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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刊登校友来稿，感谢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的校友们笔下生花，深情回忆那段青葱
岁月，写下令自己印象深刻的往事，以及对母校、对恩师的感激，让我们共赏美文，共
祝南师桃李芬芳，再创辉煌 !

2023 年 11 月 30 日

1978 年 10 月， 乘着高考制度改革的东风，我
考上了母校的中文系，成为首届本科生 258 人中的
一员。初入大学我是懵懵懂懂的。因为我在 1964 年
上的小学，在那个年代，我的中小学都是在学工学
农中度过， 高中毕业后不满 17 岁的我到了农村这
个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四年再教育。 如果不是
恢复高考制度， 我这辈子肯定与
大学无缘了。

大学同学中， 每个人都有自
己的故事。 班上年龄最小的同学
16 岁多点，最大的有 30 多岁；有
的同学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三
个孩子的爸爸； 有的同学当了十
多年的教师甚至当过校长。

刚上大学，我既兴奋又茫然，
作为中文系的学生我不懂汉语拼
音，不懂主谓宾定状补，也认不全
英语 26 个字母。因为我们参加高
考英语不是必考的。 同学们高谈
阔论，在谈蒙娜丽莎的故事时，我
还以为是谈我们老蒙家的宗亲。
第一个学期， 我的语音课还考了
个不及格。 我向着班上的同学周大姐哭了一个晩
上。 痛定思痛，我只有发奋图强，努力学习，才能迎
头赶上。 在老师的精心培养和同学们的热心帮助
下，我奋起直追，每天起早贪黑，除了上课，我基本
都是在图书馆和大教室看书， 到了关灯才最后一
个离开大教室。 宿舍熄灯后，我常常深夜还在路灯
下借光学习， 甚至还跑到隔壁的中医学院实验室
的走道借光苦读。

在书海里我学到了许多知识， 开阔了眼界，增
强了自信心。 我与同学们组织了芭蕉叶文学社；与
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学院（现为广西民族大学）、广

西艺术学院的文友交流联欢； 我作为学院第一批
学生记者团成员在广西日报、 南宁晚报及校刊上
发表新闻报道作品；在学院中文系“怎样做一个合
格的大学生”演讲比赛中我获得了第一名。

一晃 40 多年过去了， 母校助我打下了坚实的
文学基础，拓展了我的视野，给我无穷的力量。 忘
不了当年的恩师王弋丁、陈光坚、甘祺庭、杨焕典、
李永斌、江业国、毛水清、华炎卿、卢斯飞、姚正康，
张恵慧、过伟、屈治平等，也忘不了党史老师翁坚、
英语老师黎华隆，还有我们毕业班主任余瑾老师。

在庆祝母校七十华诞时，我心潮澎湃，思绪万
千，但也有一件遗憾的往事。 1986 年，我在自治区
煤炭厅宣传教育处工作时，经卢斯飞老师推荐，杨
焕典院长约我回母校工作， 李永斌老师还为我俩
口子的工作做了初步安排。 只是因为我个人的原
因，错过了这次机会。 1987 年我偶遇李永斌老师，
他也为我感到可惜。

这些年来，作为南师大首届校友办秘书长，我
积极做一些校友们的联络沟通工作， 随学校领导
到各地拜访校友。 几年前，得知母校图书馆的图书
欠缺，我积极想办法，在吕洁、陈小建等同学的帮
助下筹捐了近万册的图书。 我也参加了一些热心
校友组织的慕捐活动，为母校做了一点小贡献，也
算是一种补偿吧。

毕业后，我在合山、南宁工作，党政工团的岗
位都有参与， 八十年代还在南宁市做过几年中学
副校长。 正是母校的教育培养给我打下良好的基
础，让我掌握了扎实的本领，使我在工作和生活中
游刃有余，感谢母校！ 时光荏苒，母校迎来了七十
周年校庆，祝母校更加灿烂辉煌。（文章有删减）

【作者简介】蒙少忠，就读于中文系 1978 级，曾
在合山市、南宁市多单位工作，南宁师范大学首府
校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

时光荏苒，母校风雨兼程，踏浪冲潮，
在今年迎来了 70 周年校庆。 七十年春华
秋实，硕果繁香，在飘逸的茗香中，我的思
绪慢慢飘远，在心海中绽放、斑斓……

犹记得 33 年前，我手捧一纸录取通知
书，怀着紧张又憧憬的心情踏进了母校校
门，从此，我拥有了难以忘怀的、充实宝贵
的、对我影响深远的四年大学时光。

读书期间，我有幸结识了一群来自天
南地北的同窗。 我们一起徜徉在美丽的校
园中，宿舍、教室、实验室、饭堂和图书馆
都留下了我们跃动欢快的身影。 明秀校区
的化学楼、行知亭、教学楼、体育馆、操场、
每周末放电影的礼堂等，见证了我们求学
时意气风发的青春模样。 蓦然回首，经母
校培养的同窗们绝大多数奋战在教育一
线，许多已成为行家里手、领军人物。 如当
年学生会学习部部长、科协主席陈福北师
哥现是高校管理领导；同班石鹏同学现是
广西基础教育专家、名师、名校长；同级欧
启忠同学成了母校教育技术信息化教授；
好闺蜜韦敏鸾师姐已经是宜州化学骨干。
至今，友情绵长如昔 ，我仍常常得到师长
同窗的指导、关心和支持！

