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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大计

，

教育为本

。

教师是

立教之本

、

兴教之

源

，

承担着让每个

孩子健康成长

、

办

好人民满意教育

的重任

。

希望全国

广大教师牢固树

立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想信念

，

带

头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

，

自觉

增强立德树人

、

教

书育人的荣誉感

和责任感

，

学为人

师

，

行为世范

，

做

学生健康成长的

指导者和引路人

；

牢固树立终身学

习理念

，

加强学

习

，

拓宽视野

，

更

新知识

，

不断提高

业务能力和教育

教学质量

，

努力成

为业务精湛

、

学生

喜爱的高素质教

师

；

牢固树立改革

创新意识

，

踊跃投

身教育创新实践

，

为发展具有中国

特色

、

世界水平的

现代教育作出贡

献

。 ”。

———

习 近 平

向全国广大教师

致 慰 问 信

（

2013

年

9

月

9

日

）

百年大计

，

教

育为本

。

教育大

计

，

教师为本

。

国

家繁荣

、

民族振

兴

、

教育发展

，

需

要我们大力培养

造就一支师德高

尚

、

业务精湛

、

结

构合理

、

充满活力

的高素质专业化

教师队伍

，

需要涌

现一大批好老师

。

全国广大教师要

做有理想信念

、

有

道德情操

、

有扎实

知识

、

有仁爱之心

的好老师

，

为发展

具有中国特色

、

世

界水平的现代教

育

，

培养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和接

班人作出更大贡

献

。

各级党委和政

府要坚持把教育

放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位置

，

继续大

力推动教育改革

发展

，

使我国教育

越办越好

、

越办越

强

。

———

习 近 平

到北京师范大学

看 望 教 师 学 生

（

2014

年

9

月

9

日

）

教育 决 定 着

人类的今天

，

也决

定着人类的未来

。

基础教育在国民

教育体系中处于

基础性

、

先导性地

位

，

必须把握好定

位

，

全面贯彻落实

党的教育方针

，

从

多方面采取措施

，

努力把我国基础

教育越办越好

。

广

大教师要做学生

锤炼品格的引路

人

，

做学生学习知

识的引路人

，

做学

生创新思维的引

路人

，

做学生奉献

祖国的引路人

。

———

习 近 平

来到北京市八一

学校看望慰问师

生

（

2016

年

9

月

9

日

）

习总书记强

调尊师重教

8

月

10

日

，

第十三届宋庆龄少年

儿童发明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中国宋

庆龄青少年科技文化交流中心举行

。

全国政协副主席

、

中国宋庆龄基金会

主席王家瑞出席

。

宿州二中高二

（

7

）

班王擎同学作品

《

自动清洁玻璃机器

人

》

项目

，

经过层层选拔

，

最终被选拔

参加第十三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

奖终评

。

经过专家组的评审

，

最终获

全国创意奖

，

全国只有三十个项目获

创意奖

。

这是辅导老师张勇辛勤付出

的结果

，

也是班主任屈成功平时注意

培养学生的创新潜质和拓展学生知

识面的结果

。

“

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

”

是经

科技部批准的唯一以国家领导人名

字命名的青少年科技活动奖项

，

迄今

已成功举办了

13

届

，

参与的中小学

生超过

100

万人

，

在国内外取得了良

好的社会反响

。

本届发明奖吸引了国

内外

37

支代表队参与

，

收到参赛作

品

2935

件

。

充分展示了青少年的聪

明才智

，

体现了他们知识扎实

、

勇于

创新

、

善于动脑

、

勤于动手

、

学以致用

的特点

。

宿州二中始终以

“

立德树人

”

作

为学校教育的追求目标

，

坚持教育创

新

，

注重培养学生的探究性学习能

力

。

在开足开全开好规定课程的基础

上

，

采取多种措施培养学生的创新意

识和创新能力

，

并积极组织学生参加

全国及省级比赛

。

仅

2017

年学生参

加安徽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获

3

个一等奖

、

7

个二等奖

、

16

个三等奖

；

在全国第三届未来科学家创新大赛

中获

3

个一等奖

、

9

个二等奖

、

11

个

三等奖

；

在第六届未来创客青少年创

新大赛中获金奖

7

项

、

银奖

12

项

、

铜

奖

4

项

。

学校今年被评为全国优秀创

新学校

，

宿州二中科技创新教育工作

室被评为科技创新教育名师工作室

，

这是工作室

4

位骨干老师和工作室

成员共同努力的结果

。

当前

，

高中学科课程改革正在进

行

，

新教材很快就要出版使用

。

这次

课程改革全面贯彻素质教育思想

，

以

立德树人为统领

，

以核心素养为依

据

，

注重在文化基础

（

人文底蕴

、

科学

精神

）、

自主发展

（

学会学习

、

健康生

活

）、

社会参与

（

责任担当

、

实践创新

）

等方面促进学生的发展

，

最终培养全

面发展的人

。

我校的教育教学实践表

明

，

科技创新教育会使学生在知识

、

技能

、

创新

、

责任

、

情感

、

态度

、

价值观

等方面都能得到发展

，

这也是新一轮

课改主题

“

学生发展核心素养

”

