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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青彪同学是蔡村高中十班学生。高中毕业后从军从政，受锻炼，长才干。后离

职经商，凭聪明才智，凭苦干实干，经多年打拼，现已成为家乡遐迩闻名的企业家。

在走向成功的路上，青彪同学践行着热爱家乡、回报社会的美好心愿，辛勤耕

耘，默默奉献，如春蚕，咀嚼桑叶，吐出洁白；似蜜蜂，采集花粉，酿为甜蜜。他曾

为东留学校、荆庄学校捐资购买了一批又一批桌凳，解除办学中的后顾之忧。他曾个

人出资修建了紫薇阁，为恒山景区又缀上一粒熠熠闪光的明珠。更难能可贵的是，青

彪在操办善事的过程中，不事张扬，十分低调，名不留，影不摄，办完善事立马走

人。

2013年4月13日，《学缘书韵》付梓前，部分编委和校友代表50多人欢聚于恒吉

利大酒店会议室。师生、学友叙友情，忆往事，商谈出版的一些具体事宜。座谈会

上，王青彪同学庄重承诺，乐于承担全书的出版费用，令与会的校友大为感动。

青彪同学献大爱于母校，为《学缘书韵》一书，添上了色彩浓重的一笔。他这种

乐于担当、勇于奉献的精神永远是正能量，如战鼓催人上进，似号角激励人心。我们

深信，善人善举最终得到的必将是善报。

谢谢青彪！

2013年4月14日凌晨于浑源

爱通天下

王道圣
王青彪在校友联谊会上



本书部分编委在蔡村高中校友联谊会上（王志明摄影）

编委会部分成员看望师母——王与功老师遗孀



中共浑源县委书记张清河题词



浑源县教育局局长李渊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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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

献给我们可爱的母校！

献给我们敬爱的师长！

献给我们共同走过蔡村高中岁月的伙伴！

To our lovely senior high school， 

our respected teachers and

the companions with us in the childhood life.



八月初，李子峰老师送来一沓书稿。

李老师的书稿我是必须认真读的。首页上赫然显示的书名是

《学缘书韵》，说的是他的母校蔡村高中——一所曾经存在过，现

已消亡的乡村学校。书中的内容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记录，一部分

是感怀。感怀的部分间或有一些展示，大多朴实简洁。这号东西我

见过好多，麻木了，不大会引起我太多的反应，就如同身边走过一

个漂亮女人，看一眼，只觉得这是一个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内心

平稳安定，无他。然而，回忆蔡村高中生活和记录蔡村高中校史的

文字，却不时地撞击着我的心灵，使我无法平静，有时简直是心潮

澎湃。不是向往那种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生活，而是敬畏那种置

身潮头浪尖而独有的质朴、睿智和平和。

我见过无数蜚声内外的“名校”，或豪华气派、霸气十足，

或真豪华伪气派、狐假虎威。除了赞叹仰慕之外，总觉着有一种

堆砌感，堆砌着多余的造型——思想造型、言论造型、建筑造型，

或者干脆称之为“秀”——环境秀、理念秀、文化秀。总之，就是

觉得形式大于内容。眼前扑面而来的三十年前的蔡村高中则正好相

反。相比之下，前者好像是一个明晃晃的柜台，后者更像是一个糙

乎乎的灶台；前者在于炫耀，后者在于实用；前者是形象，后者是

功能。然而，就是这个灶台，让我震撼，让我敬畏。

上世纪70年代的基本特征是政治过剩、食物不足，饥饿时时

威胁着伟大的中国人民。可是有一个地方，有一个群落，一团和

气，不愁温饱，在干涸的黄土高原上，“通常是早饭小米粥，一大

碗烩菜，午饭白面、大米或黄糕，一大碗烩菜，晚上是小米粥和

玉米面窝窝或面条”（摘自书中张建功先生的《蔡村高中教育岁

月记事》）。这个地方就是蔡村高中。20世纪70年代的黄土高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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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奇迹般地耸立着一个无饥饿团体，那是那个时代的天上人间啊，反观时下

