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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首都同名：一所小学的 70 年

本报记者周勉、白田田

位于湖南省西部的怀化市溆浦县，有着和
其他地方都不一样的端午习俗——— “双端午”：
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的传统端午节在这里被称为
“小端午”，而十天后的五月十五，则是溆浦人更
为看重的“大端午”。

在这十天里，溆浦人也吃粽子、划龙舟，但
都体现出一个“大”字：粽子形如枕头，一个顶十
个。龙舟身长超过 20 米，桨手至少 44 人。为何
如此？因为这饱含着溆浦人对爱国诗人屈原更
深的情义。

“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2000
多年前，屈原曾在溆浦生活游历数年之久，并在
此创作了《涉江》等名篇，当地民间传说屈原在
汨罗投江自沉的噩耗是在十天后传到溆浦，因
此人们将农历五月十五定为“大端午”。

抗英名将郑国鸿、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向警予、《辞海》第一任主编舒新城、历史学家向
达等都是溆浦人。当地人相信，这是受了屈原文
化的影响。因此在县城里，不仅有屈原庙、涉江
楼、橘颂阁和怀屈楼，还有屈原文化广场、屈原
学校、屈原大道。

今年 6 月 16 日，来自溆浦本地的 48 条龙
舟汇集在大江口镇的沅江江面，参加第二届“大
端午龙舟文化节”。“巨龙”游弋，竟让数百米宽
的沅水，显得有些拥挤。

大江口镇地处沅水和溆水交汇处，如遇大
雨，便会看到“沅浊溆清”的美景。江边古镇青瓦相
连，上百幢吊脚楼古韵犹存，屈原求索溆浦，就是
从这里进入。镇上百姓十分尊重屈原，称之为大
士，这是只有神仙才能在湘西地区享有的名号。

记者在现场看到，这里的大龙舟并无龙首，
船尾高高翘起并岔开两支，几十名以自然村落
或同姓宗族为单位的桨手或坐或站或趴，分
布在龙舟的不同位置。已故中国屈原学会常

务理事禹经安先生是溆浦人，他曾向记者详
解过这种大龙舟最标准的分布：除了 40 多名
坐着的桨手外，船头有数名头旗手和桡子手，
中间有一名鼓手、一名锣手、一名唢呐手和一
名腰旗手，后面高高翘起的尾巴上，还站有两
名舵手。传说中，人们着急赶往汨罗江，希望
能第一时间找到屈原的遗体，这是溆浦龙舟
没有龙头的原因。后面岔开两支也是寓意燕
尾，希望能划得比燕子还快。这些都表达了当
地人对屈原的深情。

龙舟既是船，更是舞台。伴随着震耳欲聋、
激情四溢的号子声，头旗手和腰旗手以最大幅
度摆动着身体，用夸张的姿态摇旗呐喊。桡子手
则表演倒立等高难度动作。两名舵手里，也会有
一名“以桨为舞”的舵手在原地不停扭动跳跃。
这种质朴粗犷、将表演与竞技结合的方式，极大

地调动起了岸边数千观众的情绪。
“宁荒一亩田，不输扒龙船”。600 米长的赛

道，龙船逆流而上，速度最快的用时不到 3 分钟
便可划完。最终，来自大江口镇莲花村的“莲花
1 号”获得了竞速赛冠军。“莲花 1 号”领队胡连
能说，“双端午”期间，在外打工的村民即使要付
出来回数千元路费，放弃每天数百元的收入，都
会想尽一切办法回来。参与人数之多、热情之
高，使得有的村甚至能组出 9 支队伍。

“过去，民间自发组织的龙舟赛难免争强斗
狠起冲突，从去年政府接手组织后，通过增加奖
项设置等方式，引导大家在积极参与的同时，摒
除过于彪悍的色彩。”溆浦县文联主席张昌竹
说。而更重要的是，溆浦县正处于脱贫攻坚的
“决胜期”，“龙船精神”也有了新的时代意义。这
项在溆浦有着千年传统、每个乡村都极其重视

的竞技运动，精神实质其实与脱贫攻坚一脉相
承，那就是“团结拼搏、力争上游”。

今年，湖南省级贫困村虎皮溪村龙舟队第
一次参赛，就获得了第 14 名的好成绩。42 岁的
任中军是虎皮溪村龙舟队的“头人”。他说，大家
提前十天就开始备战，每天在龙船上除了练习，
还会互相交流在外打工时的感受、讨论虎皮溪
村未来的发展方向，也希望将划龙船的劲头投
入到家乡建设中。