所要

求的

。

我们重视学生的创新思维培

养

，

坚持走科技创新特色之路

，

其追

求的最终目的就是学生核心素养提

升

。

我校学生在各级各类创新大赛中

取得的成绩

，

使同行看到了宿州二中

科技创新教育特色

，

认识了宿州二

中

，

也使宿州二中在全省乃至全国的

影响力不断提升

。 （

文图

/

吴立清

）

向荣获优秀教师

、

优秀班主任称号

的老师表示崇高的敬意

！

2016～2017

学年度优秀教师

、

优秀班主任名单

优秀教师

：

51

人

（

证书编号

：

EZYJ2017001～EZYJ2017051

）

张 嘎 王 敏 李希晨 白 彬 梁慧梅 杨争光 张姗姗

顾梅梅 马 秀 张启文 杨从军 高 超 季 梅 邓新华

营九州 温 莉 彭志斌 李荣荣 张 娟 朱 玲 任潇洁

高 琪 陈 亮 侯 梅 周双喜 康瑞虎 朱德意 徐 石

程 波 崔莹莹 禇小红 武 维 张 涛 王和玉 杜 聪

韩贤林 刘 通 唐华飞 裴巧玲 陶平平 汪 凯 沙亚萍

王倩华 单 亮 刘 婷 齐 波 凤 斌 马仁忠 马 双

周 旭 陈玉川

优秀班主任

：

23

人

（

证书编号

：

EZYB2017001～EZYB2017023

）

周洪广 马 振 周家村 卓建平 马 勇 陈 剑 张景南

陈恒广 徐礼忠 魏立忠 张亚光 田小察 张 强 张 刚

李 峰 崔明钰 胡庆武 邵 超 张桂萍 潘景景 王 猛

陈铁汉 杜文伟

9

月

11

日下午

，

在市司法局宣传科

和市教体局政法科的精心组织下

，

一堂

“

拒绝第一口毒品

”

的主题班会在宿州二

中高一

（

4

）

班举行

。

在同学们的热烈掌声中主题班会正

式开始

。

市司法局政治处张娅副科长向

全班学生介绍了每年

6

月

26

日国际戒

毒日的基本情况

，

介绍了

2017

安徽禁毒

戒毒大型电视公开课

，

并和市司法局宣

传科董艳云副科长一起

，

向学生代表赠

送了宿州市法治宣传手册和

“

为了青少

年拒绝第一口毒品

”———

安徽禁毒戒毒

大型电视公开课视频光盘

。

此次公开课

由省司法厅

、

省教育厅

、

安徽广播电视

台

、

省戒毒局

、

安徽广播电视台科教频道

联合录制

。

随后

，

校团委韩贤林老师向同学们

简要介绍了位于宿州二中办公楼五楼的

宿州市法治宣传教育基地的基本情况

。

接下来

，

同学们认真观看了公开课

。

公开

课采用毒品知识互动问答

，

戒毒人员现

场讲述

，

戒毒人员亲属访谈

，

医疗专家

、

戒毒志愿者及一线民警现场采访等形

式

，

从多个多角度向观众特别是青少年

介绍了禁毒戒毒相关知识以及安徽省司

法行政戒毒工作现状

。

公开课上

，

戒毒民警和

戒毒人员奉献多个文艺节

目

。

节目或表现毒品危害

，

或展现戒毒民警无私奉献

的敬业精神

，

或讲述一线民

警教育挽救戒毒人员的感

人事迹

，

使同学们深受震

撼

。

此次公开课形式创新

、

内容新颖

，

触目惊心的案

例

、

发人深省的讲述

、

感人

至深的事迹和精彩纷呈的

文艺表演

，

令同学们无不为

之动容

。

同学们纷纷表示

，

一定要增强安全意识

，

从拒

绝第一口毒品开始

，

积极把

所学的禁毒知识向身边的

人传播

，

为创建无毒校园付

出自己的努力

。

宿州二中历来重视青

少年法治宣传教育工作

。

学

校将会以此次主题班会为

契机

，

通过在校园内张贴禁

毒戒毒宣传海报

、

播放禁毒

戒毒大型电视公开课

、

邀请

相关法治工作人员走进校园

、

为同学们

讲述禁毒戒毒法律法规等形式

，

把此次

活动引向深入

。

创建无毒校园

，

为宿州市

禁毒戒毒工作做出自己的贡献

。

（

撰稿

：

韩贤林

）

宿州二中召开

“

拒绝第一口毒品

”

