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教师节 ，
而我正好是一名老师 ， 这是我的
小确幸。 回想2021年12月中旬， 北
京疫情日趋稳定 ， 突然接到北京
复课通知 ， 邀我回京继续教成人
国画山水 。 于是我开始做赴京准
备 ， 首先要准备保暖神器———羽
绒服 。 晚上的飞机 ， 好久没坐国
航了 ， 机上很多北京人 ， 还有晚
餐 ， 餐盒上印有可爱的国宝大熊
猫， 正举着气球开心翱翔天空。

3个小时抵达首都， 感叹祖国
的强大和日新月异的高科技带来
的便利 。 一出机场楼 ， 一股刺骨
凛冽的寒风扑面而来， 寒气逼人，
对于刚从温暖南国来的人真是个
考验啊！

地铁是刚来北京打拼的年轻
人的天下 ， 公交则是大多数北京
老人常常搭乘的工具 。 记得以前
晚上教课回来， 手都像要冻掉了，
进餐厅测体温 ， 居然只有32.5℃，
这就是北方-10℃的威力。 手冻木
了 ， 失去知觉 ， 进门先用热水冲
冲手 ， 过很久才能缓过劲儿来 ，
尽管这样， 还是觉得自己很幸福。
教书育人 ， 奉献的同时也得到快
乐。

2018年教师节期间， 得到很多
家长和朋友们的祝福 ， 我感到很
幸福 ！ 时光如梭 ， 一眨眼已经在

北京的少年宫工作了大半年。 每次
看到孩子们洋溢着天真的笑脸， 满
怀期待的跑到我身边， 稚嫩地喊着
“杜老师”， 我就感到很亲切， 身感
为人师表的神圣使命。 孩子们喜欢
自己， 那就是对一名老师最大的肯
定。 授业解惑， 传授知识， 诲人不
倦， 教出出色优秀的学生， 是一个
教师最大的成就， 希望能和孩子们
分享更多的快乐时光。

如今我在北京市的地区文化中
心教成人国画已有四个年头， 同样
赢得了老 、 中 、 青三代朋友的喜
爱， 也收获了很多。 第一、 二期教
授中国花鸟画———牡丹， 第三期教
授中国传统山水画， 每期九到十节
课， 每节课1个半小时， 每节课都
有明确的学习目标， 示范实践穿插
理论讲解， 安排得丰富紧凑。 青年
朋友由于工作生活压力大， 有时难
免请假， 中老年朋友则生怕落下一
堂课而跟不上进度， 因此每节课都
按时打卡。 甚至有耄耋老人不畏酷
暑严寒、 坚持学习的精神， 深深感
染了我和每一位同学， 向他们表示
由衷敬佩。 学员们仿佛要夺回失去
的光阴， 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能把
爱好当成职业走上艺术道路， 但是
他们不忘初心， 依然利用业余时间
或晚年生活把爱好坚持到底。 作为
一名年轻的教师， 对我也是一种鞭

策和激励， 所以在备课中更不敢懈
怠， 在课堂讲解示范上不敢怠慢，
认真解答每一位学员的问题， 努力
教好每一个学员。 尊重艺术， 尊重
自己的专业 ， 尊重自己的本职工
作， 尊重每一个喊我老师的学员朋
友， 履行教师的神圣使命和职责。

每年元旦后与春节前夕， 文化
中心都会举办一个教学成果展 。
2022年也不例外 ， 1月初结课时 ，
在即将举办北京冬奥会之前， 文化
中心做了 “迎冬奥 ‘一起向未来’
公益培训成果展”。 看着学员们站
在自己的作品前津津乐道， 纷纷举
起手机合影， 我深感欣慰的同时，
也有种满足感， 能够把自己的所学
见闻传递给别人， 这本身就是一种
成就 ， 成就了别人 ， 也成就了自
己， 传播了知识， 收获了友谊和忘
年交。 师生合影， 开怀一笑， 祈福
新年， 满载而归。

如今， 除了在文化中心、 文化
馆、老年大学、军休所教课，我还在
境外人员管理服务中心为外国人士
和港澳人士进行全英文教学， 用墨
香传递中国传统文化， 得到了海内
外人士一致喜爱和好评。 广大学生
的热爱和坚持对我也是一种鼓励，
作为一名传统中国书画老师， 我将
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道路上坚定
不移， 一如既往贡献自己的力量。

