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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国文专栏●

海 大 鱼 □李国文 怀 一 画 我
□韩 羽

■眼下，在社

会生活中，经常会

碰到一些成功人

士，其得意忘形，

其牛皮哄哄，其不

可一世，其目空一

切……都是属于

“海大鱼”之类的

庞然大物，其不学

无术，其声色犬马，

其忘乎所以，十分

令人厌恶。

青山犹在 □郭志东

踏 着 山 间 蜿 蜒 崎 岖 的 小
路，耳边松涛阵阵。漫步在五
峰山，追忆李大钊先生在大山
深处的青春记忆。

五峰山，错落有致地分布
着李大钊纪念塑像、当年留居
地、革命活动旧址以及韩文公
祠等。赵翼诗云：“江山代有才
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其
实，昌黎这方山水靠山近海，
历朝历代的确不乏人才。三国
时期，曹操酷爱歌咏，诗风厚
重，曾留下“东临碣石，以观
沧海”的名篇。唐代文化名家
韩愈，虽然出生于河南，却自
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
黎”。毕竟，韩愈的宗族恰恰诞
生于昌黎地界。眼下，韩文公
祠早已久负盛名了。

松 奇 、 石 怪 、 境 幽 与 景
美，构成了五峰山的主体格
调，这片钟灵毓秀的山水，历
来是文人雅客难以错过的名胜
之地。清朝毓俊曾写诗赞叹

“韩昌黎山石”，其中写道：“一
丘一壑自行乐，何必如马常衔
鞿。山岳竦诮陇腾笑，撄情好
爵胡不归。”当然，接近韩昌黎
的族谱空间，一是尊重，二是
抒怀吧。

在五峰山的圈子里，“西五
峰”的半山腰平台上，足以放眼
远观昌黎群山。对于当地人来
说，李大钊与五峰山早有穿越时

空的不解之缘，难怪韩文公祠始
终吸引那么多悉心瞻仰的游人。

乐亭县大黑坨村，距昌黎
36公里，站在家门口，远远可
以眺望碣石山群峰，出生于此
地的李大钊，童年就对碣石山
极其神往。一年夏天，李大钊
由天津考学归来，借在昌黎下
火车之机，与同乡学友冒雨结
伴，游览碣石山。他慕名赶到
了韩文公祠，尽管那座祠院并
不弘伟，却呈现出五峰山所在
的“人间奇境”。从此，年轻的
李大钊与碣石山、韩文公祠紧
紧地牵连在一起。这也算文风
酣畅、殊途同归呀。

从1907年至1924年，李大
钊曾先后八次赶到五峰山，从
事重要的革命活动。频繁的接
触，使李大钊格外动情，把昌
黎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几乎
同时，毛泽东写诗告别父亲
说：“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
名誓不还。”天下追求真理的人
们，都离不开浓厚的乡情，并
把这份痴情化作了求知济世的
强大动力。对于李大钊而言，
昌黎的五峰山与韩文公祠，都
牵引着难以割舍的故土情怀。

1919 年夏天，李大钊携十
岁长子，第五次登上五峰山。
在这青峰细泉之间，李大钊撰
写了与胡适论战的公开信，开
启了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

争。看来，五峰山的古庙旧
舍、朗月清泉，见证了这位伟
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崇高理想
的探索与追求。

果然很奇妙，李大钊用马
克思主义撞醒了处于痛苦深渊
中的中国人，擦亮了中国黎明
的晨钟。“登高一呼群山应，从
此神州不陆沉”，虽然李大钊先
生 38 岁就英勇就义，但他豁
达、渊博的知识与品性，却稳
固地驻留在五峰山下。

“人生的目的，在发展自己
的生命，可是，也有为发展生命
必须牺牲生命的时候。因为平凡
的发展，有时不如壮烈的牺牲足
以延长生命的音响和光华。绝美
的风景，多在奇险的山川。绝壮
的音乐，多是悲凉的韵调。高尚
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中。”这
是李大钊青春的呐喊，也是那个
时代纯真的呼唤。倘若，当年初
涉五峰山，瞻仰韩文公祠，有着
朝圣立志的意味，那么，从此投
身民族自强与国家昌盛的探索
者与牺牲者，早把昌黎与五峰
山，当成了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
一部分。

花香四溢，山风乍起，明
媚的晨光，照亮了李大钊先生
隔世的瞩望与多情的关注。正
应了他那首短诗：“云在青山
外，人在白云内。云飞人自
还，尚有青山在。”

著名画家齐白石先生，画作意
境淳厚，天趣横生。他的诗幽默诙
谐，清新朴实，同时，涌溢出浓浓
的乡愁。乡愁是他心灵版图中一个
重要支点，也是人生坐标上永恒的
重心。