主题班会

五好小公民教育活动征文选登

楔子

在这个光怪

陆离的人间

，

没

有谁可以一帆风

顺

。

但只要我们

自 信 地 面 对 世

事

，

努力做好自

己

，

不负时光

。

那

么

，

舞一段寂寞

便是清欢

，

唱一

曲 婉 约 便 是 悠

然

，

吟一阕断章

便是从容

，

任寒

风劲吹

，

繁华落

尽

，

我们依然能

够绽放人生的精

彩

，

生动而干净

。

十七岁的花

季

，

青春的荷尔

蒙

，

叛逆

，

冲动好像随时会在这本就浮

躁的空气中引爆

，

那我们就改变一下

生活方式

，

带着一颗自信而热烈又不

失安静的心在青春史上留下绚烂的一

笔

。

一

、

2016.09.01

太阳公公吃多了橘子

，

似乎上了

火

。

万里晴空

，

不见一片云朵

。

噪杂的教室里

，

不知是谁开始注

意到玻璃窗户上映着新班主任

“

狰狞

”

的脸

。 “

唰

”

的一下

，

教室里竟只剩下

“

哗哗

”

的翻书声

。

只是地板上的瓜子

壳和果皮纸屑象征着先前的涌动

。

“

由于大家彼此还不太熟悉

，

选举

班委的事暂时搁下吧

！ ”

老师严肃地说

道

。

他站在高一阶的讲台上

,

那一头

“

酷酷

”

的发型散发着

“

再吵我就弄死

你

”

的气息

。

“

老师

，

我想竞争数学课代表

。

我

很喜欢数学并且我的数学成绩还不

错

。”

她一脸笑容

，

满脸自信

。

她微微仰

起的头成功获得老师的好感

。

“

好

，

那你暂时担任数学课代表

，

还有谁想要毛遂自荐的

……”

他板着

的脸终于恢复了后来温和的面容

。

二

、

2016.09.27

“

马上就要国庆了

，

学校举办了一

场演讲比赛

，

题材就是国庆

，

文体不

限

，

每班限定一个名额

，

请问各位同学

谁感兴趣可以试一下

？ ”

老师庄重地宣

读这则通知

。

全班沸腾

，

比赛

!

然后

，

全班人的

目光都集中在那个

（

数学课代表

）

女孩

子身上

，

有种

“

如此重任

，

只有你才能

完成

”

的意思

。

果真

，

她不负众望地站了起来

。

“

老师

，

我的普通话还可以

，

文采也凑

合

，

我想试一下

。 ”

于是

，

在掌声中敲定了她参加这

场比赛

，

成为

30

多名选手中的一员

。

三天后

，

学校的小操场上两千高

一莘莘学子和众多老师领导期待着这

些选手的精彩演讲

。

“

敬爱的老师

，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

好

，

我是来自高一

（

X

）

班的

XXX

，

我演

讲的题目是

《

缅怀革命老前辈

》。

82

年

前

，

一群英勇无畏的战士踏上长征的

道路

······

我们今天的幸福源自他们

的奋斗

，

我们今天的快乐源自他们的

拼搏

。

所以

，

谢谢他们这些革命老前

辈

。

没有他们就没有新中国

。

谢谢大

家

，

我的演讲完毕

。 ”

在老师同学的掌声中

，

她得到了

高一年级国庆演讲比赛一等奖

。

抱着

赢来的奖品她向老师

、

同学鞠了一躬

，

又向评委们和校领导鞠了一躬

，

然后

她将奖品中的那本

《

飘

》

送给了语文老

师

。

她又一次换上那张自信的脸

。

三

、

2017.02.05

她作为优秀学生代表在开学典礼

上代表高一年级发言

。

清晨熹微的光影映在那张白皙的

脸上

，

她微笑

，

露出酒窝

，

在橙黄色的

光晕里显得那么柔和

，

那么醉人

。

她说

：“

现在的自己有多努力

，

未

来的自己就有多成功

。 ”

