答

‘有你们几位老将珠玉在前，我这
个小兵又怎敢有丝毫懈怠呢！’这
话虽有戏谑的成分，但是女儿这些
年的努力也确实让我看到了她的
成长。十年的教书生涯，她已经成
为区优秀班主任，教坛新秀，未来
的路还很长，相信她一定会比我做
得更好。”

“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教
书”，这是一家三代教师秉承的家
训。或许具体表现不同，但其精神
内核一脉相承。

高外祖父钟观光的故事，
对曹婷来说有点像“传说”，那
是真正名家的故事。一开始，
这样的“传说”来自外公外婆
的讲述，如今，则变成了故居
纪念馆里的文字、图片和视频
解说。

“高外祖父的一生壮丽曲
折，他的故事半天也讲不完，你
可以自己去故居的纪念馆里感
受一下。”于是，记者驱车来到
了钟观光故居。

那是四合院的一座小洋
楼，上下两层，那里，也是钟观
光先生晚年生活、研究植物学
的地方。对于钟观光先生其人，
纪念馆开篇是这样介绍的：

钟观光（1869-1940），字宪
鬯，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原镇
海区）柴桥街道大溟村人，近代
著名植物学家、教育家。

他追求进步，积极参加蔡元
培发起的“中国教育会”和孙中
山领导的“同盟会”，为革命多方
奔走；为实现“科学实业救国”之
理想，他先后创办四明实学会、
灵光造磷厂和科学仪器馆。

他关心教育，1902年任江
苏高等学校理化教席，1903年

主持蔡元培主办的爱国女校，
1905年创办芦渎公学，1915年
任湖南高等师范博物部主任，
1917 年任北京大学生物系教
授，1927年任浙江大学副教授，
为近代科学人才的培养呕心沥
血。

他热爱科学，早年自学理
化知识并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和
实业，中年自学近代生物知识，
从此遨游于植物学研究殿堂。
他最早在中国用近代植物分类
学方法大规模、系统化进行野
外植物采集，创建我国第一个
植物标本室，创办我国第一个
植物园，是我国近代植物学的
开拓者和奠基人，在植物学史
上被誉为“旧时代最后一人，新
时代最初一人”。钟观光不仅自
己终身献给植物学事业，而且
希望后辈能继承自己的事业。

从1902年，钟观光任江苏
高等学校理化教席开始，到如今
的曹婷，整整120年的岁月里，
一家五代八人从教，从著名的北
京大学到老家的乡村小学，他们
教的学生不同，各自成就不一，
但三尺讲台、寸心师魂相传，薪
火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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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仑区柴桥街道大溟村姚江岸32号，有一座古色古香的四合
院，这里是北仑区文物保护单位——钟观光故居。四合院的前面一
幢，被布置成了钟观光纪念馆，后面一幢则依旧居住着钟观光的后
人。这位“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开拓者”，也是近代一位教育家，由他开
始，一门五代，出了八位教育界人士。

已经在镇海区中心学校任教20年的曹婷老师，是钟观光先生的
后人，她如今看上去颇为平凡的教育生涯，却是先辈梦寐以求的生活。

当一名老师 走祖祖辈辈走过的路

今年5月，镇海区中心学校
评选出第十届感动校园十佳责
任教师，曹婷是其中之一。

出生于1980年的曹婷，童
年有一段时间和外公外婆一起
居住在故居。在她的印象中，外
公外婆都是有文化的人，而村
子里，这样有文化的老人当年
并不多。“在我上小学之前，外
公外婆有时候会带我出远门，
虽然时间很久远了，但我记得
去过徐州、南京、上海、杭州等
地，那样见世面的待遇是一般
小伙伴没有的。那个时候火车
还是绿皮火车，经常需要抢座
位，小小的我在这方面表现灵
活。去上海的话需要坐轮船，在
轮船上睡一夜，第二天醒来差
不多也就到了……童年很快
乐。”

曹婷的外公钟亮健，是钟观
光的孙子，在大碶小学从普通教
师、教导主任，一直做到了副校
长，教学水平在当年很受认可。

“外公在我高考那一年（1999年）
去世了，如果活着，今年刚好
100岁。”

