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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之间，我在学校图书
馆工作，已经将近 36 个春
秋。今生我与学校图书馆有
缘，犹如一颗种子，在这片特
别的土壤里生根、发芽、开花、
结果。1988年，19岁中师毕
业的我，怀揣着对阅读的喜
爱，毅然选择了留校在图书馆
工作。我认真学习登记、上
架、借还、征订、装订等基本技
能，业余时间则一边进行学历
进修，一边参加了图书情报培训
班。通过培训，我不仅学会了图
书分类、图书著录等实操性很强
的专业技能，也从理论上了解了
《图书馆学概论》《藏书建设》
《读者服务工作》等专业知
识。实现了由图书馆小白，到
专业图书馆员的华丽蜕变。
1997年春，我撰写的论文《抓
素质教育，促图书馆工作》获得
了江苏省第二届中等学校图
书馆学术研讨会论文三等
奖。这次获奖，激发了我对图
书馆学术研究的兴趣。通过
学习研究，我不仅学会了撰写
论文和课题研究的基本方法，
并在《中小学图书情报世界》和
《图书馆杂志》等杂志上发表了
论文，获得了国家、省、市级的
奖项。2000年，我被破格评
上了中级职称——馆员。

2001年春节刚过，因师
范教育改革，我无奈之下主动
借调到了无锡市区的一所初
中教语文。在这一学期的语
文教学中，我兢兢业业，所带

的两个班级期中、期末考试均
取得了名列前茅的好成绩，受
到了校领导的表扬。但是，我
非常想念工作了12年的图书
馆工作。我偶然听说原来的
无锡二中图书馆非常缺专业
人员，就毫不犹豫地带了简
历，来到二中找到了从未谋面
的陈校长提交了应聘材料。
顺利通过盛馆长的面试后，我
于2001年8月调到了无锡市
二中，即现在的无锡市辅仁高
级中学图书馆。从2001年到
2017年这十七年，一路走来
虽然风雨兼程，但这是我图书
馆学术研究的提升时期。

工作期间，我曾作为第一
主持人申报了无锡市教育科
学规划课题——《基于数据的
高中生课外拓展阅读指导研
究》。通过调查，我们基本了
解了重点中学高中生的基本
阅读样态和阅读中存在的问
题，并采取了有针对性的阅读
指导策略。

学以致用，把所学到的专
业知识、研究的理论成果灵活
应用到工作中，是我坚守的理
念。我充分利用2021年刚刚
进行过科学的空间再造的辅
仁高中钟书图书馆，带领本馆
老师一起，开展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深受学生喜爱的阅读
推广活动。如组织学生观看
名著改编的电影，邀请专家学
者进校园做好书导读，将优秀
毕业生的阅读案例进行分享，

定期进行好书推荐，利用节假
日开展迎新联欢会、读书沙
龙、迎新年书法比赛、“书海淘
宝”等活动。通过这些读书活
动，辅仁学子的阅读兴趣空前
高涨。2023年荣登辅仁高中
借阅排行榜第一名的沈同学，
一年自主借阅图书高达248
册；2023年自主借阅图书100
册以上的学生达到了6人之
多。2023年自主借阅图书达
30 本以上的学生接近 100
人。我们把他们和每个年级
100名左右的学生图书管理
员培养成了一批批爱阅读的
读书种子，让他们影响并带领
周边的同学一起进行阅读。

工作的同时，个人也取得
了可喜的成绩。2018年，我
被评为“无锡市优秀图书管理
员”；2023年11月，我又被江
苏省文旅厅评为副研究馆员。

2024 年世界读书日前
夕，我应无锡教育电视台“无
锡教育报道”栏目邀请，做了
有关青少年阅读的近20分钟
的专访，获得了很好的社会反
响，也让我真切体会到作为学
校图书馆普通一员的使命感、
成就感和幸福感。

职业生涯总有结束的时
候，但我将不忘初心，为无锡
青少年的阅读，乃至全民阅读
做出应有的贡献。中学图书
馆与我结缘具有很强的偶然
性，但一日结缘，就成为了我
一生的情缘！

经常会想起乡下的老屋，尤其是屋前的那
个小花园。

母亲18岁从城里下嫁到农村，除了所谓的
爱情，没有什么东西能让她开心。直到因祸得
福从天上掉下个小花园，才让她的脸上有了灿
烂的笑容。这时，她已是生了六个孩子的光荣
妈妈了。

老屋的东隔壁有兄弟俩，经济条件一般，却
都生得一表人才。二弟刚刚当兵退伍回来，和
对门裁缝店的小裁缝一见钟情。老裁缝嫌他家
里底子薄，瞧不上这个没穿上四个兜的“小八拉
子”。

有一天，老裁缝刁兮兮对二弟说：“没有事
少来转发转发，有本事么去搞点砖头来，在后门
头造个厕所，省得小丫(小裁缝乳名)每天出去倒
马桶。”那时候穷，窑上的青砖烧好了都运到城
里去造高楼，乡下人搭个厕所基本都用石块或
土坯，二弟却偏说要用青砖。满街去找，哪里会
有呢，除非去拆新中国成立前地主家的房子。
眼看牛皮要吹破，竟发现我家老屋门前的阴沟
都是用清一色的上好青砖铺设的。为了抱得美
人归，兄弟俩挑了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爬出来
撬阴沟，把下水道里面的砖头挖出来，堆在了裁
缝店的后门口。