她还说

：“

只要

做好自己就行了

，

无论身材多么臃肿

，

它都能带我到世界各地去旅游

；

无论

鼻子多塌

，

它也可以让我呼吸到新鲜

空气

；

无论眼睛多小

，

多眯

，

它也能够

让我看见日出

、

日落

、

花开

、

花谢

。 ”

就像苑子豪和苑子文所说的

：

只

要是心中有梦且为之拼搏

，

从来都不

是他人的优秀和成功

。

往往只是我们

有多想成为那样一个自己

，

正是那份

渴望

，

我们变得自信坚强勇敢

，

朝着理

想的彼岸出发

，

坚持直到抵达

。

青春

，

不是梦里的一瞬光

，

不是流

星划过的一道痕

，

不是响彻云霄的一

声呐喊

，

而是自信的表现

。

我们放肆地

在青春的原野里追逐

，

打闹

。

留下自信

的面容

；

我们歌唱着

，

留下自信的诗

篇

；

我们坚强着

，

我们疯狂着

，

绽放自

信的容颜

。

（

指导教师 赵瑞月

）

那棵树还站在那儿

，

小小的

，

比去年健壮了些

，

却有点儿落寞

。

去年夏天我和这棵树相遇

。

它当时瘦瘦的

，

病恹恹的

。

我真担心

它经受不住这毒辣的太阳的暴晒而肢残腰断

。

今年的太阳不太毒

，

我

替它感到幸运

。

它强壮多了

。

枝丫上托举着并不茂盛的树叶

，

但绿油

油的

，

每一片都像吃饱喝足了阳光雨露似的

。

它不美

，

不足以引起人

们的驻足

。

但我喜欢这棵树

，

像喜欢那两个不知名的学姐一样

。

太阳肆无忌惮地狂虐着大地上的一切

，

一缕缕干巴巴的风吹来

，

触及肌肤是一阵热辣的烫

。

正处于

“

诗酒年华

”

的小伙伴们却还是像

小燕子一样叽叽喳喳欢叫个不停

，

和各种鸟叫调和在一起

，

像锅沸腾

的粥

。

远远的

，

两个瘦弱的身影在树影底下摇晃着

。

她们提着一桶水

，

给眼前的那棵几近干枯的小树浇水

。

这烈日下的安静倒比喧嚣先抵

达了我的心

。

走近点

，

看到她们豆大的汗珠滴到桶里

，

在阳光的照射

下亮晶晶的光芒四射

。

她们没有说话

，

只是在抬腰举眸的一瞬间和我

的目光相遇

。

她们对我微微一笑

，

而后转入对面的

“

高二教学楼

”。

我

想她们应该是忙里偷闲吧

。

不知道为什么

，

总觉得下星期她们还会出

现

，

要不然这可伶巴巴的小树一定就要死了

。

于是沿着小径

，

走在还

没完全熟悉的校园

，

去看学姐们给小树浇水

。

沿途的走廊上爬满了爬

山虎

，

阳光调皮的从缝隙中亲吻我的肌肤

，

投到地上就成了

“

阳光手

帕

，”

