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年前， 我脱下穿了近30年
的军装， 应聘到一所寄宿制民办
学校， 当了学校宣传活动部的副
部长。 入职不久后的一天， 学校
安排我临时担任校办值班员。 校
办值班员的一项重要工作， 就是
和宿舍当值老师一起， 维护学生
就寝秩序， 让孩子们及时入睡，
从而保证孩子们有充沛的精力学
习生活。

那天下晚自习后， 我和值班
老师一起组织学生洗漱、 就寝。
宿舍楼里住着从小学部到初中部
的两百多名男生。 精力旺盛的男
生们洗漱后不肯入睡。 两个初二
年级的男生看我面生、说话和气，
就故意跑上跑下、 追逐打闹， 还
撞倒两个同学。我还没批评两句，
一眨眼的功夫，人就不见了。在我
尴尬之际， 宿舍当值老师迅速把
他们拉到宿舍楼外……那一晚的
宿舍楼， 一直到11点多才安静下
来。

第一次值班， 就在管理学生
上 “败走麦城”， 我意识到要改
变工作方法， 发挥自身的写作优
势， 在思想上感化和教育孩子。
在校长的支持下，我创办了校报。
一期报纸四个版，有工作动态、好
人好事、学习方法、老师论坛等版
块。 我一个人采写稿件、 拍摄照
片，从排版设计到字句的校对，出
小样送审后再修改， 出一期报纸
要反复推敲打磨……当内容丰
富、 印刷精美的校报发到师生手
里， 得到了不少赞许和好评。 为
了成为校报上的 “好人好事 ”，
学生的学习生活秩序也变得更加

井然有序。 后来， 我负责编写的
多期校报在招生时反复加印， 成
了学校重要的宣传窗口。

此后，我又利用业余时间，学
会了编发公众号文章， 经常刊发
学校的动态、 优秀学生成长故事
等， 在老师和学生家长的微信群
里转发。 一位家长留言：“从这里
能看到老师们的努力、 孩子们的
成长变化，我们放心多了！ ”

学校十分重视学生健康人格
的培养， 创办的冬至 “饺子文化
节” 已持续举办十多年。 “饺子
文化节” 那天， 学校张灯结彩，
像过年一样。 数百名家长带着小
案板、 擀面杖， 和孩子一起在学
校礼堂里包饺子。 家长和孩子们
相互帮着穿戴围裙， 围坐在一起
和面、 擀饺子皮、 包饺子。 饺子
煮好后， 有的孩子夹起饺子先给
父母、 长辈吃， 有的孩子端着饺
子送给老师， 还有一个小女孩跑

到老师面前说： “老师， 我想带
走一些饺子， 给福利院的爷爷奶
奶吃……” 那一天， 现场出现了
许多父母和孩子相拥而泣的动人
画面 。 事后 ， 许多家长致信学
校， 诉说孩子们的成长变化， 感
激之情跃然纸上。

那一年里， 我当过学校的招
生发单员， 在闹市区发放招生资
料；当过司机，开车接送师生参加
社会活动；当过厨房伙计，为师生
配餐， 但更多的是用笔和镜头，
记录下了孩子们的点滴成长……

“绿野堂开占物华， 路人指
道令公家。 令公桃李满天下， 何
用堂前更种花。” 白居易在 《奉
和令公绿野堂种花》 中， 对老师
的赞美令我深有同感。 虽然我在
学校仅工作了一年 ， 但短暂的
“老师” 经历， 让我从亲历者的
角度理解了老师们的辛苦付出，
看到了他们的平凡与伟大。

书书海海掠掠影影
近日 ， 读到诗人王单单的

《卖毛豆的女人》： “她解开第一
层衣服的纽扣， 她解开第二层衣
服的纽扣……她解开第四层的纽
扣， 在最里面贴近腹部的地方，
掏出一个塑料袋 ， 慢慢打开 。”
我的心震撼不已， 究竟是什么宝
贝值得如此层层包裹 、 层层守
护？ 打开一看， 不过是几张脏污
但匀整的零钞。 但就是几张零钞
的描写， 在诗人笔下， 就像是做
一次剖腹产， 抠出体内的 “命根
子”， 极言零钞的分量之重， 值
得如此郑重地守护。