“儿戏追思常砍竹，星塘屋后
路高低。”星塘屋，本是齐白石的
故居，位于湖南湘潭南部的晓霞山
下，那里有清澈的溪水、翠绿的楠
竹、洁白的山茶花。在这山清水
秀、民风淳朴的偏远农舍里，齐白
石生活了三十六年。其间，定格他
青涩的背影，也曾流淌他辛劳的汗
水，留下他成长的印记。

37岁那年，齐白石举家搬迁至
莲花山下的梅公祠。这里流水潺
潺，翠竹摇曳，年过而立的齐白石
夙兴夜寐，读书治印，作画写诗，
手上有忙不完的事儿，既读万卷
书，又要充实自己。他背负行囊，
壮怀远游，足迹遍及京沪陕粤。常
年漂泊在外，浓艳的乡愁常常在心
头萦绕，正像他的诗作 《蕉窗夜
雨》 所说：“欲种千株待几时，故
乡迢递得归迟。莲花山下窗前绿，
犹有挑灯雨后思。”

作为一名诗、书、画全面发展
的艺术家，作画之余，齐白石既喜
欢诗词，又迷恋创作。“灯盏无油
何害事，自烧松火读唐诗”，客居
京城时，他写了许多恋乡的诗句。
1919年，湘潭时局打破了他安宁的
幽居生活，虽说55岁了，齐白石不

得不移居北京，另谋生路。“回头
有泪亲还在，咬定莲花是故乡。”
这些诗词展现了他真实、强烈的恋
乡之情。再如，“登高时近倍思
乡，饮酒簪花更断肠。寄语南飞天
上雁，心随君侣到星塘”。即便定
居北京后，怀乡之情，半点也没有
衰减。游子怀乡，自古至今一直是
文人墨客挥之不去的情愫。白居易
置身邯郸，夜思故乡，他写道：

“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
人。”现代作家席慕蓉，也在 《乡
愁》 中抒发情怀：“故乡的歌，是
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月亮的晚上
响起……”

1933年，春暖花开，寓居京城
的齐白石，魂牵故里，回忆年少往
事。11 岁那年，家里养了一头牛，
祖父让他每天上山牧牛，祖母不放
心，便在他脖子上挂了个小铜铃，
母亲又在小铜铃上加了一块“南无
阿弥陀佛”的小铜牌，用以驱兽辟
邪、保平安。眼下，长辈仙去，年
近古稀的齐白石，将温馨的往事融
化于诗，亲情、乡情，如故乡清澈
的山泉，从诗中汩汩流出：“星塘
一带杏花风，黄犊出栏西复东。身
上 铃 声 慈 母 意 ， 如 今 亦 作 听 铃
翁。”真可谓画里乡愁更撩人，笔
下诗文，随即有了鲜活的呼吸。

初到北京前八年，年年归乡省
亲。他落款写“四过都门”“五过
都门”等，都记录着寓京过客，难
以平抚的心理。1926 年父母去世

后，他不大返湘了，然而，思乡之
情却未曾减少，诗中表达的乡思，
依然包含着感于战乱、惦念家人朋
友、怀念故园山川风物等。那首

《老少年诗》写道：“老少年红燕地
凉，离家无处不神伤。短墙蛩语忽
秋色，古寺钟声又夕阳……”客居
与家园紧绑在一起，无法拆散，这
才是乡愁的灵魂与精髓吧。

总想回家乡看看，回旧居种上
美丽的芭蕉；可惜，故乡遥隔千
里，归程无计。春雨初歇，齐白石
燃灯枯坐，倚窗远望，故园美丽的
莲花山上，雨后的芭蕉，该是明亮
翠绿了。窗前嫩绿，乡愁萦绕，剪
不断，理还乱。于是，笔下多了那
首挚情诗句：“少年不识重归期，
愁绝于今变乱时。老屋此生能见
否，菜根深处最相思。”高龄怀
乡，还惦记那座老屋，无法抛弃缠
绕相思的菜根香。这才是宝贵的家
国情怀呀。

年事愈高，思乡愈切，耄耋之
年的齐白石先生，的确拥有超然物
外的闲情雅致，他多想杖藜速归湖
湘，远眺“岳麓丹枫云绕”，独嗅

“雨湖碧柳烟环”。很遗憾，家国千
里，难以如愿，只好寄情于诗情画
意了。在阳光明媚的京城，他遥望
南天，提笔写道：“难舍吾庐近晓
霞，昨宵扶杖梦还家。”家，早已
成为中国人的隔代情思，无论如
何，都牵连着刀光剑影、笔墨丹青
与唐诗宋词……