作为化学系的学生，实验是我们必修

课。 我们每周必有一整天呆实验室里，小
组合作与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打交道。 在
那四年的时光里，“分田到户”负责的实验
室仪器烧杯 、铁架台 、酒精灯 、蒸馏装置 、
分液漏斗等见证了我们无数次的思维碰
撞、 操作失败、 成功喜悦。 这一切潜移默
化， 转化成为我日后教育教学的技能和思
维能力，让我拥有坚持不懈、不断思考、勇
于创新的实践品质！

在母校的四年， 除了同窗间的携手成
长，我有幸遇见了众多好导师，如孙志鹏、
刘云礼、李丽琳、李若华、王屹、张成范、吴
庆轩、曾令辉、朱汝葵等 ，抱歉不能尽数 、
一一罗列。 他们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对学
生和蔼可亲、 严宽有度。 他们的精心指导
和亲切关怀， 让我底气十足地走上三尺讲
台，开启了我的教书育人职业生涯。

尤其王屹老师， 是我的毕业论文指导
老师、 教育实习指导老师， 也是我踏上教
育管理岗位后一直指引我的恩师。 老师在
笔记本上赠言“是金子到哪都发光”，鼓励
我磨砺自己成为“金子”、成为在不同的平
台上都能发光的“金子”！ 自我从事教育教
学管理工作后， 王屹老师就引导我关注基
础教育教学成果奖的申报， 在王屹老师的

指导帮助下，我主持参与了四次申报，均获
得优异的成绩。

在母校， 像王屹老师这样的老师有很
多很多，他们以宽广的胸襟包容了我、以博
学善建的智慧启迪了我、 以知行合一的精
神激励了我。 离校母校 29 年，抹不去恩师
的启蒙之恩、领路之情，回望过去，我无比
自豪；珍惜现在，我倍感温暖。

毕业后， 我一直坚守化学教育教学一
线。 在母校的这四年给了我受益一生的精
神财富和职业储能，母校“德才并育、知行
合一”的校训精神始终指引着我笃行至善。

母校于我而言，有着最美好的记忆、最
深厚的感情。 那绿草、青石、红墙，那道不
完的文脉赓续的故事和述不尽的砥砺前行
的创举……我是一片绿叶， 我的根在你的
土地！ 我将永远感恩母校，在母校成立 70
周年之际，祝母校花繁叶茂，生机勃发，再
创辉煌！（文章有删减）

【作者简介】王晓玲，就读于 90 级化学
专业。现任北海市第一中学校长，曾获得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广西五一劳动奖章、北海
市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北海市“教育拔
尖人才”卓越校长、北海市优秀教育工作者
等荣誉。

������早上，我在打扫卫生的时候 ，听到
一阵有节奏的敲门声， 我急忙跑去开
门。 打开门一看，是住在隔壁的女生要
跟我借东西。 把东西递给她的时候，我
忍不住问，你为什么会这样敲门？ 她愣
了一下。 我笑着解释说，因为我也这样
敲门。 她欢快地说，那是她的大学老师
教的。 这一瞬间，让我想起了我的大学
老师———“老余头”。

“老余头”的真名是余敢才，但他每
次和同学们聊天都自称“老余头”，所
以，我们都没大没小地这样叫他。 大四
那年，大家都在紧张地找工作中，但是
“老余头”却几乎每周召集全体毕业生
去上课。 他一一地给我们讲怎么写就
业推荐书，怎么推荐介绍自己，女生怎
么穿戴方为得体， 男生应该穿什么样
的衬衣和裤子等等。

有一天，他打电话叫我带着就业推
荐书去他办公室。 我时常在系办帮忙，
所以看到他办公室的门虚掩， 我就很
随意地在门口叫了声“余老师 ”，接着
推门进去了。 他抬起头， 严肃地对我
说：“你出去，重新敲门。 ”我涨红了脸，
退出去敲门。 但是“老余头”没有说请
进， 而是打开门一脸严肃地说：“你认
真一点，就当现在是来找我面试的。 ”
我点点头，整理好着装 ，深呼吸 ，然后
轻轻地敲门，再轻轻敲门，却始终没有
听到“老余头”的回应。 在我试了 6 次

