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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受作者之邀，代为作序，自己心里多少有些顾虑。 其一，

虽说两人并非素昧平生，但也谈不上十分了解，只是略知一

二罢了；其二，对一个文学作品，要做到客观评价原作内容、

精准解读作者的内心世界，的确存在一定的距离和难度。

初始收到作者的书稿，缘于近水楼台之故，我第一时间

审阅了书稿原文，从字里行间中方才有了对作者较为完整的

认知。读文如见其人，作者给人最深刻的印象是耿直诚实、事

业心强，尤其酷爱文学，几十年来笔耕不辍、呕心沥血，且善

于积累、总结和升华。其书稿文风朴实，文笔硬朗，内容实在，

情真意切，率性而为，有些篇目也颇有见地和深度。

作者此书三辑所有篇章，始终如一贯穿着“铸造不朽的

师魂”这条主线，这也是本书的灵魂所在。 正因为如此，才使

得此书有了精气神，同时也具备了较高的文学性和较强的可

读性。 当然，专业性更值得肯定，关乎教育教学及学校管理，

虽说是经验总结、心得体会，属一家之言，但确有独到见解，

符合实际，也很实用。透过书稿的文言直白，作者对生活的热

爱、对事业的执著、对文学的钟情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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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各有志，信仰不同，理念不同，追求不同，奉献亦不同，

人生的意义也就大相径庭、千差万别了。让事业精彩，让人生

辉煌，让激情奔放，让个性鲜明，让文采飞扬，正直做人，清白

做事，潇洒人生，作者便是其中之一。 《铸造师魂》一书所写诗

歌·散文优美深沉，情感细腻，富有哲理，如《佛之悟》、《不尽

思念心底涌———写给我的母亲》等；教育教学论文专业实用，

见解独特，说理透彻，如《备深、讲透、练精———听课启示录》、

《移民区农科教结合的途径和要求》等；杂文·通讯风趣幽默，

旗帜鲜明，寓意深刻，如《莫要轻言伤害》、《荒滩创奇迹，戈壁

树丰碑———基础教育的“景泰特色”》等。

阅读此书，叫人感觉好似品了一杯醇香爽口的美酒。 初

入口中颇觉辛辣刺激，咂舌品味辣中带香，绵甜可口；入落腹

中，则神清气爽，余味悠长。作品行文率直坦荡，不做作，不矫

情，不掩饰，直言不讳，真实感极强，其实这正是文学作品的

生命和灵魂所在———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赞美生活。道以文

载，此言极是。 书中文稿，无论体裁如何，都折射了作者的人

生态度和对事业的追求，最显著的特点是充分体现了和谐人

文理念及科学施教原则。 作者一再强调“铸造不朽的师魂”，

这是极致标准，这也是信仰高度。从时间跨度讲，上世纪八十

年代初至今，作者三十年的教学生涯，成败得失尽在其中；从

空间顺序讲，涉及家庭、学校、社会，人情世故，酸甜苦辣，一

一品尝；从人际角度讲，与家人、亲朋、师生、领导朝夕相处，

情感交流，心灵碰撞，体验深刻。 作者痴心不改，对本职工作

2



倾注了最大限度的热情和心力投入。

对一部文学作品的评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读者各自

的审美视角和美学标准，还与读者各自的文学素养及共鸣反

应大有关系。 尽管书中难免有些许瑕疵，但就总体和主流而

言，瑕不掩瑜，我认为是一本值得品读的书籍。

以上撰文宏观感受多一些，微观细节方面那就全交于广

大读者品评了。

是为序。

2010年 3月 23日

（崔明，兰州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兰州大学出版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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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崇尚孔孟之道（特殊历史时期除外），

不仅仅因为孔孟德高身正、堪为师表，而且更加感念于以他

们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创立了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的儒家学