除了划大龙舟，吃大粽子——— 枕头粽也是
溆浦“双端午”的一大特色。这里的粽子包得跟
古时的长条枕头那般大小。有人说，这是人们希
望用大粽子喂饱水里的鱼虾，好让它们不去损
坏屈原沉入江水中的身躯。

从“小端午”到“大端午”的十天里，溆浦县家
家户户都会保证枕头粽“不断供”，尤其是“大端
午”这天，出门划龙舟的人会特意带上一两个作
为干粮。

包枕头粽的程序并不复杂，将碱水、酱油以
及秘制香料倒入糯米和匀，铺到本地竹叶和笋
叶上，把切成条状的腊肉和鲜肉的混合馅料码
好，再盖一层糯米，最后封口扎紧。“力气小的女
人包不好枕头粽。”莲花村 52 岁的农妇田梅芳
是包枕头粽的好手。她说，一个完美的枕头粽至
少需要 6 根粽绳牢牢捆绑，对手劲儿是个考验。
食用之前，需要蒸煮起码 12 个小时，粽子的香
气才能淋漓尽致地释放。一颗粽子 5 两米 2 两
肉，切断装盘，可供至少四人食用。

田梅芳每年卖出的枕头粽能为自己换来
两万元的纯收入。最好卖时，一天挑一担出门，
不到一小时就售罄。2000 斤糯米、500 斤腊肉
和鲜肉在“双端午”前后二十多天就消耗一空。

卢峰香草地，溆水橘花天。这里的山水草
木，始终浸淫着楚风骚韵。每当龙船鼓响、粽子
飘香，延续千年的“双端午”与深深的屈子情，已
然成为在外打拼的溆浦人浓浓的乡愁。

燕尾龙舟枕头粽，别样溆浦“双端午”

眉豆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

从西北昆仑之巅逶迤而来的
黄河，清咸丰五年(公元 1855
年)在兰考东坝头改道，向北
流入渤海，留下了从河南兰
考、民权到江苏徐州、淮阴一
线 738 公里的黄河故道。

黄河故道的南岸，绵延横
亘着被誉为“水上长城”的黄
河故堤。故堤平均高出堤外
15 米，是一处名副其实的“悬
河”。堤外是万亩良田，种植着
小麦、玉米、棉花、花生、大豆
等农作物，还有一片片的果
园，道路阡陌，绿树成行，花红
果香，林茂粮丰，一派田园风
光。故道北岸则是三万多亩用
来防风护沙的申甘林带。

河南民权县城在故堤南
岸，距故道 8 公里左右。黄河
故道及申甘林带，成了民权
人的后花园，在烈日炎炎的夏天，清清的河水边、
遮天蔽日的树荫下，应该是理想的去处了。

午后，日头的灼热还没有完全消退，便急不
可耐地跨出家门。

从县城的绿洲路一直向北，便可到达黄河故道。

风沙、干旱、盐碱是故乡烙在心底最深刻的
记忆，没想到在这片沙土地上，还有一条大河在
汩汩流淌。

黄河故道的水质很好，始终保持在二类以
上。由于夏季雨水充沛，河水带着少许泥沙，清澈
中有混浊，仿佛在证明它黄河之水的身份。

从黄河故道的南岸向西行驶。岸边青草萋
萋，一群白羊在忙碌地啃食着青草，放羊的老汉
坐在水边，腿放进河里，撩水洗着。

向西行驶三四公里，在马路的尽头，看到有
座通向北岸的桥，桥边还有个卖桃的小摊，于是
下车，开始此行的田间漫步。

卖桃的是对母女，母亲四五十岁，女孩二十
多岁。母亲见我过来，没有忙着叫卖，而是真心实
意地让桃吃，说脆桃、甜桃都有，喜欢吃什么拿什
么。躺在吊床上的女孩见我用手机对她拍照，害
羞地把脸躲在吊床后面。

路对面是她们的桃园，有六十多亩。跟着卖
桃的母亲进入桃园。树上的桃子大小不一。甜桃
大部分已经成熟，呈紫红色，但个头较小。脆桃个
头大，青中带红，这两天才刚刚成熟。

