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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高校校报是高校党委和行政的机关报，是展示高校对外形象和塑造学

校品牌的重要窗口。副刊是校报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通过文学、

美术、摄影等文艺形式反映校园生活，决定着报纸的特色和品牌，也是校

报能否吸引读者的重头戏。许多历经百年辉煌的报纸副刊，正逐渐式微，

但高校校报因有相对固定的作者和读者，其副刊在繁荣校园文化尤其是在

提升大学文学艺术品味方面仍然具有重要作用。

校报副刊是师生心灵的港湾。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文学梦，有自己追

求的精神家园，高校师生作为高知群体尤其如此。平日里，老师们忙于教学、

科研，同学们忙于学习、实践。当夜深人静，忙碌的一天结束，沉下心来，

所思、所想、所念、所悟涌上心头，亲情、友情、爱情萦绕在怀，拿起笔，

记成文字，发表在校报的副刊上，和大家一起品鉴、交流，这是一种精神

的享受、情感的释放，也是压力的宣泄。

校报副刊是校园文化传播的平台。大学文化是大学独特的精神气质，

是大学长期传承、历年积淀的结果。“团结自强、艰苦奋斗、敢为人先、开

拓创新”的科大精神和“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朴实无华、甘于奉献、同

心协力、勇承重载”的“橡胶品格”，正是青岛科技大学的精神气质。这

是师生共创的，是学校历史的积淀，是学校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血脉，

也是每一位科大人的精神财富。投稿校报副刊的作者都是一代代的科大人，

他们的作品传递、传承着学校的文化，从中我们可以触摸到师生的性情，

感受到学校的品格，领悟到精神的力量。

青岛科技大学报社的同志们在办报过程中，重视副刊建设，突出精品

策划，强调文化品位，推出品牌栏目，形成办刊特色。办好副刊，离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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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支持。多年来，《青岛科技大学报》形成了团结、尊重、善待师生

作者的好传统，凝聚、培养了一支优秀的作者队伍，刊登了大量优秀作品，

较好地完成了办报育人的任务。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就是《青岛科技大学报》近年来优秀的副

刊作品。书名“珠缀集”，体现了编者文海拾珠、缀珠成链的美好想法。他

们没有沿用以时间为序的编辑体例，而是把所有作品按内容分成“似水流

年”“书香相伴”“人生感悟”“梦想青春”“风景独好”五卷，分类选出合

适的作品。此次编辑“选萃”的工作，得到了很多作者的大力支持，让人

感动。

《珠缀集》的出版，是《青岛科技大学报》文艺副刊自 2007 年来的一

次总结。选取的每一篇作品，或抒发个人之情怀、荣校之情愫、爱国之情义，

或追寻哲理、走进自然、感悟人生，都是科大人的思想与科大文化的张扬，

在不同的语言风格与表达路径中，传承着科大人共同的文化基因。品味这

些文字，我们能感受到作者的思想情感和精神境界。

《珠缀集》的出版，又是一个新的开始。希望《青岛科技大学报》在今

后的发展中，进一步总结办报规律，多出精品，办出特色，继续整理校园

文化建设成果，将优秀的新闻作品、通讯作品等也结集出版，提升校园文

化建设的水平，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

在此，诚挚邀请广大师生和海内外校友为《青岛科技大学报》创作更

多更优秀的作品。青岛科技大学，也许是你现在的家，又或者是你人生中

曾经的一站，这里留下了你的青春、梦想、奋斗，还有同学们年少时说不

完的故事。

这里的梦想依然延续，这里的故事将展开新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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魂牵梦绕在老家 

