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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刘梦妮

　　直到单位要求进门必扫健康宝，
“80 后”顾晓军才不得不开始使用智
能手机。
　　然而，他很快便解锁了智能手机
的“妙用”——— 读书。
　　顾晓军之前上下班习惯在地铁上
看书，现在终于不用在拥挤中遭遇不
便与尴尬。掏出手机就能轻松阅读，他
甚至把古希腊语教材也存进了手机。
　　聊起这些，顾晓军言语间带着兴奋：

“说实话，在地铁上看书，总觉得太显眼，
现在我也刷手机，就跟大家一样了。”
　　不过，顾晓军依然固执地坚持不
碰社交软件，包括微信。“看书和学习
都需要长时间的专注，微信随时有可
能打断你，多浪费时间啊。生命太有限
了，经不得这样浪费。”
　　顾晓军是中国国家图书馆（以下
简称“国图”）的一名图书管理员，多
年来，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图书馆
的生活始终简单纯粹，他得暇能在这
安静的一隅做着自己喜欢的事：学了
十几种语言，读了许多中西方古典文
献，“在自为的环境中任意畅游”。
　　 2022 年初，纪录片《但是还有书
籍》第二季播出，其中讲述了顾晓军在
国图的工作，以及他带有传奇色彩的学
习故事。有人称他为国图“扫地僧”，寓
意具有极高技艺却深藏不露，更多人则
被他言谈举止中流露出的温柔与平和
所感染：“好温柔好赤诚的一个爱书人”

“完美诠释了腹有诗书气自华”……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微微卷曲的头发，戴着金属框眼
镜，和善内敛的眼神，地地道道的京
腔，近日，记者在国图见到顾晓军，他
的日常工作普通而琐碎，帮读者找需
要的书，新书上架，整理书架，解答读
者各种提问，比如押金怎么缴，厕所在
哪边，哪里有饮用水……但一有空闲，
他就埋首于那本《游叙弗伦 申辩
克力同 斐多》，这是一本希英对照的

柏拉图对话集，一边是古希腊语原文，
一边是英语译文。
　　这本书是春节后上架的，“我节后
上班看到，特别惊喜，你知道吗？我觉
得这简直是给我准备的新年礼物！”顾
晓军有些激动，“我可以先好好琢磨古
希腊语原文，再看旁边的英语，以此来
求证自己的感觉。”
　　除了这本柏拉图对话集，顾晓军
的桌上还有一本罗念生、水建馥编写
的《古希腊语汉语词典》，原本深绿色
的封面已被翻得发白，还有一本德语
小说《荒凉屋》。这两本书是顾晓军自
己的。他拿起那本德语小说对记者说：

“古希腊语学累了，想换换脑子我就看
这些书，特别享受。”
　　即使被定位为“换脑子”，《荒凉
屋》的字里行间仍布满他的笔迹，那是
顾晓军手注的德语或英语注释。
　　 2003 年，顾晓军从首都师范大
学历史系毕业，大学时就喜欢阅读历
史文献的他，因为保研和考研的失利，
有过一段短暂的迷茫期。后来他干过
销售，“主要是卖旅游路线”，还在北京
奥组委工作过一段时间。无论工作多
忙多累，他都会挤出时间学外语和阅
读历史文献。他对语言和中西方古典
文化的爱从未止息。
　　 2009 年 1 月，顾晓军来到国图，
这里能接触到各类原典和学习资料，
也有相对宽松、自在的环境。在国图的
13 年，工作之余他学习了十几种语
言。聊起过去，他深有感触地说，虽然
有过挫折，但那些挫折反而成了一种
契机，成就了自己现在的人生状态，

“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我很满足”。
　　在北京，国图图书管理员的收入不
算高，不过这对顾晓军来说不是问题，

“除了普通的吃穿，我没什么花费”。
　　“学语言最需要什么？耗功夫！”在
顾晓军看来，如果自己的工作像白领那
般紧张忙碌，那很多学习计划就无从谈
起了。即使在大学或研究机构，也可能
因为需要发论文、评职称而感觉到压
力，他说他不愿意丢掉做学问的初心。
　　纪录片播出后，顾晓军在网上