沿着走廊一路走来清凉凉的

，

要是要去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

不出

所料

，

她们果然蹲在那里忙碌着

。

抬眸

，

看到我

，

招呼我过去

。

我们一

起蹲在树下

，

不用说话

，

暂时忘了学业上的压力和升学的烦恼

，

像这

棵小树一样静默着

，

抛却了一切不值一提的小心事

。

一切都是那么美

好

。

从此以后

，

我们每星期都会在这里

“

相会

”，

静静地等上几分钟

，

或

是与小树聊聊天或是互诉一下苦恼

。

不问姓名不问班级

，

我们以高中

时代特有的纯洁

，

给彼此以安慰和帮助

。

如今高二的我和高三的她们

，

都很忙

。

但我们偶尔还是会去看那

棵小树

，

其实它已经强壮到不需要我们给它浇水了

。

看着它一点点强

大起来

，

可以给自己遮风挡雨

，

满满地感动

，

像是看到了一点点成长

的自己和她们

。

她们在全力以赴备考

，

小树在全力以赴生长

，

我也在

全力以赴的努力

，

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成为一棵大树

。

只是偶尔想到曾

经的小树

，

有点儿怀念

……

立德树人结硕果 科技创新铸特色

———

宿州二中学生获第十三届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

让

自

信

之

花

绽

放

2
0
1
6

级

高

一

（

31

）

班

孙

芳

芳

小树成了大树

2015

级高二

（

12

）

班 尹婉

王擎获奖留影

徐志摩

（

1897

—

1931

），

浙江海宁

人

。

著名诗人

，

散文作家

。

著有诗集

《

志摩的诗

》《

翡冷翠的一夜

》《

猛虎

集

》《

云游

》

等

，

散文集

《

落叶

》《

巴黎的

鳞爪

》《

自剖

》

等

。

一

徐志摩长梁实秋六岁

，

虽据梁氏

《

回首旧游

———

纪念徐志摩逝世五十

周年

》，

梁实秋与徐志摩

，“

同游之日

浅

，

相交不算深

”“

说不上有深交

，

并

非到了无事不谈的程度

”，

但徐志摩

有可能是梁实秋最欣赏的朋友

。

梁实

秋写徐志摩

，

前后共七次

，

次数之多

，

在所写众朋友中排名第一

。

梁实秋与徐志摩相识

，

源于

1922

年梁实秋为其负责的清华文学

社请徐讲演

。

事情由梁思成促成

。

演

讲那天

，“

志摩飘然而至

，

白白的面

孔

，

长长的脸

，

鼻子很大

，

而下巴特

长

，

穿着一件绸夹袍

，

加上一件小背

心

，

缀着闪闪发光的纽扣

，

足登一双

黑锻皂靴

，

风神萧散

，

旁若无人

”。

这

几句描述

，

很容易让读者想到清华文

学社请梁任公演讲时的

“

风神潇洒

，

左右顾盼

，

光芒四射

”，

可惜因徐志摩

采用

“

牛津的方式

”

用英语宣读实则

通俗性的

《

艺术与人生

》，

而演讲失

败

。

梁实秋应邀参加了徐志摩与陆

小曼的订婚宴

。

徐

、

陆各自离婚嫁娶

，

自然是满城风雨

，

众人乐道艳谈

。

但

梁实秋持论

，

比较通达

，

是为朋友计

，

也是他自己婚姻观的真实表达

。

梁实

秋的看法是

，“

结婚离婚都仅是当事

男女双方之事

”，

与第三者不相干

；

“

婚姻乃个人私事

，

不宜过分渲染以

为谈助

”。

但谈及徐志摩的人生观

，

梁

实秋表达了自己不能苟同的意见

：

???

“

我们自然佩服志摩之真诚与勇

气

，

但是我们亦不能轻易表同情于一

个人之追求镜花水月

……

把自己的

生命与前途

，

寄托在

‘

爱

、

自由

、

美

’

的

追求上

，

而

‘

爱

、

自由

、

美

’

又由一个美

貌女子来做为象征

，

无论如何是极不

妥当的一种人生观

。 ”

梁实秋认为徐志摩憧憬自由

，

不

仅限于爱情

，

他是向往一切方式的自

由

。

对此

，

梁氏认为

，

想浪漫

，“

想飞

”，

那只是一个梦想

，“

人生是现实的

，

现

实的人生还需要现实的方法去处

理

”，

人生之路

，

不管是蔷薇之路

，

还

是荆棘之路

，

都得老老实实把它走

完

，

否则

，“

飞得越高

，

跌得越重

，

血淋

淋地跌在人生现实的荆棘之上

”。

所

以

，

徐志摩临死前几年的生活濒临腐

烂者以此

。

对于人生

，

梁实秋认同的是

“

责任

”。

以身殉爱

，

在徐志摩是自然

的

，

必须的

，

甚至是高尚的

；

但梁实秋

深不以为然

。

因此梁实秋更赞赏的是

张幼仪的态度

：

虽然离婚

，

仍与徐志

摩保持相当好的友谊关系

，

对徐志摩

仍嘘寒问暖

，

落落大方

；

开设云裳公

司

，

自强自立

，

有声有色

；“

没说过怨

怼的话

，

她沉默地度过她的岁月

，

她

尽了她的责任

，

对丈夫的责任

，

对大

家的责任

，

对儿子的责任

……

凡是尽

了责任的人

，

都值得令人敬重

”。

这段

话

，

有很强的对比意味

，

于徐志摩

，

也

算是春秋笔法了

。

二

但梁实秋对徐志摩作为一个

朋友

，

确实赞赏备至

，

甚至无比倾倒

。

或谓徐志摩是纨绔子

，

梁实秋从

学养

、

创作

、

生活

、

交游等方面为之辩

解

。

在生活和交游上

，

梁实秋的说法

是

：

“

志摩的生活态度

，

浪漫而不颓

废

。

他喜欢喝酒

，

颇能豁拳

，

而从没有

醉过

；

他喜欢抽烟

，

有方便的烟枪膏

，

而他没有成为瘾君子

；

他喜欢年青的

女人

，

有时也跳舞

，

有时也涉足花丛

，

但是他没有在这里面沉溺

。

游山逛水

是他的嗜好

，

他的友朋大部分是一时

俊彦

，

他谈论的常是人生哲理或生活

艺术

，

他给梁任公先生做门生

，

与胡

适先生为腻友

，

为泰戈尔做通译

……”

