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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水”已过，节气的春和现
实的春不同步。宁波和往年一样，
滞在料峭的冬里。偶得老天偏爱，
其中几天突地升温到了二十几摄
氏度，梅花开得肆无忌惮，玉兰花
苞毛茸茸的，连杨柳都偷摸着探
出小脑袋，看江水眉眼流转，看小
花巧笑盼兮，看人们薄了衣衫，便
扭动腰肢想做些什么，刚婀娜了
几下，寒潮便汹涌而至，它们只能
吐着嫩生生的小绿舌，又窝到冬
的蛰伏中去了。看天气预报，很长
一串低温和雨水，宁波冬的“湿
冷”又要发挥余威了。

元宵过后，就是孩子们的开
学季，气温零下，城区居然也下雪
了，懒懒散散一片两片，空气中满
是雨后的湿气，我穿上了最厚的
装备还不敢出门。刚从四川凉山
州结束支教回到宁波，凉山州冬
日气温比宁波低，但穿得从未像

宁波这么多。
新学期，我的脚步在路上匆

忙，心神茫茫，怔忡间居然走错了
地方。心里一头牵着我不告而别
的凉山越西孩子们，一边惴惴着
中途介入的半个学期里，我将在
宁波接到怎样的一班孩子。听说
有个来自星星的孩子，想当然地
问：有家长陪同上学吗？没有！会
影响班级正常教学吗？会！他的考
试分算全班平均分么？算！我的
心，有点忐忑。听说他来自离异家
庭，母亲失业，这位母亲还得照顾
寡居的老母……人世间，有多少
寒冬般的凛冽是我所不曾看到
的。心头蒙了层亮闪闪的泪滴，一
切像冬日里灰蒙蒙的冷，裹挟着
不知所措的我——置身于漫长无
望的冬日中。

操场上的云，低低的，浓浓
的，好奇地打量着开学式中的孩
子们，仿佛想从整齐的队列中，前
后左右的窃窃私语里，听到点儿
他们寒假里的顽皮、趣事甚至是
坏事，便又能扑簌簌地掩嘴笑了，
笑得下起一滴两滴小雨，逗弄他
们。我跟在孩子队伍后，班主任还
未曾介绍过我，于他们，我只是个
陌生人。孩子们不躲我，更不躲
雨，对雨，他们像是遇见了久违的
老友，任雨滴落到衣服上头发上，
甚至伸出舌头，迎着接着欢快的
小雨滴。或是，每滴雨的遇见只是
春的记忆，那种清凉的气息，在舌
尖瞬间的消融中，变成春的笑容，
带着春的节奏与万物的灵性，和

着孩子跃动的心跳和脉搏，向每
个在隆冬里的人，描绘春给予的
美意……春是永恒的季节，在我
们迷茫时不期然出现，哪怕在黯
然的冬里。对我来说，孩子，就是
冬天里的春天。

看到了那个来自星星的孩
子，他面容瘦削白皙，就地而坐，
嘻嘻笑着，一旁的同学俯下身轻
搀起他，为他掸去身上的尘土
——手法熟练得像自家姐姐。班
主任说班里孩子很有爱，无论这
颗“星星”哭闹打笑，大家都能坦
然面对并尽力帮助。这小小的一
个动作，是寒冬里应了偶尔升高
的温度，悄悄生发的柳的嫩芽、春
的美意！

怜惜，想起他的母亲和母亲
的母亲，以及出现在我眼前的孩
子。冬风一定是寒冷的，四季中不
可或缺的存在，独自在冬天中的
意义在于，去感受并享受冬天给
予的美意。我没有言语，只侧头用
柔和的眼神盯着他笑，温暖的不
带任何评判的笑，像冬天里突然
闯进的春的顽皮……

入课堂时，这颗“星星”并没
像大家描述的那般，又哭又笑。他
只安静坐在角落里，黑色瞳孔里
全是我，随着我在教室里的走动，
像只摇头电扇来来去去——像冬
天里偶尔的春的气息，给了我继

续在冬日里坚持的勇气。
孩子们并不在意季节的流

转，他们每天都是春，他们是春的
化身，什么都掩饰不住他们关于
春的身份——凉山州的孩子给我
发来开学的视频，海拔1650米的
越西城操场上，列列队伍中，有我
熟悉的笑脸。八九岁的孩子正换
牙，有的大门牙已经骄傲地长好
了，闪亮豁朗。有缺了门牙的，说
话漏风，像个小山洞，在黢黑的脸
上似春天的豁朗，突地闪出关于
太阳的光亮和明媚来。手机镜头
在孩子们脸上一个个扫过，孩子
们只是笑，淳朴地笑，来自凉山州
的纯白的笑，惊醒了冬的阴霾，扫
清了我所有的冬意，回荡着春的
暖意。

风雪正肆虐时别懊恼，因为
阳光就在不远处；隆冬低哑晦暗
时，别囫囵，因为春正向你招手；
身处困境中，更不必气馁，因为转
机会马上出现……我们要做的，
只是一步一步迈出去，或听着雪
窝的嘎吱嘎吱声，或迎着狂风的
猛击，或在咬牙颤抖中裹紧衣衫
……感受并享受。