无独有偶。读过一个故事，大
意是说一位母亲面对持刀歹徒抢
劫，宁愿被割破手指，也要死死拽
住钱包不放。民警闻声赶到时，以
为钱包里有贵重物品，打开一看，
却只有十几块钱，平整油腻。他疑
惑不已， 就暗暗跟着女人一探究
竟。只见女人用钱买了几样水果，
匆匆赶往一处墓地， 把水果放在
坟墓前，哭着说：“儿子，妈妈给你
买了你最喜欢的水果！”民警恍然
大悟， 原来女人家贫， 儿子在世
时，吃了上顿没下顿，水果更是只
能吃些腐烂发霉的， 儿子最大的
理想就是吃一次品相好的新鲜水
果。 不过，直到儿子患重病去世，
这个愿望也没有实现。 女人为了
实现儿子的梦想， 捡破烂好不容
易积攒了十几块钱， 怎么能让歹
徒抢去呢，那是以命相搏、以命守
护的信念。

由此及彼， 我想到了我的母
亲。 她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
没有高学历、 高颜值， 却站得高
看得远。 那时家里困难， 只能供

一个孩子上学， 奶奶觉得女孩迟
早是嫁出去的人、 泼出去的水，
一直反对让姐姐上学。 母亲却坚
定地说：“即使砸锅卖铁也要让女
儿上学。 ”奶奶脸色黑了：“这个家
到底是你当家 ， 还是我当家 ？”
“当然是妈当家 ， 妈是识大体 、
有见识的人。 现在是新时代， 没
有文化就没有出路。 儿子女儿，
手心手背都是肉， 难道不应该一
碗水端平吗？” 奶奶听到母亲的
说辞， 脸色缓和了： “你说的也
不是没道理 ， 可是钱从哪里来
啊？” “我们家虽然不富裕， 但
是您不要担忧 ， 凭着我们的努
力， 总会有办法的。”

为了兑现承诺， 给姐姐创造
读书的条件 ， 母亲每天早出晚
归 ， 奔走在田间地头 ， 种菜种
稻、 养鸡养鹅， 什么挣钱就干什
么。 后来， 为了挣更多的学费，
母亲经常到工地打零工， 挑砖、
挑沙、 打煤饼， 诸如此类。 炎炎
烈日下， 一丝风也没有， 母亲一
次挑二十四块红砖， 压得扁担吱
吱作响， 豆大的汗珠从额头、 手
臂直冒， 顺流而下， 打湿了她的

头发、 衣裳。 她咬咬牙， 一趟又
一趟， 把砖垒齐。 那不仅仅是垒
砖， 还是在垒起我和姐姐的求学
之路。有一次，我和姐姐尾随她看
到这一幕，姐姐别过头去，眼中满
是泪光。

在漫长的求学之路上， 我们
姐弟俩相互鼓励 ， 读书异常刻
苦， 成绩优异， 分别考上了教育
学院和师专， 给了父母最好的回
馈。 回忆往事， 姐姐感动得泪水
盈盈： “没有母亲的坚持， 就没
有我们的今天！”

一次闲谈中，我问母亲： “您
当初为什么要坚持让姐姐读书
啊？” 母亲回答： “这是你外婆
教会我的， 当初我之所以能够上
学， 也是你外婆坚持的结果。 没
有文化， 人生就像瞎子摸象。 你
们都是我的孩子， 我拼了命也要
让你们读书。”

我听后感慨不已。 母亲是平
凡的， 就如同一株成熟的高粱，
始终低低地垂着头默默劳作。 母
亲又是不平凡的， 她内心涌现出
来的信念坚如磐石， 守护着她认
为最该守护的， 从不后悔！

·广告·

乡村叙事下的中国记忆

□钟芳

———读孙德鹏《乡下人：沈从文与近代中国（1902—19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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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间已经发生的诉讼仲
裁案件如何处理？

答：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法典》 第一百九十四条规定，
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六个月
内， 因下列障碍不能行使请求权
的， 诉讼时效中止：(一) 不可抗
力；(二)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代理
人， 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 丧失
民事行为能力 、 丧失代理权 ；
(三) 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
者遗产管理人；(四 ) 权利人被义
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五)其他导
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
碍。

自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
起满六个月 ， 诉讼时效期间届
满。 几种分别处理的情形：（1）法
院诉讼延期。 就北京地区来讲 ，
企业立案的可以通过网上立案、

