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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福安的记者梦，圆得比我曲折、

艰难。好在他矢志不渝，痴情专一。

梦不圆就不醒。不管生活困厄还是顺

畅，职业是否如愿，记者梦一直在做。

进了永康日报社当上记者后，他又开

始做一个新梦：当个称职的好记者。

——节选自鲁光《他的记者梦》①

物理学有个观点：如果速度快过

光，可以追上早已逝去的年少时光，立

体呈现当年的青涩模样。此说，我辈

自然无法验证，更从未亲见。倒是母

校的一封约稿函，宛如一束强光闪过

我的脑际，四十多年前飞凤山校园场

景瞬间闪回，而“霸屏”的则是岩宕朗

读角。在那里，我的记者梦启航，筑梦

—追梦—圆梦，完成了一次闭环。

“放炮声读书声，声声入耳；硝烟味

书香味，味味上心”，这句带有调侃意味

的联语，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永一中

飞凤山老校区师生的深切感受。

飞凤山石头白净坚硬不易风化，

当时城区许多工程建设用石大多来源

于此。老一中校园主干道，是当时飞

凤山连接外界的唯一大路。交通所

限，校园采石成了首选。于是，如今学

子难以置信的场景出现了：有时，上课

渐入佳境，突然，“砰——”，采石放炮

发出巨响。紧接着，“啪，啪，啪”，一颗

颗豆粒大小的碎石，撒落在附近教室

的屋顶上。

岩宕紧挨校园最西边的围墙跟，

呈港湾状；敞口朝西，八九米高的山崖

背向校园，具有较强的隐秘性。傍晚

时分，岩宕人迹罕至，自然成了我理想

的朗读之地。

筑梦：美好遐想为经
热情投入作纬

我的记者梦缘起家父，催生于鲁

光报告文学名篇。

我父亲长期在县委办公室从事文

字工作，曾是浙江日报通讯员，自谓

“土记者”。见我放学回家，父亲拿出

刚买的《当代》杂志，指着上面的报告

文学《中国姑娘》，对我说：“这位作家

鲁光是我们永康人，文章写得这么好，

很了不起！”