开学了，孩子们来了，春也跟
着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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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棋起源于中国,是中华民
族的文化瑰宝，有着几千年的发
展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围
棋就在我国民间广泛流行，后逐
渐流传至日韩等国，在异国他乡
引发了持久的热潮。日韩的围棋
水平曾一直远超我们，但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我国的围棋选手开
始在国际大赛中崭露头角，频频
获奖。

儿子出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初，正值我国围棋不断升温的时
期，棋圣聂卫平以排山倒海之势，
在三国围棋擂台赛上力挽狂澜，
战胜众多日韩高手，把我国的围
棋事业推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刚步入围棋爱好者行列的
我，茶余饭后也开始了对六岁儿
子的围棋启蒙，这也算得上是家
庭教育的一项内容吧。儿子从幼
儿园到义务教育阶段都是按户籍
就近入学，从未进行择校。中考后
进入余姚中学，高考后进入浙江
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又先
后去美国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
大学博士后深造，回国后即被聘
为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生物医
学方面的科学研究，实现了儿时
想当科学家的梦想。

儿子曾在博士论文结尾处写

道：“除了学校培养与老师们的教
诲，又是什么力量推动着我不断
地进取，攻克一个个难关，去攀登
学业和学术上的高峰？是围棋，是
围棋伴随着我从人生路上一路走
来，是围棋给了我无穷的智慧与
力量。”

确实，围棋具有无穷的魅力，
围棋对于青少年成长有着重要的
作用。

围棋包含有军事、数学、哲
学、美学、逻辑学等诸多元素，教
育专家们普遍看好围棋，认为下
围棋对于孩子的成长有很多益
处。围棋能开发智力、锻炼思维、
激发兴趣、增强注意力、提高运算
力、培养创造力等。人们常说“人
生如棋，棋如人生”，说明围棋又
与人生有着密切的关系，所谓：

“胜不骄，败不馁”“大处着眼，小
处着手”“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启迪人们既要树立远大的人生目
标，又要走好人生道路上的每一
步。围棋引导人们在逆境中奋起，
失利后不要悲观丧气，要善于保
持清醒头脑，努力拼搏，挽回劣
势，善于从失败走向成功。

余姚明代先贤王阳明，集军
事家、哲学家、文学家、教育家于
一身，自小酷爱围棋，曾作有“题
四老围棋图”一诗，王阳明在少年
时代就做好了人生的布局，他的
人生和围棋有着内在的必然联

系。他感悟下棋要像对待人生一
样审慎而行，人生要像下棋一样
落子无悔，棋局是一步一步下的，
人生道路是一步一步走的，两者
都必须遵循真理和规律，不要试
图寻求捷径，只有打好基础，踏踏
实实，三思而行，坚定信念，才能
弈出精妙的棋局，才能演绎出精
彩的人生！回顾与我儿子同时代
的诸多少年围棋手们，大多学习
成绩优异，事业上取得了很大的
成功。

少年是祖国的未来，少年强
则国强。对下一代的教育须依靠
学校、家庭、社会三个方面的分工
合作与密切配合，国家重在制定
大的方针政策，营造青少年成长
的良好育人环境；学校旨在贯彻
国家的教育方针，在传授知识的
同时培养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符合
国家要求的人才；无论在哪方面
都需要家庭的有效配合。家长们
对子女的教育包括了很多方面内
容，健康安全意识、生活自理能
力、学习习惯养成、为人做事态度
等。同时，对孩子兴趣爱好的培养
也是家庭教育中不可忽视的一个
重要方面。现在社会上针对青少
年的辅导班、兴趣班、培训班种类
繁多，如有必要，家长可根据子女

的特点精选适当的项目，培养孩
子的兴趣爱好，其中，围棋应该是
可选择的较好项目之一。

根本上讲，提高素质比灌输
知识更重要，“授人以鱼不如授人
以渔”。当前，全国都在普遍推行
素质教育，这是改变目前我国应
试教育困境的根本途径。在中小
学里实施素质教育的手段和办法
很多，如开设琴、音、舞、体、美、劳
等课，开发学生的思维和创新能
力，变知识型教育为能力型教育
已势在必行。提高孩子的综合素
质，学习围棋也是一条十分有效
的途径。日韩等国很早就把围棋
作为中小学的一门必修课，我国
目前限于客观条件，没有普遍实
行这一做法，但很多学校都实际
上已经把它列入学生的选修课或
兴趣课。作为孩子的家长，在工作
和生活之余，可在家里配合着与
孩子玩玩棋，这既能体验亲子的
乐趣，也是培养孩子多种能力的
责任所在。

当然，在学校中实施素质教
育，围棋仅是其中一项内容，还有
琴棋书画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多
种内容。其宗旨是要改变当前的
应试教育弊端，提高学生的综合
素质和创新思维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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