生活上

，

梁实秋重在中庸

、

平和

，

躁进与颓废

，

他都不能认可

，

徐志摩

恰符合梁实秋这个

“

度

”

的标准

。

同声

相应

，

同气相求

，

志同道合

，

日夕相

从

，

梁实秋从徐志摩这个往来无白丁

的状态

，

褒扬其人是向上

、

向善

、

向美

的

。

家境

，

天赋

，

教育程度

，

以及人生

遇合

，

共同造就了徐志摩

，

所以

，

梁实

秋许徐志摩为

“

最讨人喜欢的人

”

———

本身充实

，

情感丰富

，

头脑活泼

，

为人机智

，

兴趣广泛

，

生气洋溢

，

故所

到之处

，

春风满座

。

有一个情景

，

梁实秋多次谈到

过

。

说是宴会座谈

，

徐志摩

“

有时迟

到

，

举座奄奄无生气

，

他一赶到

，

像一

阵旋风卷来

，

横扫四座

，

又像是一把

火炬把每个人的心都点燃

”，

照顾宾

客

，

使无一人向隅

，

令人想起

《

世说新

语

》

中的王导

。

徐志摩遇难后

，

评价其为人

，

胡

适称道他的

“

同情心

”

和

“

爱

”；

叶公超

说

，“

他对任何事

，

从未有过绝对的怨

恨

”；

陈源说徐志摩

，

从没有疑心

，

从

不会妒忌

；

郁达夫认为他是一个

“

淘

气

、

讨爱

，

能使你永久不会忘怀的顽

皮孩子

”。

而在梁实秋看来

，

年长者

，

可以与徐志摩成为忘年之交

，

如梁启

超林长民

；

同辈者

，

可以与徐志摩相

交莫逆

，

如胡适陈源

；

晚辈受其奖掖

，

乐与之游

。 “

没有人不喜欢他

”“

志摩

的谈吐风度

，

在侪辈中可以说是鹤立

鸡群

”，

甚至许为

“

像他这样的一个

人

，

当世无双

”。

如梁实秋所极而言之

，

徐志摩的

朋友似乎大都有此感觉

。

比如叶公

超

：

“

我如今想起他的温柔和他对朋

友那番依恋的神情

，

才感觉至少在我

的朋友中没有第二个志摩了

。 ”（《

志

摩的风趣

》）

“

如今想起志摩的性情

，

依然感

慨

———

世界上只有他这样一个人

，

再

没有第二个了

。 ”（《

忆徐志摩二三

事

》）

又比如郑振铎

：

“

在当代的文坛上

，

像他那样的

不具有

‘

派别

’