没想到，厕所还没动工，黄梅天就来了。几
场雨下来，被挖掉了砖头的阴沟很快就被堵塞，
老屋门前像开了条河，雨水淹到了膝盖上。我
家的老屋是土改时分到的地主家正厅，地势很
高当然没事，前面临街的店铺吃不消了，都进了
水。裁缝店那里地势低洼，雨水一股脑儿从后
门口倒灌进去，老裁缝急得脚脚跳。一想还是
自己叫人作的孽，急火攻心，大病一场。

父亲看不过去，掏钱重修了下水道。老裁
缝跳出来提议，在我家老屋与东隔壁之间的晒
场中间垒堵墙，以示老死不相往来。我家顺水
推舟，在隔墙的西边又拦了一道篱笆，竟然多出
了一个小花园。

从此，母亲在小花园里忙碌着，成了真正的
园丁。一有空就在那里笨手笨脚地栽树种花，
脸上充满了期待。难得回家的父亲默默地靠在
门框上抽烟，要等母亲蹦蹦跳跳像个孩子一样
离去，才走过来朝掌心吐口唾沫，搓搓手，拾起
扔在地上的锄头，把被母亲垦得坑坑洼洼的园
地整平。第二天早上，母亲一脸灿烂，向我们炫
耀她的“丰功伟绩”。大家心知肚明，母亲的农
技其实是家里最差的，却任她吹嘘。

我的兄弟姐妹们也多了一个玩耍的好去
处，在小花园里斗蟋蟀、捉迷藏，单调的生活里
顿时有了光彩。放学后，几个要好的小伙伴总
要到小花园里打弹子，下军棋。一副“四角大
战”只能四个人玩，我就把棋盘画成“六角大
战”，人多玩起来更带劲。小花园里，母亲种的
牡丹粉嘟嘟、红艳艳，几个女孩子蹑手蹑脚钻进
来，妄想偷偷地摘，我和二哥看得死死的，她们
只好羞羞答答地过来讨。我们不给，这可是母
亲的宝贝呢。不过，墙角处的夜来香呀，凤仙花
啊，她们尽管采，做个花哨子吹得欢，或掐几朵
凤仙花染指甲。姐姐们的同学像一群麻雀，叽
叽喳喳地吵闹，搅了我们的玩兴，我只好往耳朵
里塞团棉花，悄悄地跑过去，把蚯蚓、蜈蚣塞进
了她们的书包。

母亲一辈子在街东的小学校里教书，老师
似乎是孩子的天敌，每次她回家都悄悄地从后
门进屋，不愿来打破孩子们的欢乐。夜幕降临，
母亲在房间里拉起了手风琴，小伙伴都知道，马
老师在提示大家要回去吃晚饭了。

母亲在她的小花园里一边弹琴，一边唱歌，
抹着泪把我们一个接一个送出了家门，唯恐儿
女们重复她的“青春无悔”。18岁的我，母亲最
小的儿子，也终于踏着老街长长的石板路，离开
故乡去追自己的梦。从此，故乡的莲溪，没了魂
的莲蓉桥，以及早已丢失了暮鼓晨钟的莲蓉寺，
都被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梦里的故乡，唯有母亲的小花园，还在悄悄
地生长。

夏日的菜蔬家族中，如碧
玉般青翠的黄瓜，是一位婉约
温润的清秀女子，挟裹着一身
清凌凌、绿蒙蒙的青气。黄瓜
口味清凉、脆甜汁多、生津止
渴，是老少皆宜的消暑佳品。
酷暑盛夏，庄稼人从田间归
来，又饥又渴，伸手从藤上摘
下一根黄瓜，用手上下一拨
拉，填到嘴里咬上一口，大嚼
一气，没等一根黄瓜下肚，饿
意立减，暑热顿消。

黄瓜嫩时呈青绿色，顶着
黄花，遍生短刺，至老则变为

黄色，故名黄瓜。黄瓜是地道
的舶来品，原产于喜马拉雅山
南麓的印度北部地区，随着各
民族的迁移和往来，黄瓜由原
产地向东传播到中国。由于广
泛栽培，历史悠久，黄瓜的品种
很多：有果大、圆筒形、皮色浅
的南亚型；果实较小，熟果黄褐
有网纹的华南型；嫩果棍棒状，
熟果黄白色无网纹的华北型
等。而每一类型的黄瓜中，又
包含了许多不同的品种，或粗
或细，或长或短，林林总总，不
一而足。

在我国古代，黄瓜还有一
个名字叫胡瓜，据说是汉朝张骞
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的。据《神农
本草经》记载：“张骞出使西域得
种故名。”又据唐《拾遗记》记载：

“大业四年，避讳改为黄瓜，俗又
称王瓜，有春、秋二种。”

石塘湾老亲说：清明前
后，种瓜点豆。小姨们一把细
微弱小的黄瓜种子，清明落入
泥土，立夏茁壮成长，小满枝
叶茂盛，芒种崭露头角，小暑
走向成熟；从种到收，始于希
望，结于丰盈。乡亲们种黄
瓜，多是见缝插针，巴掌大的
屋旁空地，搭上几个黄瓜架，
自家吃不完。黄瓜搭架，往往
和番茄比邻，像一对好兄弟，
谁也离不开谁。乡间民风淳
朴，村人荷锄而归，口干舌燥，
嗓子眼直冒烟，路过谁家的黄
瓜架，顺手摘一根黄瓜吃，是
算不上偷的。小姨夫妇屋后、
附近空地多，人也勤快，每年
种下的黄瓜多，小姨夫一大早
摘上一袋，还拔些地垅上的新
鲜蔬菜，骑着电瓶车，送来城
里亲戚家尝鲜，特受欢迎。

清凉黄瓜
情趣·健康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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