“热”了起来，但他的生活与阅读一如
既往。他不喜欢“网红”的感觉，更不
喜欢被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即使
你在一瞬间得到爆发性的关注，又有
什么意义呢？事后没有任何痕迹对不
对？我觉得一个人，是怎样就是怎样，
无论别人是捧你还是贬你，这些外界
的东西对你本身没有意义。”

“学语言真的很开心”

　　纪录片中有一个细节打动了无
数人。
　　“当一个民族沦为奴隶时，只要好
好保存了自己的语言，就如同掌握了
开启监狱的钥匙……”这是都德《最后
一课》中的一段话。顾晓军在镜头前用
法语朗读了这段话后，没能抑制住自
己的感情，流下了泪水。
　　时隔一年，谈起自己在镜头前的
情绪失控，顾晓军也说不清楚自己当
时为何潸然泪下，“也许这就是对语言
的感情吧”。
　　在国图，顾晓军自学了多种语言，从
相对常见的德语、法语、俄语、意大利语、
日语、韩语，到顾晓军形容为“有些野路
子”的波斯语、印地语、阿拉伯语，再到格
外小众的梵文、拉丁语、古希腊语。
　　“文字有一种美。”顾晓军笃定地
说，“对我来说，学语言、阅读原典真
的很开心。”
　　目前顾晓军投入时间最多的是古
希腊语，他学习这门深奥且小众的语
言，契机很有意思，也特别富有个人色
彩。“我当时正在学拉丁语，因为我特
喜欢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他的作品
是拉丁语的典范。据说那时很多人都
写过西塞罗的传记，但流传到今天的
就只剩下一篇了。”
　　这篇唯一的《西塞罗传》是古罗马
传记作家普罗塔克用古希腊语写的，
如今已翻译成中文出版，收入《希腊罗
马名人传》中。但顾晓军并不满足，他
想看原典。
　　“我当时很郁闷，因为这篇西塞罗
的传记不是用拉丁语写的。西塞罗自

己的作品是拉丁语的典范啊，可他的
传记却是用古希腊语写的。但也没办
法，我还是认真把它看下来了，也从那
时开始，我就转向古希腊语了。”顾晓
军回忆道。
　　顾晓军特别喜欢这篇古希腊语的

《西塞罗传》，他乐此不疲地反复抄写，
“每个段落我都抄了不下 50 遍”。
　　如今，顾晓军已经被古希腊语的典
雅深深吸引，“它每个词的变化非常多，
一个动词的基本变化可能就有上百个，
一个名词的基本变化也有几十个”。
　　“这么复杂，会显得这种语言很
不经济。但是一旦你进入到这个氛
围中，就会发现它能表达很多微妙
的东西，这种微妙，不要说中文和英
语，甚至连拉丁语都表现不了。”顾
晓军细说着古希腊语的美妙之处，
脸上露出陶醉的神情。

诗与远方

　　在顾晓军眼里，图书馆就是诗
和远方。“诗是一种理想中的状态，
是一种形而上的东西，而远方是现

实中的远方。图书馆有书，你精神上
无法超越的，可以通过书看看人家
是怎么超越的。你空间上到不了的
地方，你也可以找本书看看，从书中
有所获得。”
　　“诗和远方，在图书馆都可以找
到，只要你想找。”顾晓军说。
　　要把读者带向诗和远方，对于顾
晓军这样的国图人来说，所做的通常
是一些非常基础、琐碎的工作。但顾晓
军能做的，似乎又更多一些。
　　曾经有读者专程来国图感谢顾晓
军，感谢他给自己的“指点和激励”，
让自己通过了一门考试，这一幕正好
被《但是还有书籍》第二季记录下来。
　　顾晓军说，这位读者是一名中医，
2019 年准备博士考试时，常常来国图
复习。对当时的他来说，专业英语是考
博最大的拦路虎。有一天清场的时候，
顾晓军上前跟他聊了聊。回忆到这里，
顾晓军有些不好意思，“我当时有些