那些空洞的用来宣传或汇报的数据和文件，那些只能言传不能实施的“先进理

念”、那些“政绩”、那些“成果”，在面对1974年蔡村高中的那三顿饭时，

究竟有几两重！那些华而不实的标榜充斥在媒体屏幕和上级的案头，煞是吸引

人们的眼球，而黄糕小米粥大烩菜一天三顿扎扎实实地进了蔡村高中教职员工

的肚子。这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富足，更是意识形态对大社会环境的超越和俯

视，而且这种超越和俯视是朴素的，本质的，这种超越必然会孕育和滋养丰富

的精神力量。这是作为一所学校的底子，有了这个底子，接下来，教师敬业，

学生刻苦，团队和谐，修德修业，那是水到渠成的事。真了不起，在那个时代

那样强大的政治漩涡中稳稳当当地摆放着一张课桌，需要超越现实的睿智和良

知，需要超常冷静的头脑和信念。响应政治，落实生产，保证教学，每一样都

做实，何其难能，何其可贵，又是何其漂亮！难怪三四十年后的今天，一一盘

点蔡中学子，果实累累；也难怪，当年的蔡中人今天依然感念蔡中的一切。 

格拉西安说：“对人民来说，第一是面包，第二是教育。”关于教学，张

建功先生在回忆时，有一句无比朴实的话：“守住教学底线，是那时学校的基

本策略，也是领导和教师的心声。”我对这句话的解读是，不管怎样，都得让

孩子们实实在在的念点书。这倒确实不失为一个底线，然而事情往往是，最返

璞归真的思想恰恰就是高屋建瓴的标杆。这个底线一旦守住了，它就不只是简

单的“成形”和“存活”，而是花团锦簇，欣欣向荣。对当时的教学情形，赵

杰先生的文章中有一些相对具体的描述：“整个校园窗明几净，书声琅琅……

晚上站在校园内观望，排排教室、办公室灯火通明，鸦雀无声……这种情况在

当时全县范围内是极少见到的。”事实上，这在全国范围内也是极少见到的。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不是因为“极少”而可贵，而是因为可贵而“极少”。