桃园里密不透风，闷热，很快就满头大汗。桃
树下有很多落果，不少还完好无损，丢掉实在可
惜，便捡了起来。

她们说这是摘桃时碰掉的，没长熟，不太甜，
平时就把这些落果和被鸟啄过的桃子送给买桃
的人。

拿着一个青青的落果，下到河边，用浑浑的
河水洗去上面的绒毛，轻轻咬上一口，脆甜。

卖桃的母亲到桃园继续摘桃，我和小姑娘惬
意地躺在摊位两侧的吊床上。舒口气，闭上眼，听
树叶哗哗作响。微风吹来，吊床晃动着，像母亲的
手在轻轻推动摇篮。不知不觉中，很快进入梦乡。

黄河故道的风，可以治愈失眠，可以疗伤，可
以清空世间所有的功名利禄、荣辱得失，让人拥
有片刻的回归。

过两天家中有事，姊妹们都要回来，要了三
十斤桃子做招待。桃子三元一斤，桃园的母亲一
直解释为什么比市场贵。母女俩的质朴与善良，
有些久违的感觉。

桥下，三两个老人在钓鱼。问他们收获怎样，
他们笑着说不错。走过去，看桶里什么也没有。一
位老人把鱼钩拉上来，只钩上来一棵草。老人说：
这几天水流急，总是钓着草。

其实他们钓的不是鱼，而是快乐。

走到桥上，看西边的落日，还有看似平静却
湍急的河水。蓝蓝的天、大片的云彩、在云层时隐
时现的夕阳、两岸茂盛的芦苇和青草，全倒映在
河水中，构成一幅完美的画面。有些得意，用手机
也能拍出大片的感觉。

黄河故道的北岸，是茂密的树林和刚刚收割
之后的麦田。在广袤的田野间，有些正在播种的
老人和妇女。

一行行麦茬之间，长出了嫩绿的玉米苗和开
了黄花的花生。一对有七八十岁、满头白发的老
人，一人锄地、一人放种子，配合默契地补种着什
么。想过去帮忙，他们笑了，说正巧种子点完了，
准备回家。

不远处有位老人在补种花生。他用的农具先
进一点，是个独轮的小耧，前面一个小轮子，后面
是一个齿的犁耙，上面有个漏斗。向前推一下，向
漏斗里放两三颗花生，反反复复，动作连贯、娴
熟。

没见过这种农具，很好奇，想试试，老人却教
怎么摆姿势。我笑了，说：不仅仅是为了拍照，是
真要干活。他开朗地说：本来也忙完了，不用点
了，再找一垄让你试试。在老人的指点下，很快掌
握了要领。他说这农具也落后了，有种农具不用
自己点，推过去就直接种上了。

田间的大葱长得郁郁葱葱，一位老妇人背着
药桶打药。楝树苗圃地里，两个中年妇女和一个
二十来岁的小伙子正用锄头除草。泡桐苗圃地
里，两个三四十岁的女子在补种红薯秧，一位男
子收拾着塑料管子准备浇地。一片西瓜地里，西
瓜秧长了一米多长，但还没有开花，更看不到小
小的西瓜蛋儿。

在一棵大泡桐树旁边，有几间临时房屋，院
子里堆满了刚收割的大蒜。泡桐树下，一群小鸡
在麦茬间欢快地觅食。这时它们可有的吃，落在
地上的麦粒是它们吃不完的美食。

麦罢的黄土地依然生机勃勃。

一两公里之外有个村庄。在绿树的掩映下，
村里的房屋显得宁静、祥和。村里的路灯已经亮
了起来，发出橘红色的光，温暖如梦。通往村庄的
水泥路笔直、整洁，道路两旁栽着梧桐树，树间种
着各种花草，开着各色小花，花草间有许多五彩
缤纷的蝴蝶在蹁跹起舞。这，也许就是梦里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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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原乡乡

本报记者赵琬微、乌梦达

在距离天安门 3 . 5 公里的地方，有一所与
共和国同龄的学校。建校于 1949 年的北京小
学，是唯一一所以“北京”命名的小学。牵动几代
人记忆的“让我们荡起双桨”，也曾在北京小学
采风拍摄。