‘大言不惭’，就说英语到底难在哪儿？
那时我正好在学梵文，就给他看了梵
文的书，又给他念了一些短句。”
　　说起这样简单的交流带给那位读

者的帮助，顾晓军觉得“实在太玄幻
了”。“我真没想到会对他有启发，更
没想到他会特意来国图感谢我。”
　　除了通过交流帮到读者，顾
晓军特有的气质与风格也在无形
中感染着读者，跟他有过接触的
网友回忆：“之前在国图有幸和顾
晓军先生聊过几句，为其醉心学
术的热忱和坚定、辽远的思想打
动。斯人如玉……温润而清隐地
照着一些同在真理和知识的世界
里，上下求索的赶路人。”
　　对顾晓军来说，“平时跟读者交
流也好，在图书馆的各种工作也好，
归根结底是什么？就是要做到让每
个读者都有其书。”他在日常的琐碎
中，发掘了更多工作本身的意义。
　　下午 5 点，国图开始清场，完成
了一天工作的顾晓军随着人流进入
地铁。拥挤的车厢里，他如周围人一
样，眼睛盯着手机屏幕，只是他看的，
是需要一遍遍反复琢磨的古希腊语。
　　这一行行对普通人来说宛如
天书的文字里，有着他心中的诗与
远方。

本报记者郑梦雨

　　阳光穿过春日竹海，温柔地铺在
小学操场上。男孩女孩站成一排，弯下
腰，在老师们的帮助下洗头发。泡沫在
阳光下折射出七彩颜色，微风拂过，操
场上荡起阵阵清香……
　　这像是一个长焦暖调的慢镜头。
而眼前的场景，就好像一帧电影画面，
定格在 26 岁教师单佳敏的脑海中。
　　两年前，刚毕业的她来到四明山
麓，成为浙江省余姚市鹿亭乡中心小学
12 名教师中的一员。在这所山村小学，
六个年级，如今一共只有 22 名学生。
　　在这种近乎“奢侈”的师生比例
下，一个个孤单的“留守少年”，在校园
中被爱浇灌，让勇气生长。

空荡校舍

　　“刚来到这里的第一感受就是空
气真好。学校好大，设施条件也好。”单
佳敏说，“但是学生很少，开始时觉得
失落，找不到成就感。”
　　这所学校有 70 多年的历史。几
经合并后，它成为全乡唯一一所学校。
10 余年前，800 多名学生曾让这所老
牌学校热闹非凡。四层教学楼，12 间
教室，行政楼、图书室、寝室、食堂俱
全 ，加 上 操 场 ，面 积 大 约 9 8 0 0 平
方米。
　 　 现 在 ，学 生 变 少 ，显 得 学 校 更
大了。
　　大班式教学不再适用。去年开始，
除语文、数学、英语和科学课，其他学
科均实行合班教学。
　　今年开学后，一年级只剩下一名
学生。空空的大教室里仅摆放了一张
椅子，一只小书包歪挂在上面。
　　竹海也化作教室。四明山一带盛
产毛竹，除了学习课本知识外，学校就
地取材，教学生们了解竹文化，制作竹
风铃，跳竹子舞。
　　清晨 6 时 50 分，学校的起床音
乐把大山叫醒。美术课上，兼课教师正
给所有孩子播放纪录片《小小少年》。
每天，课堂日程之余还有拓展内容。夜