邮寄立案等方式进行； 已经进入
诉讼程序的案件， 可以申请延期
开庭审理。（2）仲裁案件延期。 北
京仲裁委员发出通知 ， 将原定
2020年2月15日前进行的开庭决
定延期进行， 具体开庭时间由仲
裁庭根据实际情况另行通知。 2
月15日后开庭的案件， 由仲裁庭
根据防疫和案件实际决定是否延
期； 立案事宜要求尽量采取网上
立案 、 邮寄立案等方式进行立
案。（3）诉讼时效中止。 当事人因
是新冠肺炎患者或者被依法隔离
人员， 不能及时行使民事请求权
的，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主张适用
诉讼时效中止的规定， 待法定中
止事由消除后， 继续计算时效期
间。

（房司司）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沈
从文是个特殊的存在。 上世纪
20年代， 青年时代的他受 “五
四” 运动的影响， 只身从湘西
前往北京， 经过顽强打拼， 终
以非凡的艺术成就， 一举奠定
了他文学大师的地位。 令人感
佩的是， 就是这位以一支笔创
立了 “乡土文学” 灿烂图景的
作家， 却始终以 “乡下人” 自
居。 在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
院副教授孙德鹏的新书 《乡下
人 ： 沈 从 文 与 近 代 中 国
（1902—1947）》 中， 作者同样
用意精深地以 “乡下人” 的视
角 ， 倾情回顾沈从文的前半
生， 并借助其优秀作品重建近
代中国记忆， 在其诗意隽永的
湘西叙事中， 找寻那个时代的
独特样貌。

全书以详略得当的笔触，
除了将沈从文前半生的人生履
历、 创作轶事、 思想演进一一
概述之外， 还将沈从文的一些
经典作品与古今中外其他大师
的代表性作品一一分析比对，
以此帮助读者全面认识沈从文
作品的文学价值及其创作中所
蕴含的深远社会意义。 作者打
通了法、 史、 学、 哲等学科的
边界， 让沈从文 “乡下人” 的
形象更亲民的同时， 一个变革
图强的近代中国之镜像已然浮
出水面。

“有桃花处必有人家， 有
人家处必可沽酒”。 这是沈从
文在他的系列乡土小说中所描
摹的乡村意境。 孙德鹏认为，
沈从文的众多名篇 《边城 》
《长河》 《湘行散记》， 字里行
间无一不充盈着恬美的乡村意
境， 这皆源自沈从文的 “乡下
人” 视角， 别出心裁地运用乡
下人的叙事经验， 精心淬取沅
水、 酋水等周边流域的乡村故

事， 以诗意缠绵的文学语言歌
咏家乡风物， 赞誉人性美好，
呈现出一个世外桃源般的湘西
世界。 沈从文从一湾清澈的河
水里汲取不竭的创作灵感， 用
他灵动脱俗的笔勾勒出湘西的
宁静、 淳朴和自然， 情意缱绻
地叙说着一个游子对恋人、 对
故园深沉的爱。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湘
西这片水土虽然远离繁华的大
都市， 但在传统与现代的相互
并存和冲突中 ， 却能以其澄
澈、 空灵的诗意之美， 为人所
向往和追慕， 不夸张地说， 沈
从文独特的 “乡下人” 视角，
为我们准确认识湘西， 进而洞
悉包括湘西在内的乡土中国打
开了一道别致的窗口。

梁启超曾云， 许多人探究
中国历史， 关注的多是帝王将
相， “大多未将国民的整体活
动写进历史”。 沈从文却从蜿
蜒的一条条河流出发， 以湘西
的风土人情作为叙事切入口，
融入他的乡情乡恋和热切思
考， 以深邃的大笔为桨， 沿着
意趣盎然的历史长河， 去观照
近代中国的斑驳景象。

湘西的百里水乡， 不过中
国的一方缩影。 沈从文的乡村
叙事， 道出了一个文学巨匠的
乡土情缘。 在某种意义上说，
他写的是湘西， 道出的却是中
国的风情与气派， 这种乡村叙
事下的中国记忆朴素真切、 寓
意独特、 滋养心灵， 是我们魂
牵梦绕的心灵家园， 更是我们
生生不息的精神血脉……

房山区司法局

那一年老老师师我当

母母亲亲的的守守护护
□□王王晓晓阳阳 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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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相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