受父亲这位“土记者”影响，我常

常遐想着将来当一名记者，可以“记录

时代，弘扬道义”。父亲多次拿鲁光报

告文学作品激励教育，记者梦就此在

我心底扎下了根。

其实，我把岩宕当朗读角，除了记

者梦在驱使，还另有隐情。

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是童立、应素

心。“读书千遍，其意自见”，两位老师

都非常重视课文朗读背诵。每天早餐

前半个小时，他俩都要求高声朗读课

文；上语文课，要抽背。不知何故，我

几乎每天都被“抽中”。头上悬着抽背

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又恐背诵卡壳

而当众出丑，我几乎每到傍晚，就躲进

岩宕苦心“修炼”。

学生背课文，一怕文言文，二怕周

树人②。面对那些“硬骨头”，我不为所

惧，下足笨功夫，如同复读机，历经 N

遍，终于将它们全部啃下来。

“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

在岩宕朗读角的加持下，我打下了扎

实的背诵基本功，养成了较好的语感，

为我的记者梦筑起了有力的支点。

追梦：静悄悄发力
恒兀兀穷年

环境育人，岩宕朗读角还另有功

效——引发思考，启迪心智。

在岩宕山崖上，我曾几次愕然发

现多处炮眼痕迹，内心一次次被深深

震撼，懵懂少年的心智得到了启迪。

放炮后，巨石裂开、滚落。炮眼这

才显露出来，已呈凹槽模样，有三四米

长。那时，打炮眼全靠手工，仅凭铁锤

敲砸的力量，钢钎才慢慢吃进石头。

一个三四米深的炮眼，石匠们得费多

大的气力啊。一处处炮眼，就像是一

双双鼓励的眼睛，示意我追梦途中要

持之以恒，不惧艰难。

农忙时节，采石暂歇，我开启了岩

宕“朗读＋阅读”模式。我如饥似渴阅

读《青春之歌》《红岩》《铁道游击队》等

长篇小说，还恶补了鲁光、徐迟、理由、

张锲等报告文学名家的大量作品。看

到特别精彩的部分，我还会情不自禁

高声朗读起来。

与此同时，我还阅读了《中国姑

娘》《哥德巴赫猜想》《扬眉剑出鞘》等

报告文学名篇的评论文章，学习揣摩

上述作品的写作特点，并默记于心。

“情动于中而形于外”，渐渐地，光

是写课堂作文，我已不过瘾。课外时

间，我尝试着大量练笔。春秋代序，年

复一年，为记者梦而热身、奔跑，我苦

中作乐，笃行不怠。

圆梦：新闻永远在路上
此生不醒记者梦

岩宕朗读角见证了我从新闻发烧

友到准记者，再蝶变为专业记者的全

过程。

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语文任课老

师应素心、姚浙屏，可能觉察到了我对

新闻的狂热劲儿，总是有意给我机会

露一手。学校开运动会，或是搞游园

活动，两位老师就嘱咐我写新闻稿，并

推荐播出或是刊发。在岩宕朗读角，

我拿着油印小报，反复读、来回看自己

的文章。那种准记者的感觉，别提多

美了。

编抄黑板报，也让我过足了记者

编辑瘾。我多次借来参考书，躲到岩

宕里潜心钻研。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我基本掌握了版面编排的五要素——

字体、字号、线条、色彩和插图。

读高一时，班里的黑板报由我负

责。我操刀的黑板报，明显比其他班

的出跳。班主任老师徐振声喜形于

色，多次当场予以口头表扬。

校团委、学生会的黑板报，版幅更

大，位置更显眼。每次轮到编抄，我都

会使出浑身解数。大到头条文章，小

到插花内容，我都要提前精心准备，力

求版面大气、精致。时任校团委书记

骆海鹰，对我总是不吝赞美之词。

大学毕业后，我回母校任教。时

隔多年，岩宕萎缩凋敝了。久别重逢，

我与岩宕这位“故交”，仍然没有丝毫

的违和感。从此，岩宕里，我的朗读声

又起，记者梦再续。

1990 年底，我考入永康日报社，

成为一名专业记者。离开学校的那

天，我特地去看望岩宕。睹物思情，我

感慨良多：记者梦圆上了，可过程长了

点、难了些，多亏皇天不负苦心人哪！

说来也巧，我与岩宕朗读角，如同

物理学上的量子纠缠，分分合合，兜兜

转转，聚散两依依。那里，是我的记者

梦工场。是它，成就了我学业、职场的

春华秋实，融入了我的大半个人生。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转眼间，我

步入了退休之年。据说，飞凤山校园

岩宕已荡然无存。不过，不要紧，岩宕

朗读角早已珍藏我心底。此刻，我要

对这位“故交”说，我的新记者梦开始

升腾：新闻永远在路上。人生下半场，

离岗不离职，无比广阔的自媒体领域，

正等着我去探索，去耕耘。

注释：

①此文系永康籍著名作家鲁光，

为作者新闻专著《纸媒到融媒—— 一

家县级融媒体的前世今生》（浙江工商

大学出版社出版，2019 年 8 月第一版）

所作的序言。

②周树人是鲁迅的原名，在这里，

指的是鲁迅的文章。

岩宕朗读角：我的记者梦工场
——永一中飞凤山老校区忆旧

□何福安

师恩难忘
□程望槐

杜方剑老师是我就读永一中文科班

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1987 年，我在

他慈祥的目光中依依不舍告别了菁菁校

园。他是一位睿智豁达、慈祥可亲的可敬

长者，至今难忘那一片恩情。

杜老师出的作文题目很新颖也很经

典。1986 年的一天，他带领我们参观刚

建成的永康宾馆。此后，他叫我们以《高

级宾馆·新宿舍·危房》为题，写一篇议论

文，提高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度。

有一天，杜老师在课堂上解读鲁迅散

文《为了忘却的记念》时，对我的关心和期

冀，使我终生难忘。文中写到柔石“前额

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

⋯⋯”他突然借题发挥说到我。他说阿东

有时“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有点像

昔日的柔石，并对我的才气极为赞许。

现在想起来，这是杜老师对我善意的

鼓励。他当时给我树立学习榜样，那是

1986 届文科班的师姐徐芳菲。徐芳菲后

来担任南方一家晚报社副总编。杜老师

给我定的标杆太高，我一直是望尘莫及。

杜老师有一次叫我上台读自己写的

作文，现在想起来，并不是我的作文写得

很好，而是他对我敢于自我剖析的行为嘉

许。我在作文中提到了从浑浑噩噩的“苦

恼人的笑”状态转变到“多余人的觉醒”，

要积极投入集体活动。

高中毕业十年后，我和杜老师合作编

辑永康影评刊物《银海浪花》，并参加“热

爱祖国”全国群众影评征文比赛，分别在

金华、浙江、全国赛区获奖。师生参加征

文比赛同时中奖，当时传为佳话。

后来，我热衷搞邻居节之类的。杜老

师通过微信表扬我：阿东一颗火热的心，

一枝生花的笔，把分散各处的老师同学融

在了一起。可惜，2017 年 10 月，我和一

些老师、同学组织举办永一中 1987 届三

十周年同学会时，杜老师因在东阳老家为

百岁母亲贺寿未能到会。

2018年9月8日，我邀集永一中87届

各班代表到杭州慰问徐振声、沈辉、杜方

剑、曾泽广、池静等恩师，献上教师节礼

物。时任校长方雄伟老师委托我们转送题

字“桃李灼灼映丹心，岁月悠悠忆真情”。

杜老师1963年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

后，先后在永康西溪农校、龙山中学、永康

一中等校任教，呕心沥血，教书育人。

龙山中学退休老师朱章台深情回忆

在红卫中学（龙山中学的前身）一起办校

报的场景：“每逢星期日，他总扑在办公桌

上伏案审稿、修改、刻印。等我回校后，两

人在油印室一份一份印好，晚自修时分发

给学生。面对这项脏、累、繁而又琐碎的

工作，杜老师乐此不疲，看到一张张小报，

满脸露出丰收的喜悦。”

十多年来，杜老师一直担任永康中学

生作文小报《华溪犊》《读写之窗》编辑，经

手删改润色的学生习作不下千余篇。他支

持和指导87届文科班创办班报《铅笔头》。

杜老师历任永康一中语文教研组组

长、浙江省中学语文学会会员、永康市中

学语文学会副会长等职。20 世纪 80 年

代以来，他在全国刊物上发表了数十篇教

学论文，多次获省、市级奖，并参加浙江省

九年义务教育初二语文课本及相应“教

参”的编写工作，与人合著《古文分类导

读》，先后担任《高中语文读写指要》特邀

编辑、《高中语文预习册》（第三册）主编。

在杜老师的激励和指导下，我在乡镇

从事文秘、宣传等工作30多年，在文学芳

草园默默笔耕，成为金华市作家协会会

员。2022 年，我创作的《槐园撷英》由中

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我还先后编辑

过《古丽短波》《江南信息》《东城信息》《古

丽商会》《康灵报》《雾川报》等内部刊物。

感谢杜老师，让知识之光照亮我的前

程，使我走上爱好文史之路，在追远溯源

中追梦未来！上黄水库风光 马晓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