如今，这所小学已经发展成为一所拥有 10
个分校，丰富文化内涵的教育集团。70 年来，这
所与祖国发展同呼吸、共命运的学校，向一代代
少年儿童传递“脚踏实地做事、顶天立地做人”
的箴言。

在校本部，修建于上世纪 90 年代的校舍，
已经略显陈旧，一进门映入眼帘的“血色长城”
浮雕，将人们带到那个革命年代……

在祖国的庇护下茁壮成长

蓝天高，硝烟散，五星红旗插云端。辞别黄
河太行，远离哺育我的家乡。集合在可爱的学
校，希望的摇篮。为了建设新中国，学习，劳动，
锻炼！北京小学，北京小学，你和新中国一起诞
生，你和伟大首都同名，多么幸福，多么自豪，多
么光荣！

这首名为《希望的摇篮》的老校歌，记述了
北京小学的革命基因。

“北京小学第一任校长张廉云，是著名抗日
爱国将领张自忠将军的女儿。1949 年新中国成
立前夕，一些干部的子女从革命老区进入北京。
这些子女年龄从四五岁到 20 多岁都有，教育程
度也参差不齐。”北京小学校长李明新说。当时
人们全力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许多干部还
要北上南下，无暇照顾子女。北京市委、市政府
成立了一所公立寄宿制小学——— 北京小学。所
有师生都寄宿在学校，支持学生的父母投身新
北京和新中国的建设。

1981 年在北京小学任教的音乐老师朱晓
茹当时参与这首校歌的创作，今年 74 岁的她回
忆起创作经历，依旧感到心潮澎湃：“在创作时，
我们抓住两个关键词，与新中国同龄，与首都北
京同名。”

“1954年 10月 1日国庆的时候，我参加了天
安门庆典，我站在天安门两侧，是一名光荣的护
旗手。游行队伍走过后，我们呼叫着、奔跑着冲向
金水桥，毛主席微笑着向我们招手，我们感到非
常激动。”在不久前参加北京小学“国旗下的讲话”
活动时，她讲述了自己的童年经历与创作老校歌

的感慨。
她向台下整齐列队聆听的千余名学生说：

“延安保育院的孩子没有我们这么幸福。我们的
老校长伍真同志曾经和警卫员、炊事员一起把
孩子放在箩筐里、马背上跟着队伍前进，有的战
士为了保护孩子还付出了生命。”她说，这首歌
描述了新中国成立后，来自各地的孩子们如同
兄弟姐妹一般，团结在党的身边。

“学校里有一个涌泉池，有涌泉相报的意
思。寓意回报父母、回报社会、回报祖国。”18 岁
的王蔓卿曾在这里度过童年时光，她说，参加升
国旗仪式是每个星期最为庄重、严肃的时刻，国
旗下讲话的每个细节都充满仪式感，让她对国
旗、国歌始终有敬畏的感觉，并坚信每一代青年
人都要不忘历史，始终胸怀祖国，坚守信仰。

至今，北京小学每周一的升旗仪式，都有出
党、团、队旗的特别仪式，都有面向国旗的全体
宣誓，都有青年党员教师的国旗下讲话。坚守初
心，红色教育，扎根在北京小学学生的心中。

在园丁的栽培下巨木成林

北京小学的前身虽然是干部子弟寄宿制小
学，但实际上，在这里上学的不仅有干部子弟，
还有附近槐柏树街、下斜街、胜利巷等胡同居民
的子女。“家长的差异很大，从市领导的子女到
普通劳动者的子女都有。”在学校工作 30 多年

的老教师姜云回忆，学校对两类孩子也是一视
同仁，从未有过分班或者区别对待。当时整个社
会条件都很艰苦，孩子们住校以后，也看不出来
什么区别。

有一个男孩子，他在学校读书时与同学凑
钱买了一个足球。放学后就飞速冲出教室，到操
场上占球门。这个孩子叫张路，后来成为我国家
喻户晓的足球评论员。他回忆踢足球带给他的
快乐时光：“1963 年成立了校队，我是守门员，
与附近的牛街小学、下斜街小学踢了两场比赛。
小学毕业的时候，学校的张老师对我说，‘先农
坛体育学校招人，你要不要去？’我就去练了田
径，后来改练足球，从此就走上了足球道路。”