晚，大部分孩子寄宿在此。
　　学校 12 名现任教师的平均年龄
是 32 岁。鲁双映是这所学校的“ 90
后”校长。
　　 7 年前，鲁双映通过考编从城市
回到家乡附近的山村小学。她的父亲
也曾是一名山区教师。自小跟父亲住
学校宿舍，在操场上长大，山区学校如
今带给她的仍是亲切可爱。
　　她也深知这些被留在原地的孩子
们的无奈。一次进城参加集体朗诵比
赛，她在台下看到了孩子们眼中的胆
怯，“眼神中没有光了”。童言无忌的城
市学生指着他们说“这些人是山里来
的”，敏感的孩子们流露出慌张，让她
感到“深深被刺痛”。
　　不能让他们成为自卑、被遗忘的
人，要为留在原地的孩子办好家门口
的教育，用爱和温暖带给他们成长的
勇气——— 这是这群老师与学生之间故
事的肇始。

“问题少年”

　　留在这里的 22 名学生中，19 名
是留守儿童，大部分都曾是“难缠”的

“问题少年”。
　　鲁双映说，带这群孩子，感觉“每
天心都拴在裤腰带上”。她也和学生们
一样，连日睡在学校宿舍。
　　长期缺少家长的陪伴和管教，不
少孩子们的性格中不免有偏执、狂野
的一面。鲁双映回忆道，最初接触他
们，很多孩子成绩差，家庭背景不好，
习惯通过打架发泄情绪。
　　从城市学校来此支教的骨干教师
杜珍琪也在逐渐适应这里。一次主题演
讲，她跟孩子们说要“感恩父母”，说罢
心里便“咯噔”了一下——— 学生中的一
些人已经很久没见过自己的父母了。
　　学校组织运动会，平时活泼好动
的孩子却扭捏不愿参加。老师家访时，
孩子终于说出了原因：“家里没有适合
的鞋。”
　　家人不在身边，村子里也没有其
他小孩，连篮球都没气了，学生们无奈
坦言“不玩手机我还能干嘛”。

　　数次家访后，老师对学生有了更
多了解，学生对老师有了更多信任。杜
珍琪开始调整教学方式——— 平时说话
要更谨慎，面对学生要更温暖。
　　有几节课，杜珍琪格外重视：三年
级课文《掌声》，讲述躲在角落的残疾
女孩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收获掌声，从
而走出困境，面对生活；五年级课文

《父爱之舟》，有学生在课堂中坦言父
母对他们“是一种伤害”，但决心正视
心里的缺憾，学会鼓起勇气。
　　面对作文题目，缺乏生活经验的学
生们不知如何动笔，老师们只能创造场
景，带他们做月饼、包艾饺、编竹篮。
　　生活中，老师们教年纪小的孩子
洗红领巾、整理内务。高年级女孩面临
身体发育，单佳敏会给她们上生理课，
买生理用品和内衣。山区冷，孩子们家
里没有好的浴室条件，女孩们的长发
在冬天会打绺，单佳敏便会在劳动课
上带他们去太阳下洗头，再一个个吹
干，给女孩编辫子。那一刻，师生都很
开心。
　　“这些孩子很单纯。虽然缺少关
爱，但都具备健全的人格。生活中缺失
的部分，他们可以在学校找到。”鲁双
映说，他们的世界很简单，所以更加容
易知足、懂得感恩。

双向的爱

　　两年前，在余姚市兰江小学工作
的资深教师杜珍琪，曾通过互联网教
学与结对学校鹿亭乡中心小学有过合
作。“那时感觉学生很有礼貌，老师友
好互助，团结又有冲劲。”
　　来到这里支教后，她把对教育的
理念进行更充分的验证。她所带的年
级，只有 3 名学生，每堂课她都跟他
们坐在一起，倾听每个人的发言，常常
从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中收获惊喜。
　　在这里，“关注每一个学生的成
长”不再是一句口号或一个愿景，而是
时刻都在发生的现实。学校举行大队
委员竞选，有位学生只能考 10 分，但
为人温暖，品行端正，依然取得了大家
的支持和信任，“每个人都有实现心愿
的可能”。
　　杜珍琪决定投入更多耐心：面对
学生，每天至少表扬一次、逗笑一次；
批改作业不打叉号、只打对勾；称呼他
们为“宝贝”或者小名。孩子们最初听
到时往往出乎意料——— 在他们此前的
成长经验中，几乎从未被叫过“宝贝”。
　　虽然家庭不能选择，但在学校，他
们被当作“宝贝”，被老师们疼爱、呵