之后，终于听到“老余头”说：请进。 我
战战兢兢地进入办公室， 手足无措地
站在那儿。“老余头”抬头看了我一眼
说：请坐。 我小心翼翼地走到凳子前坐
下。“我给你几个敲桌子的声音”，“老
余头”从位置上站起来说，“你听听。 ”

“啪啪啪啪啪”“咚咚”“啪”“笃笃”“梆
梆”“砰砰 ”……这些敲桌子的声音，要
么小声到听不清， 要么紧急， 要么刺
耳，要么杂乱无章。 我皱着眉头说出自
己的感受。“那你再听听这个”，“老余
头”说。 只见他右手指弯曲，然后用食
指和中指有节奏地敲门：笃—笃—笃。
我急忙说：“这个声音很好听。 ”“老余
头”笑着说：“是的，这个节奏是敲门的
正确方式 ， 你认真听 ， 它似乎在说 ，

‘请—开—门’”。“老余头”又在桌面敲
了一下。 我认真一听，这个声音果真像
说———请开门 。“你以后在敲门的时
候，内心也跟着说‘请开门’，并按照这
个节奏来敲门。 ”末了，他还叮嘱道，那
个敲门方式不仅仅可以用在面试中，
往后工作了在单位里， 也不能因为和
领导同事比较熟，就可以不敲门、不注
意敲门的方式。

同年 3 月，广东一所高中到我们学
校招聘。 我白天有事没能参加，听说招
聘单位晚上借用“老余头”的办公室写
材料， 并且第二天就要回广东了。 于
是， 我赶紧带着就业推荐书央求同学

陪我一起去应聘。 到了办公室门口，同
学伸出手掌准备拍门， 我急忙拉住她
的手，轻声说：“我来敲门”。 于是，我用
有力但又不失温柔的方法敲门，“笃—
笃—笃（请—开—门）”。 这敲门声在安
静的办公楼内很有节奏地响着。 没多
久，里面传来回应：“请进”。

当我们说明来意后，当时负责招聘
的陈校长和黄主任接过我的简历 ，详
细地询问了我的相关情况， 当即与我
签订了就业协议。 在我们准备出门的
时候，陈校长微笑着说：“小韦同学，你
给我的印象非常好， 在还没有看到你
人的时候， 你的敲门声就已经给你加
分了。 我们需要你这样不急不躁，不卑
不亢，懂事又有礼貌的老师。 ”我没想
到一个简单的敲门动作为我赢得了一
份工作。

工作后， 我看过很多人的敲门方
式，却很少会见到“请—开—门”的“余
式 ”敲门法 ，所以每次听到敲门声 ，我
都会想起“老余头 ”；每次听到别人这
样敲门， 我都会急切地想看看敲门的
人，是不是也是一个幸运的人，是不是
咱们“老余头”的学生。（文章有删减）

【作者简介】韦金雨 ，就读于法学
与社会学院 2004 级法学专业， 现任广
西梧州市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曾获全
国司法行政系统先进工作者、 第五届
全国法律援助工作先进个人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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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王晓玲

最忆南师情 伴我前行路

韵雅歌

人们说起青春，总会形容它是意气风发，是齿少气锐，然
而我们有多少的人青春有过“一日看遍长安花”的卓尔不凡，

“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的春风得意？ 在本书中，作者用细
腻温柔的文字给予我们坦然追忆青春的勇气—世界注定要有
抬头仰望星空的时刻，也一定会有低头走路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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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书目：《我爱这星河滚烫的人间》

小桔灯

七秩华章·我与南师的故事

我要写一首诗给您，南师大
这首诗写在清晨的瑞兴楼，
阳光映衬老师上课的脸颊，
温暖，博学。
这首诗写在明秀校区的芒果树下，
春风吹拂起女生读书的秀发，
青春，活力。
这首诗写在武鸣校区的图书馆，
灯光照亮一张张不同的面孔，
勤奋，凝神。
我要写一首诗给您，南师大
春华秋实七十年，
精心耕耘，悉心浇灌。
桃李满枝，硕果飘香。
七十年，一步一个坚实的脚印，
都镌刻着美丽温馨的力量。
七十年，一年一层喜人的发展，
都酝酿成如诗如画的辉煌。

七十年，在漫漫的历史长卷，
时间，只能算是不经意的短暂。
七十年，薪火传承，
奏响艰难创业中激昂的乐章。
七十年，继往开来，
谱写桃李满天下骄人的辉煌。
我要写一首诗给您，南师大
在校庆七十周年之际，
暗暗地把：
对您的祝福，
对您的感谢，
对您的赞美……
都写进我的诗里，
托秋风将此信捎给您。
所有的诗句
都源于七十年的酝酿，
撒落诗句一行行，
写下一首没有结束句的诗篇。

我有一首诗写给您
作者 / 杨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