这种可贵在于团队和谐，齐心敬业，志存清远，刻苦上进；这种可贵在于实打

实的求真务实，蓬勃向上。举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前面提到的赵杰老师，1974

年到1976年，他在蔡村高中开设了一门课——针灸。这个语文老师“根据教案

和自己的治病实例先后编写出了40多万字的《针灸》，10多万字的《针灸补充

教材》，150多万字的《健康教育读本（上、中、下三册）》”。这些在医学

界应该算不了什么，但在基础教育领域，那可是不寻常的创举。到此，我又忍

不住想做一个比较。中国的教育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掀起了排山倒海的“综合

学习实践”浪潮，专著、研讨、课题、成果漫天飞，课程开发如火如荼，个个

都在创新，个个都开先河，声势了得。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单怕货比货。比



较的结果是，无语。

历史是一面镜子。今天肯定不屑于屈身去观照那个默默消亡了的蔡村高

中，但恰恰是这面镜子，真切地照出了我们的盲从、浮躁和浅薄——头重脚轻

根底浅。我们已经习惯于把花钱消费当做社会实践，把投资当作对教育的敬

重，其实我们是把井口当成了天，把浮夸当成了繁荣。我们金灿灿的头衔、奖

牌和证书经不起三十年前那个乡村语文教师赵杰同志开设针灸课程的经历的比

照啊！

读完书稿，已是凌晨三点。我在缭绕的烟雾中掩卷，为那种厚重而敬畏，

也为蔡村高中的逝去而叹惋。是强大的经济大潮卷走了敦厚的蔡村高中？是寿

终正寝，还是不幸夭折？我不敢往下想，也想不清楚。曾经的蔡村高中的那块

土地如今是绿树成荫，还是浓烟滚滚？不论哪一种情形，都值得我祭拜。年届

不惑，我常常呼唤一些自以为珍贵的东西。那一夜，我则在呼唤本来与我不相

干的蔡村高中，或者说呼唤蔡村高中那种璞真和高贵的精神。窗外灯火阑珊，

我在寂静中辗转入睡。

到目前为止，我统共认识蔡村高中的两个人——李子峰老师、孙东燕老

师，还认识一位子峰的同学郭凌云老师。郭老师是行政官员，其实应称呼郭处

长或郭校长的，长相清秀，精明敏锐，干练清廉。说清廉，不是应景，而是因

为他当校长公开账务。酒喝到头晕处，他传达出一些自守的为官原则，其中有

一条是：“我不多拿一分，谁敢对我不敬？”孙东燕老师曾是我的学科领导，

正派，本分，笑眯眯，胖墩墩，相显富贵。李子峰老师和我处得很好，他为人

耿直、刻苦、爱憎强烈、善佛缘、有境界，是我人生中难得的兄长。其余不

赘。

感谢李老师，我有幸成为《学缘书韵》的第一个读者，让我触摸到特殊时

代一所特殊学校的灵魂。以上文字很感性，传达了我的两点强烈的感受，勾勒

了三个我认识的人；其他方面因篇幅所限未涉笔。我本就才疏学浅，有些言辞

不免浅陋，或不达本意，只图“疑义相与析”了。不论好赖，权且作为对蔡村

高中的英灵的祭奠。

这本书源于钩沉备忘，我倒觉得是一种探寻和追索。“缘”值得珍惜，

“韵”值得品味，但愿它能触动更多的人。

2011年10月

（李文君，静乐人，现任《语文报》报社中层领导）



《学缘书韵》和大家见面了，这是令蔡中校友欢呼雀跃的喜事。作为本书

的主编之一，我十分高兴、十分激动。

学缘：为求学、为求知、为求做人的真谛，我们有缘相聚于蔡中这方净

土，度过了一段美好的年华、难忘的岁月。书韵：你写、我写、大家写；或片

言只语，或大块文章；忆峥嵘岁月，抒心中真情；如同百川归海，终于汇聚成

书。岁月绵绵，书韵悠悠，如晨钟，似暮鼓，撞击你我心扉。希望引起真的追

求、善的呼唤、美的遐想。

此书能够问世，张校长功不可没。一个年近八旬的老人，写下了洋洋洒洒

几万字的校史回忆，且文从字顺，内容翔实，实属不易。文中多处涉及时间、

地点、人物，居然少有失误的地方，实在是难能可贵。更令人佩服的是老校长

置年迈多病之躯于不顾，电话联系，登门造访。与诸校友忆往事、话家常，叮

嘱所写内容，征集联系名录。这种精神感人至深。蔡中校友会铭记在心，传为

佳话。

校友们看到此书时，应当谢谢子峰。

李子峰同学才华出众，成天诸事冗忙，校内校外代课不少，课余时间写书

作文。百忙之中，为《学缘书韵》一书倾注了大量心血。策划、组稿、打印、

校对。这种孺子牛精神令人佩服、值得称道。

郭志刚同学是蔡中高材生，毕业于南开大学，为《学缘书韵》一书没少出

力献策，当你品读此书时，勿忘省台高级编辑郭志刚同学。

李文君老师是子峰好友，在本书策划、编辑过程中，既出力又献策，投入

不少业余时间，是一位成人之美的志愿者。在此，让我代表蔡中校友，向李老

师表示衷心谢意！

愿《学缘书韵》成为蔡中校友的精神园林。当你睡前饭后漫步在这座园林

中，或驻足于大树下，或徜徉于百花间，如果能感受到空气新鲜、清风扑面；

如果能感受到赏心悦目、温馨惬意，我们编委会所有成员会感到无比欣慰。

现实生活中曾红火、靓丽、辉煌的蔡中，早已暗淡了学子身影，远去了

琅琅书声；而生根于校友心灵深处的蔡中，不会坍塌，不会泯灭，如同一座丰

碑，挺拔在一位位校友的心田。情常在，人常久。

斗转星移，寒来暑往；叹人生苦短，世事沧桑。愿《学缘书韵》让我们留

住长情，留住所想，留住一梦相伴日月长。      

2011年12月22日冬至凌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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