护，“让他们的六年在温暖中成长，出
去后才能有面对风雨的勇气”。
　　学生们的淳朴善良、乐于助人、纯
真快乐，也源源不断地带给老师们丰
富的回馈。时常有毕业生回到学校探
望老师。事实上，不仅是学生离不开老
师，老师也离不开学生。“在这个过程
中，我们也感受到被依赖，我们也确认
了自己存在的意义。”杜珍琪说。
　　二年级男孩小贞叉着腰，个头小
小的，总要被哥哥姐姐照顾，现在学会
了自己洗衣服。四年级女孩一琳不知
道自己的妈妈在哪，觉得一个人的课
堂虽然孤单，但是谢谢老师们教她学
习，以后想当一个画家。
　　三年级男孩学栋说：“我之前总是
和老师吵架，但我现在变得更乖了。”
六年级男孩阿荣目光灵动，喜欢看书，
有点害羞，他说：“老师们对我特别好，
如果没来上学我会比较受欺负。”他希
望以后“做一个普通人”。
　　记者问鲁双映校长：等到六个年
级的学生全部毕业，你想过这里的未
来吗？
　　她说，“我希望他们都能走出去，
成为一个独立的人。我们能做的就是
带好这 22 个学生，甚至以后更少的
学生。”（文中孩子姓名均为化名）

国国家家图图书书馆馆里的“扫地僧”

▲顾晓军在国图。来源：《但是还有书籍》纪录片截图

山山村村““放放牛牛班班””的的老老师师们们
　　（上接 1 版）“名气越来越大，
销量越来越好。这两年，几乎全年
无休不停工。”张新勤说。从年销售
5 万只到月销售 50 万只，从季节
销售到全年销售，从主动找销路到
顾客排队上门买，一个个粽子经过
20 多道传统工序的加工煮制，从
前青塘村发往全国各地。
　　粽子产业的良好发展势头，吸
引了很多在外打工的村民回村办厂
或成立家庭作坊，粽子厂的工人“摇
身一变”自己当起了老板。一时间，全
村粽子加工作坊遍地开花。
　　“乡村要振兴，产业要做大。”前
青塘村党支部书记张新文说。为实
现巩固脱贫成果上台阶、乡村振兴
开新局，山西省今年选择具有一定
基础和发展潜力的县、乡、村，先行
开展乡村振兴示范创建。前青塘村
被列入乡村振兴示范村创建单位，
现在家家户户发展粽子产业的劲头
更足了。2021 年，新建成青塘村粽
子产业园，日加工粽子规模达 15
万只，就地解决了村里 170 多名劳
动力就业。今年全村预计可加工销
售 3000 万只粽子，产值可突破
8000 万元，预计比去年增加 3000
万元。
　　“粽子产业园投产不到几天，就
接到北京、上海、天津、内蒙古等地
客户的 300 万只粽子订单，其中
30% 来自网络平台。”张新文说。
　　这几年，青塘粽子从过去的节
令食品，变成一年四季不愁卖的美
食，村民们靠着小小的粽子改变了
命运。在村里的粽子加工厂，53 岁
的村民王金莲动作麻利，包好一个
粽子仅仅需要 15 秒。“现在每个月
能挣五六千元。”她说，在家门口打
工，挣钱不少，还方便照顾家里。
　　小粽子带动前青塘村一二三产
业全面发展，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如今，村里发展起百亩鱼塘、水上乐
园、农家乐、红色旅游等新兴产业，吸
引了不少游客。2021 年，前青塘村旅
游收入达到 600 万元，村集体经济
收入首次突破百万元达到 128 万元，
村民人均收入也突破万元大关。
　　“我们要持续发力，把前青塘村
打造成吕梁山上的美丽宜居村和产
业强村，让村民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说起村里的发展目标，张新文
信心满满。     （记者柴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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