临近假日， 母亲从乡下老家打来
电话对我说： “你舅舅送来好几条黄
蟮 ， 如果你们有空 ， 你们就回来看
看， 我们一起吃黄蟮， 不然你爸又要
把黄蟮杀了放冰箱， 等你们下次回来
吃味道就不新鲜了。”

儿子很喜欢吃黄蟮， 利用假日，
第二天， 我就和老公带着儿子， 一起
开车回家看父母。

车还未到门口， 父亲远远地就迎
了上来。 父亲接过我们的行李， 见天
气躁热， 转身就从冰箱里拿出一大
串葡萄 。 我问父亲 ： “这葡萄是哪
来的？”

父亲将葡萄放入水中洗了洗， 呵
呵一笑， 说： “这是你二叔几天前托
人从外地买的送来的。 再不吃， 怕就
不新鲜了。”

我正和父亲说话， 这时， 在水塘
边杀完黄蟮回来的母亲， 跨进屋来。
儿子见了外婆， 立即拿了几个葡萄送
到她面前， 儿子尝了一个， 抬头问接
过葡萄的外婆： “这葡萄的味道， 怎
么有点怪怪的？”

母亲说： “估计是放冰箱久了。
如果不能吃， 扔掉算了。”

我问母亲： “这葡萄放冰箱可不
能久， 你和父亲在家， 为何不趁新鲜
时吃？”

见我责问， 父亲呵呵一笑说：“本
来我也想前几天把它吃了，可你妈算
计着， 这个周末估计你们有空回家。
所以 ， 我们合计着 ， 就把葡萄放冰
箱， 等你们回家一起吃， 哪想到就几
天工夫， 葡萄竟然变味了。”

父亲的话， 突然提醒了我。 自从
我在城里买房后， 这些年， 家里有了
好吃的， 母亲总爱对父亲说起她的口
头禅： “等闺女回来一起吃。” 久而
久之， 每一次我们全家回去， 当我打
开冰箱发现， 里面总是塞得满满的。

原来， 父母平时总把好吃的， 留
在了冰箱。 哪怕是几串葡萄， 母亲也
要算计着， 等我回家一起吃。

见我们一家回到身边， 母亲喜笑
颜开。 母亲打开冰箱， 一边把东西朝
外拿， 一边嘴里不停地念叨说： “你
们看， 这是我孙子喜欢吃的鱿鱼， 这
是我女婿喜欢吃的土鸡， 这是我闺女
喜欢吃的羊肉……”

“妈， 你一下从冰箱里拿出这么
多东西， 我们一顿能吃得完吗？” 见

母亲兴奋得手舞足蹈， 我嗔怪道。
“没事， 闺女。 我早想好了， 吃

不完， 你们可以打包带回家放冰箱，
再慢慢吃， 省得你在家要去菜市场，
要下厨房去做饭。 再说， 我们今天不
把这些东西消灭掉 ， 以后有了好东
西， 我们的冰箱可放不下呀。”

以后有了好吃的， 母亲想到的不
是他们自己吃， 而是要放冰箱。 我不
禁又想起了她的口头禅： “等闺女回
家一起吃 。” 原来 ， 母亲在盘算着 ，
她该怎样腾空和贮存她的冰箱。

想到一生节俭的母亲， 早年的她
饥寒交迫 ， 很少能吃上什么鸡鸭鱼
肉。 如今生活好了， 她还是一样， 自
己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 她的心里装
着的全是孩子们。

想着想着， 我的泪瞬间溢满了眼
眶 。 怪不得 ， 当年父母要坚持买冰
箱。 直到今天， 我才明白， 虽然父母
也有冰箱， 但父母家里的冰箱， 是为
我们准备的。 父母有了好吃的， 总是
先放入冰箱， 然后等着我们回家。 这
储藏在冰箱里的爱， 其实也藏在父母
心里， 只是这种爱已让我们觉得理所
当然， 并已经成为了习惯而已。

储藏在冰箱里的爱
□鲍海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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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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