的旗帜与偏见的

，

能够

融洽一切

，

宽容一切的

，

我还没见过

第二个人

。 ”（《

悼志摩

》）

三

然而

，

若说没有人不喜欢徐志

摩

，

还是把话说得太满了

，

比如

，

鲁迅

就不喜欢徐志摩

。

1924

年

10

月

3

日

，

鲁迅作打油

新诗

《

我的失恋

》（

载

1924

年

12

月

8

日

《

语丝

》，

后收入

《

野草

》）

暗讽徐志

摩

；

稍后

，

12

月

15

日

《

语丝

》

发表鲁

迅先生

《

音乐

？ 》（

后收入

《

集外集

》），

讽刺矛头直指徐志摩

：“

咦

，

玲珑零星

邦滂砰珉的小雀儿呵

，

你总依然是不

管甚么地方都飞到

，

而且照例来唧唧

啾啾地叫

，

轻飘飘地跳么

？ ”；

1926

年

2

月

3

日

《

我还不能

“

带住

”》（

载

《

京

报副刊

》

1926

年

2

月

7

日

），

2

月

27

日

《

无花的蔷薇

》（

载

《

语丝

》

1926

年

3

月

8

日

，

以上二文收入

《

华盖集续

编

》），

称徐志摩为

“

诗哲

”（

特加引号

的

）；

1934

年

11

月

19

日

，

作

《

骂杀与

捧杀

》（

载

1934

年

11

月

23

日

《

中华

日报

·

动向

》，

后收入

《

花边文学

》），

指

出带印度帽之徐志摩林长民等制造

泰戈尔为活神仙

……

徐志摩对鲁迅的冷嘲热讽

，

几乎

没有任何公开反击

，

但困惑不已

。

1926

年

1

月

31

日

，

徐志摩致周作人

信

：

“

只有令兄鲁迅先生脾气不易捉

摸

，

怕不易调和

。

我们不易与他接近

。

听说我与他虽则素昧平生

，

并且他似

乎嘲弄我几回我并不曾还口

。

但他对

我还像是有什么过不去似的

。

我真不

懂

，

惶惑极了

。

我愿意知道罪所在

，

要

我怎样改过我都可以

，

此意有机会希

为转致

。 ”

徐志摩向周作人倾诉的关于鲁

迅的这个私衷

，

未见周作人即时作

复

。

也许是周作人知道乃兄一贯如

此

，

不足解释

。

也许是此时兄弟二人

分道扬镳久矣

，

不便致意

。

但是

，

徐志

摩遇难二十多天后

，

周作人写

《

志摩

纪念

》，

说道

：

“

的确如适之所说

，

志摩这人很

可爱

，

他有他的主张

，

有他的派路

，

或

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

，

但是他的态度

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

，

令人觉得可亲

近

，

凡是见过志摩几面的人

，

差不多

都受到这种感化

，

引起一种好感

，

就

是有些小毛病小缺点也好像脸上某

处的一颗小黑痣

，

他是造成好感的一

小小部分

，

只令人微笑点头

，

并没有

嫌憎之感

。

有人戏称志摩为诗哲

，

或

者笑他的戴印度帽

，

实在这些戏弄里

都仍含有好意的成分

，

有如老同窗要

举发从前吃戒尺的逸事

，

就是有派别

的作家加以攻击

，

我相信这所以招致

如此怨恨者也只是志摩的阶级之故

，

而决不是他的个人

。 ”

周作人这段话

，

该在五年前

，

说

与徐志摩知道

。

周氏兄弟的手足之

情

，

不仅仅是血缘关系

，

还是思想上

的相知

。

戏称志摩为诗哲

，

笑话志摩

戴印度帽

，

有派别的作家攻击志摩

……

非鲁迅而谁

？

周作人指出

，

鲁迅

所以如此

，

非为私仇

，

实是

“

阶级之

故

”。

徐志摩的绅士做派

，

言论风格

，

阶级立场

，

甚至诗文格调

，

都为鲁迅

不喜

。

1934

年

12

月

20

夜

，

鲁迅作

《

<

集外集

>

序言

》，

中云

：

“

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

———

但也不喜欢做古诗

———

只因为那时

诗坛寂寞

，

所以打打边鼓

，

凑些热闹

；

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

，

就洗手不干

了

。

我更不喜欢徐志摩那样的诗

，

而

他偏爱到各处投稿

，《

语丝

》

一出版

，

他也就来了

，

有人赞成他

，

登了出来

，

我就做了一篇杂感

，

和他开一通玩

笑

，

使他不能来

，

他也果然不来了

。 ”

鲁迅在上文

，

明确表示不喜欢徐

志摩的诗歌

，

所以他时不时以加引号

的

“

诗哲

”

称之

。

这种不喜

，

是对其诗

歌形式的不喜

，

风格的不喜

，

也是对

所表现思想内容的不喜

。

那么

，

鲁迅

所喜者何

？ 《

音乐

》

一文最后

，

鲁迅道

：

“

只要一叫而人们大抵震悚的怪

鸱的真的恶声在哪里

！？ ”

———

不是歌唱享受

，

不是轻飘飘

的忘乎所以

；

而是直面苦难

，

抗击不

公社会

，

虽砂砾扑面

，

寒风凛冽

，

斗士

依然坚挺

，

这是绅士徐志摩所不懂

的

。

但是鲁迅要求所有人

，

所有文艺

家

，

都做一名战士

、

斗士

，

不能容纳异

己之声

、

多元之美

，

却也是未尽妥当

的

。

何况那时

，

鲁迅

43

岁

，

文名满天

下

，

而徐志摩

27

岁

，

归国未久

，

未来

才刚刚开始

，

未免有求全之毁

。

好在

，

鲁迅与徐志摩好像还有一

个颇让人欣慰的始与终

。

据韩石山

《

徐志摩传

·

第六章驰

骋文坛

》，

北京图书馆藏有一本鲁迅

《

中国小说史略

》

上册

，

扉页有徐志摩

手迹

：“

著者送我的

，

十三

、

一

、

一

。 ”