李宏文

魂牵梦绕在老家，一生痴念忆当年。国人重视寻根，“老家”一词带有

别样的深意。“老家”指祖籍之处，非长久生活之地。老家于我，永远是

心头挥之不去的记忆，那山那水那人定格于脑海，时常浮现。非生于斯地，

老家却深深根植于我心。老家的印象来自长辈的回忆，也源自童年的那段

生活。

老家在太行山区河南林县，林县人坚毅的品格时常让我引以为豪。在

极度贫困饥饿的年代，林县人凭着坚毅的品格，用双手创造了人间天河——

红旗渠。儿时在林县生活的片断时刻萦绕脑海，挥之不去。一直以来，我

期盼找个机会回林县老家，去那山那水寻找儿时的足迹。

前年正月初四，天时、地利、人和，父亲带领我及家人浩浩荡荡大队

人马前往林县。为了找回从前的记忆，我们选择走山路回林县，正好可以

路过红旗渠，重温往昔岁月。车行驶在太行山脉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上，

远处山顶的积雪若隐若现，峭壁上挂着厚厚的冰瀑，和山体的灰黑形成鲜

明的色彩对比。此时，我的心伴随着儿时的记忆早已飞回了林县。

途经“愚公隧道”，隧道狭窄，没有灯光，路面颠簸不堪，当年在没有

机械设备的情况下，建成这样一个隧道可谓是难上加难。小时候听奶奶讲，

为建成隧道，不知有多少人付出了鲜血、汗水，甚至生命。现在的红旗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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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水照旧流淌，渠壁仍然坚实整齐，干渠和分渠的设计充分体现了林县人

的智慧。林县人不怕吃苦、勇于奉献的精神再次震撼着我的心灵，这就是“红

旗渠精神”。我为我是一个林县人而骄傲。

远远的，还未到村口，老家的亲戚们早已等候在大路口迎接我们。回

到阔别已久的老家，见到久而未见的老家人，思绪澎湃万千。

按照老家的风俗，我们要先到祖坟祭奠先辈。祭奠仪式隆重而庄严，

我们都在心里默默地祈祷，告慰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仪式结束后，我们一

行人来到国林叔家。老家人早已在院子里支起了大铁锅，架起鼓风机为我

们烹制大烩菜，五花肉、蒜薹、木耳、大头菜等，材料丰富、香气扑鼻。

随着大铁铲在锅里不停地翻动，菜香味不一会儿便钻到鼻子里，勾引着人

的味觉神经，令人垂涎三尺。女人们围坐在茶几旁，一人一个大馒头，一

人一大碗烩菜，吃得不亦乐乎 ；而男人们俨然是一家之长，围坐在大桌旁，

大口吃肉，大口饮酒，好不逍遥自在。

伴着美味佳肴，我的思绪再次回到小时候。3 岁那年，奶奶带着我回

林县住了一段时间。那时的生活很艰苦，每天吃的都是单调的红薯面饼

子，夏天偶尔吃次西瓜，也要跑很远的山路才能买回来，大人们舍不得吃，

都留给孩子们。在那年的中秋节，奶奶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两个月饼和两

个很大的石榴，还有别的稀有美味，放在院子正中的小桌上，告诉我说

要先供奉月亮，然后才可以吃。明亮的月光撒进小院，桌上的贡品就像

聚光灯下的宝贝一样撩拨着我的心弦。我不时透过门缝向外盯着这些美

味，生怕月亮把这些贡品全都吃掉，心中像有只小兔怦怦直跳。也不知

过了多久，奶奶终于把贡品拿回屋，令我感到欣喜的是它们一点也没有

变少，接下来便是狼吞虎咽、大快朵颐。现在的中秋节，各种月饼美食

比比皆是，但是我却品不出当年那种美好滋味，也许是我的心还停留在

那遥远的中秋之夜吧。

老家的国林叔待我最好，他大我 9 岁，总是带着我玩。国林叔的手巧

在村里是出了名的，他用黏土给我做各种各样好玩的玩具——泥手枪、泥

小鸟、泥口哨，还试图把做好的泥玩具放到炉火中烧制。我后来上大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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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选择陶艺专业，可能是来自于国林叔的启蒙教育吧。他做玩具时那专

注的神情至今还印在我的脑海中，深深地影响着我。

老家的日子短暂、快乐、无拘无束，村中到处都有我和小伙伴们玩

耍的印记。虽然当时生活条件艰苦，这种体验却是人生经历中最宝贵的。

老家的记忆永远烙印在我的心中，老家人的精神也时常激励我前进。

梦还在那山水间飘摇，心安静地甜甜地微笑，魂牵梦绕的老家啊。

　  （原载《青岛科技大学报》第69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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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去的平房与弯街