曹婷外婆胡余庆自1950年
开始一直在乡村学校任教，直
至退休，今年97岁，身体依然康

健，平时她就住在故居。
尽管曹婷小时候外公外婆

都已不再任教，但他们不同于
一般乡下老人的学识，让她对
教师这个职业有了最原始的认
知。真正让曹婷走上教师岗位
的，还是来自她母亲的影响。

曹婷的母亲钟海燕是家里
的大女儿，上世纪七十年代在
柴桥紫石小学当民办教师，后
来因国家教育政策调整，需要
裁撤一批民办教师。当时，已经
做了15年乡村民办教师的钟海
燕顾全大局，服从安排，告别了
自己热爱的教师岗位。

这份遗憾藏在心里，等到
女儿高考填报志愿时，钟海燕
找女儿谈了一次心，结果是曹婷
选择了宁波大学师范类数学专
业。“母亲跟我说了当年她的遗
憾，她说女生当老师其实挺好
的，而且家里代代都出老师，当
时的阿姨姨夫也是老师，再想起
外公外婆，就这样，有了现在的
我。”

曹婷的阿姨钟海鸥是钟亮
健的小女儿，一直在柴桥镇任
小学教师，直至退休，其先生也
是一名教育工作者。

高外祖父的“传说”故事讲也讲不完

曹婷一家在故居合影曹婷一家在故居合影，，前排中间为曹婷外婆前排中间为曹婷外婆，，后排左一为曹婷后排左一为曹婷。。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从北大教授到乡村老师，从扎根东北到返回家乡宁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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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阳波是正始中学的一名退休教师，她的父母、弟弟、女儿也 都是教师。“我女儿经常说，这就叫‘不是一家
人，不进一家门’。我倒是觉得，这其中受前一辈人的影响居多。”

传承，就在教师身份的代代延续中得以体现。

不顾家人反对 父母扎根大东北40年

1950年初的一个决定，让李阳
波父母的生活轨迹发生巨大转变。

在此之前，他们都是宁波教育
界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李阳波的
父亲李昌楩在1949年2月至1950
年2月任宁波大中中学（现宁波七
中）的校长，也是这所创办于1947
年的学校的第二任校长。李阳波的
母亲李兴华则在奉化中学和效实
中学先后任教务主任。

“我的父母在小时候吃了很多
苦，所以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特别
深厚的感情。1950年，东北的工业
基地恢复生产，急需技术人才。父
母得知消息后，一心想着要去东北
为国效力。虽然当时家人多反对，
但最终还是拗不过他们。打小在江
南长大的父母亲，毅然去了寒冷干
燥的东北，成了当地的普通教师，
这一待就是四十多年。”

李昌楩和李兴华到达沈阳的
时间是1950年 3月，入目是百废
待兴的大东北。两人一开始在东

北有色局任统计培训工作。为熟
悉有色金属整套生产过程，他们
走遍了东北地区十七个有色厂
矿。而且，为了防止泄密，统计学
讲义所用数据不能用现成资料，
自编数据又必须环环相扣，难度
之大可以想象，有时为了弄清一
个细节问题，他们不得不乘火车
去统计局请教。就这样，两人历尽
艰辛编写出了自己的统计学讲
义，并从1951年起培训各厂矿的
统计人员，所教人员文化素质参
差不齐，他们就深入宿舍个别辅
导，圆满完成全部培训计划。

之后，两人来到辽宁冶金工业
学校、桓仁铜锌矿子弟学校任教，
教育了一批批矿业人员的子女。

这些，都是在后来的岁月里，
李阳波通过父母和他们学生的讲
述，了解到的。与此同时，父母的言
传身教以及来自学生对他们的尊
敬也在她心里渐渐种下了一颗名
为老师的种子。

1977年，李阳波的母亲到了
退休年纪。当时国家刚刚恢复高
考，并增设英语学科，而整个镇上
会英语的只有李兴华一人。“母亲
也想如期退休，因为她的身体不
太好，特别是一双腿一到冬天就
钻心地痛。但是一想到毕业班的
学生，母亲退休的想法又动摇了。
思虑再三，她默默将退休申请锁
进了抽屉，在我的搀扶下又回到
了学校。我至今仍然记得学校的
老师和学生看到母亲返校时的眼
神——惊喜而又心疼，大家自觉
地为母亲鼓起掌来。母亲知道靠
她一个人单打独斗无法解决问
题，于是一边包揽了毕业班的英
语课，一边培养年轻的教学力量，
这样一天下来连轴转，反而比原
来更忙了。”

一直到1988年，李兴华才正
式退休。2020年，100岁整的李兴
华与世长辞。“父亲去世得比较早，
1994年的时候就因病逝世了。”

时光流转 下一代重返宁波从教

李阳波老师在正始中学教书时的学生毕业照，二排左七是李阳波老师。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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