（

按

：《

中国小说史略

》

上册

，

1923

年

12

月

11

日孙伏园寄给鲁迅

200

册

。

鲁迅自留

50

册

，

川岛

、

许寿裳

、

钱玄

同

、

马幼渔

、

胡适

、

郁达夫皆得赠

。 《

鲁

迅日记

》

未见赠徐志摩

。

愚意以为

，

徐

志摩其时刚回国不久

，

得胡适介绍

，

在北大英文系任教

，

尚籍籍无名

，

鲁

迅赠书恐不完全可信

）

一个多月后

，

也就是

1924

年

2

月

21

日

，

徐志摩致

信英国友人汉学家魏雷

：“

我们一个

朋友新出译本

《

小说史略

》（

鲁迅著

）

颇好

，

我也买一本送给你

。 ”（

按

：“

译

本

”，

估计是

“

一本

”

之误

。 ）

这是二人之初的友好往来

。

秀才

人情纸半张

，

这满满的都是温暖

。

有一本

《

徐志摩传

》，

说徐志摩遇

难

，

鲁迅也深为痛惜

，“

11

月

21

日

，

鲁迅从

《

时报

》

上获悉了徐志摩空难

的消息

，

他沉思良久后

，

小心翼翼地

把这则报道剪下保存起来

”。 （

按

：

鲁

迅剪报存放事

，

不见于鲁迅日记

）

果

然如此

，

则鲁迅爱惜人才之心

，

可得

大彰

。

四

谈及徐志摩的为人

，

有几位女性

不能不提

。

一是方令孺

（

1897

—

1976

），

她纪

念文章的题目就是

“

志摩是人人的朋

友

”。

一是林徽因

（

1904-1955

），

她在

《

悼志摩

》

里说

，

徐志摩人格里最精华

的是

“

他对人的同情

，

和蔼和优容

，

没

有一个人他对他不和蔼

，

没有一种人

他不能宽容

，

没有一种的情感

，

他绝

对地不能表同情

”。

一是陆小曼

，

她

1957

年于上海

写

《

泰戈尔在我家

———

兼忆志摩

》，

劈

头一句是

：“

志摩是个对朋友最热情

的人

。 ”

以上三位女性

，

未及见

1996

年

出版的

，

由张幼仪口述

、

张邦梅整理

的

《

小脚与西服

———

张幼仪与徐志摩

的家变

》，

对张幼仪

，

那是另一个面孔

的徐志摩

。

而徐志摩

1926

年

9

月

12

日致胡适

“

幼仪已挈阿欢来京

，

寓老

金处

，

态度颇露

，

woman??mature

（

妇

女的真颜

），

不及从前漂亮

，

但亦无如

何也

”，

想必张幼仪

（

1900

—

1988

）

也

未见到

，

否则

，

携子参加前夫婚礼

，

而

为前夫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

真是无法

自处了

。

这么说

，

是说徐志摩确系一块美

玉

，

可美玉之上

，

也难免有瑕

。

但徐志摩毕竟是一位诗人

。

梁实

秋对徐志摩的诗歌

，

评价甚高

。

梁实秋认为徐志摩

“

有天生的诗

人的气质

”，

其诗

，

在丰富的情感之

中

，

有一股不可抗拒的妩媚

；

他的诗

，

不是冷冰冰的雕凿过的大理石

，

而是

有情感的热烘烘的曼妙的音乐

；

在白

话中夹杂文言辞藻

，

善于融合古今

。

总之

，

梁实秋认为

，

徐志摩的诗歌经

受住了时间的淘洗

，

而徐志摩也因此

成为中国新诗中最优秀的诗人之一

。

关于徐志摩的诗风

，

梁实秋认为

是受了英国诗人哈代和泰国诗人泰

戈尔的影响

。

此亦不无见地

，

可谓知

人之论

。

徐志摩的散文

，

充满情感

，

风格

是浓浓的

，

化不开

。

有人特别喜欢

，

觉

得成就还在诗歌之上

。

最后

，

以杨杏佛先生挽徐志摩的

一联结束此节

：

红妆齐下泪

，

青鬓早成名

，

最怜

落拓奇才

，

遗爱新诗双不朽

；

小别竟千秋

，

高谈犹昨日

，

凭吊

飘零词客

，

天荒地老独飞还

。

（

作者系宿州二中语文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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