许勤超

也许是命运的安排，我虽来到了繁华的城市工作，可始终是一个游走

在城市和乡村夹缝中的人。

初到城中工作，是在烟台的一个大学教书。居住在校园一角的一个平

房里，我感到非常的惬意。因为不用整天爬楼梯，也没有机会闻楼道里充

斥的油烟味。住在高高的楼房里标志着在这个大学校园里你是一个有地位

和身份的人，而那些新来者只能住在校园最偏僻角落的平房里。常常听到

一些年轻教师抱怨 ：房屋陈旧，过廊狭窄，连个自行车都放不下，更可恶

的是房子后面就是田地和村庄，晚上总有蚊子造访。可我并不这么认为，

因为我觉得贴近大地和自然，心里更加踏实；远离繁华与尊贵，生活在本

真的状态，这应该是一种更加自然的状态。每每吃罢晚饭，我总爱独自到

村中散步，走在街道上，看着镌刻着历史记忆的一排排的平房，感到特别

宁静。不时会看到一些小卖部，里面有香烟、冰糖和香油的气息，淳朴的

村民还会跟我打招呼。因为口音不同，还因为我是从大学校园里走出来的

人，他们都把我当成满腹经纶的年轻学者。在村民看来，能在大学混饭吃，

至少也得是研究生水平，他们对大学教师有一种莫名的尊敬。我也常和村

民们聊天，谈大学的那些事，也听他们谈村中的陈年旧事，诸如抗日战争

时村民如何在炕头上挖洞掩护抗日子弟兵等有趣的故事。他们以自己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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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的战争历史而骄傲。这是一个有百十户人家的村庄，和我所在的大学

只有一墙之隔。虽然它也属于城市的一部分，可我感觉，在生活方式上，

它和偏远的乡村并没有多大的区别。每当暮霭降临时，总能看到袅袅炊烟

从村民家的房顶升起，使村庄显得更加宁静祥和。

在大学教书没有想象的那么轻松，我每周要上 20 多节课。因为在大学

里也分先来后到。新来的教师年轻有活力，系领导自然就给你分配很多课，

而且那些课都是被认为不太重要的课。不但课时多，课头也很多，唯一感

到慰藉的是课上多了收入也会多一些，虽然不会像想象的那么多，可对于

初来乍到口袋空空的年轻教师来说，还是有一定的诱惑力。一天下来，我

总感到精疲力竭。看到校园内的宏伟建筑我就有一种莫名的厌恶感，而校

外的平房和弯弯的街道却成了我想去的地方。那里没有读书声，没有夹着

课本急匆匆走向教室的教师，更没有拿着油条和豆浆奔向教室的学生，那

里永远有悠闲自得的老人和不时哭叫的婴儿，永远有潺潺的流水伴随着几

只山羊的叫声，于是那里就成了我向往的地方。走在街道上，抚摸着长满

青苔的石墙，仿佛回到了童年无忧无虑的时光。那时，我也感觉不到累了。

我从一条街道走进另一条街道，最后走到了村的尽头，面前出现一条几百

米长的峡谷。峡谷只有 20 米深，既不陡峭也不险峻，常常看到谷底有小孩

在玩耍。山上的泉水汇聚到谷底，使那里成了一个澄明的世界。夏天，村

中的一些小孩会一丝不挂地在水边嬉戏。峡谷对面就是桃树林，再往上走

就是到处是石块的山坡。山坡上长满了青青的松树。松树虽然没那么高大，

生命力却很强。据村民们说，这满山遍野的松树，已经在那里生长了很多

年，它们给山冈增加了神秘和活力。它们的枝丫成了村民们烧水做饭的燃料，

松子也成了村民犒劳远方来客的土特产。我就受到过村民的犒劳。起初我

还不太习惯松油的味道，可渐渐地我就咀嚼出了它的芬芳。一粒粒的松子

捧在手上，我舍不得一下子吃完，我要慢慢地品味。我品出了村民的淳朴，

品出了泥土的气息，品出了大山的慷慨和自由生长的快活。每当陶醉在松油

的味道中时，我总会不由自主地仰望山顶。那里一定没有垃圾和苍蝇，没

有灯光和汽油；那里一定是清新芬芳的世界；那里一定是萤火虫欢乐的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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