说。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进程中，儒家文化对我们这个民族生

活理念和精神塑造的影响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乃至得以生生

不息、发扬光大、继承创新，并且享誉世界。

在当今市场经济大潮中，不可否认教育界受到了较大影

响，“师德师风”面临着从未有过的严峻挑战，出现了一些师

德变味、败坏甚至沦丧的现象及不和谐音符，并且已经引起

了全社会的重新审视和公众的严肃拷问。作为一名教育工作

者，我为此汗颜、惭愧，也深感忧虑和不安。 我们在赞美教育

精英和绝大多数教师群体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同时，也不

妨率性坦诚些，勇敢面对、深刻剖析师德的蜕变部分和败坏

程度，正本清源，加强自我教育，不断完善提高，努力以身垂

范，做学生喜欢、家长放心、社会满意的人民教师。 教师的名

誉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师魂对灵魂的塑造。 千万莫要因

为些许蝇头小利和一己私欲而因此玷污或亵渎整个民族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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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不朽的灵魂，千古罪人是做不得的。 我们大声疾呼：教育

工作者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和清贫， 守住心底深处的那方净

土，精心铸造师魂，别让社会民众失望，也别让我们的师祖蒙

羞。 做到一尘不染、两袖清风、德高身正并不难，难的是我们

能否坚守教师的良知和职业操守。有位师表曾撰联写道：“三

寸粉笔、三尺讲坛系国运，一颗丹心、一生秉烛铸师魂。 ”此联

愿与广大同仁共勉。

三十年的教学生涯弹指一挥间，叹人生短暂，善始善终

为最佳境界和最好结局。为人师表者，应在读书中滋养身心，

在教书中积累经验，在做人中铸造师魂，愿我们做人坦荡、做

事豁达，不为名诱、不为利惑、不为势倾，心灵高尚、事业精

彩。

言为心声，文以载道。 我自编此书，别无所图，只为不断

提醒自己、鞭策自己、完善自己。 当然，若能对同仁有一些教

益那最好不过了，但愿我的呕心沥血之作能起到应有的积极

作用。在我看来，铸造师魂是永恒的主题，也是广大教育工作

者不懈的努力和永远的追求。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真正无愧

于心，无愧于这个光辉而神圣的职业。

远有孔孟之师祖，近有陶行知、谭千秋之师表。他们在注

视着我们，他们在期待着我们。

作 者

2010年 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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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师魂

1 无怨无悔

“来补习吧。 ”

高考落榜后，

您给我的第一句话。

“报师范吧。 ”

榜上有名了，

您给我的第二句话。

“回家乡吧。 ”

师范毕业时，

您给我的第三句话。

站在您站过的地方，

我总想传扬，

您的每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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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诗歌·散文

初为人师，有感而发。人生之路，始于足下。任重道远，

上下求索。痴心不改，终身教育。此诗 1982年刊于《白银教

育》，以表心志。

初学作诗，蹒跚起步，突发灵感，抓住诗的灵魂、诗的

想象、诗的语言、诗的构思，便有了这篇处女作。

2 成 长

是祖父

给我一个

发了芽的乳名

随我一起长大

心中

便有了一个神奇的愿望

是外婆

给我一碗

加了梦的米粥

伴我坎坷路途

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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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造师魂

便有了一个成熟的年华

偎在外婆的怀抱里

享受了女人的宽容温馨

爬在祖父的脊梁上

感受了男人的刚强博大

我刻意大写着人生

我努力创造一个属于我的神话

此诗 2006年刊于《景泰文艺》第 1期。 每每回顾自己

的成长经历，思绪万千，总想写写，构思成熟，拟成拙诗一

首，聊以自娱，也算作是对祖父母的感恩和怀念。

3 陶瓷随想

一把黏土和成泥

揉进汗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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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诗歌·散文

捏入审美

绘上想象

连同劳作中的

构思技巧

情感追求

熔为一炉

经烈火的洗礼

原本土气的泥塑

精变魂灵

冰清玉洁的肌肤

令人心动

栩栩如生的神态

让人陶醉

无言的表白

诉说久远的动人故事

有形的色彩

渲染曾经的沧桑岁月

一个造型就是一页传奇

一个组合就是一段历史

2008 年 4 月 10 日刊于《白银教育》1~2 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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