小时候“抢球门”的经历，给他带来了启发。
2015 年，张路指导创制了“5 人制小足球”，让一
个大操场可以同时容纳 120 个人练球，破解了
校园场地不足的问题。通过自己的母校北京小
学试点，这项“5 人制小足球”推广到全北京市
116 所学校，3 万名孩子参加。“足球教育应该
是一种全员教育，为广大孩子服务。”张路说。

毕业几十年，张路依然与母校师生保持着
联系。他始终觉得，这里很朴实、沉稳、宽厚的气
氛，带给他快乐的童年和始终向上的力量。“我
喜欢这里没有浮躁之气，没有处处拔尖的感
觉。”他说，现在有不少名校和家长，对教育持有
“精英”观念，什么都要拔尖热闹，而北京小学比
较平和。

面向全员而非“尖子”的教育，是北京小学
多年来的坚守。

“做最好的自己”，是北京小学近年来对学生
提出的成长目标。北京小学副校长刘希玲说，这
也体现在学校给予的最高荣誉“年度荣誉奖”上，
分为文学艺术、体育竞赛、科学创造、自主钻研、
劳动与公益等不同方面，不仅是学业成绩，学生
在任何一个方面追求卓越都会受到隆重褒奖。

毕业生张正宸回忆，自己从小热爱钢琴，
但小时候没有走专业院校的道路。“在北京小学
读书的时候，学校组织参加‘红军长征 70 周年’
大型晚会演出，排练时候很辛苦，老师教育我
们要坚持，才能收获舞台上的辉煌。”他说。无论
学业多忙，他都没有放弃练琴，后来终于走上
专业道路，现在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

让每个孩子得到全面发展，是教育者的追
求。一位舞蹈团成员回忆，小的时候，因为没当
领舞，没精打采。老师耐心地解释每一个位置
的重要性，要认真对待每个角色。后来通过公
平竞争，她成了领舞，这个经历彻底改变了她。
“还在懵懂中的我们，会有很多迷惑，很多错误。
老师的细心呵护，保我们平安成长。感谢有这
样的老师，这样的校园。”她说。

在对教育进步的信仰中前进

有一位中年人，每天早上 6 点多在学校的
办公室吊嗓子。他的同事说，也许是希望用自己
的行动告诉师生什么叫“坚持”。经过若干年的努
力，他已经成为“炉火纯青”的票友。这个人是已
经在这所学校工作 30 多年的校长李明新。

上世纪 80 年代，李明新来到北京小学实
习，担任语文老师、班主任。“当时北京小学只有
20 多个班，教学楼主要是二层的工字楼。随着国
家的繁荣发展，学校也不断发展壮大，教育理
念、课程资源、教师素质也完全今非昔比。”他说，
“现在学校有 69 个教学班。不仅有本部，还有多
个校区、并在西城区率先成立了教育集团，在北
京多个区，还有贵阳共建了 10 个分校。”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教师从过去的“经验
型”变为“研究型”。不再照着课本简单地传授知
识，而是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课程体系。在学校
管理方面，形成了“自主型、民主型、学术型”的
管理文化。近年来，学校、家庭已经成为教育协
同发展的“联合体”，家长对教育的参与度越来
越高，对教育者提出了新的要求。

近年来，北京小学在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
展过程中发挥了示范引领作用，成为名校集团
办学的标杆之一。2011 年后，在北京西城、房
山、大兴、通州、丰台多所分校传播学校的教育
思想、管理理念与办学经验，共享优质教育资
源。

“用均衡方式实现教育公平，我们不能只停
留在机会公平上，更应该重视过程的公平。”李明
新说，公办学校的集团办学从新生事物发展到
今天，已经被越来越多实践所认可。名校办分校
不是“浓茶变淡茶”，而是通过搭建机制平台，向
更多学校不断添加“新茶”，让集团成员校成为
“多味茶”。相信教育会不断进步，高质量的均衡
一定会受到家长和学生的真正欢迎。北京小学
的发展正是祖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湖南省怀化市溆浦县传统龙船赛。新华社发(薛宇舸摄)

▲ 1965 年，北京小学教师们与二（2）班学生合影。 北京小学供图

建校于 1 9 4 9 年
的 北 京 小 学 ，与 新 中
国 同 龄 ，也 是 唯 一 一
所以“北京”命名的小
学 。牵 动 几 代 人 记 忆
的“让我们荡起双桨”，
也曾在北京小学采风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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