怀一画了个光着脊梁的我，
正好和《庄子》书里的那个“解衣
般礴裸”的画儿匠凑成一对。

光着脊梁就能画出好画
来？未必。若说碰对了能吓唬
外行倒是有的，宋元君就给吓
唬住了，说：“可矣，是真画者
也。”可我光着脊梁画出的画，
试猜人们怎么说，有的说：“是
小孩子画的。”有的说：“是喝酒
喝多了画的。”一工艺美术学校
的老校长对我说：“你画的画
儿，不会画画的画不了，会画画
的也画不了。”他说出来的比我
画出来的还好。

怀一画我，我看画中的我，
顾影自怜欤？对镜开心欤？

正应了《茶馆》里的老太监说
唐铁嘴的那句话：“瞧瞧你这
个丑样儿。”

瞧着瞧着，忽地一愣，画儿
上的左手的食指咋的了？直撅
撅地指向右手中的毛笔的笔
尖。随即恍然而悟，正是这个
手指头的下意识的动作抖搂出
了我的老底：为了对付那笔那
墨，正在全身用劲哩。似乎怀
一在旁作鬼脸说：“你不是常说
艺术是‘玩’，画画是‘玩’么，看
你这屏气凝神如临大敌之状，

‘玩’得竟然不是‘玩’了。”我笑
答：“‘不玩’之玩，不亦‘玩’
乎。语云：传神阿堵，知‘手指’
者，怀一也。”

战国时期的齐国属地薛国，在今山东
滕州境内，两千多年后，其故城遗址仍然
屹立。关于这座古城，刘向的《战国策·
齐策》里，讲了其封邑主——靖郭君的一
则故事。

靖郭君，即田婴，齐威王之子，齐宣
王之弟。为什么他弟弟继位，而他却接不
了班呢？因为田婴不是正妻所生，系庶
出。在封建社会里，嫡出和庶出，对王位
继承往往起决定作用。齐宣王当了国君，
便赐薛国给他的哥哥为封地，同时，也就
诞生了靖郭君这个封号。

这自然是他父亲威王和他弟弟宣王两
个人合计的结果，划出方圆不大的薛国，
为他的领地。田婴当然不是很开心，第
一，他有战功；第二，他弟弟不如他能
干；第三，赐给他的这块封地，不能过
大，过大了，将来尾大不掉怎么办。薛
国，不但面积窄小，而且地处边远。靖郭
君不傻，知道其父其弟的用意，可是有什
么办法呢，天不从人愿，投胎投错了，只
有认命。

公元前321年，田婴来到这个属于他的
封邑，开始了显然早有谋划的建筑工程。
田婴是个有大功劳的人，更是个有大志向
的人。有大功劳的他，没有得到大奖赏，
很是窝火；但有大志向的他，必然要做大
事情，出这口气。于是，他下功夫筑城，
想达到自己的三大目标。第一，在经济上
自给自足；第二，在军事上可攻可守；第
三，在政治上自成一体。任何一个功成名
就、心高志远的人，都难免会生出做大事
的欲望，何况他不开心。筑城，也是一种
情绪的宣泄。

城分内外，外城周长一万多米，内城
周长两千多米，墙基阔二十米，墙高五至
七米，这是一个相当规模的土建工程，即
使在今天，在人力、物力上，也是一笔不

小的投资。要知道，古人不如今人“聪
明”，不懂得如何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不
懂得如何转包获利，层层剥皮，自然也就
不懂得什么叫“红包”，什么叫“好处
费”，什么叫“潜规则”，什么叫“意思意
思”，更不懂得如何来做豆腐渣工程，齐不
齐，一把泥，来糊弄老百姓了。这实在让
当下那些房未建成就坍、桥未修通就垮、
路未铺好塌方、堤未筑好溃决的部门，感
到汗颜。

虽然筑城是作为封邑主分内的事，但
靖郭君如此大张旗鼓，大兴土木，他手
下的门客纷纷进言：您这个面子工程是
要不得的，且不说邻国感到不安，就连
您的父王、您的弟王，也会猜忌、怀疑
您。您把城筑得这么高大，这么坚固，
用意何在呀？

靖郭君听也不想听，将这些进言之
人，都轰了出去。春秋战国时期，诸侯
有养士之风，这些人平时白吃白喝，无
所 事 事 ， 关 键 时 刻 ， 他 们 就 会 倾 力 相
助，不遗余力，或献计献策，或奔走游
说，或挽危存亡，或舍命相从。田婴喜
欢养士，后来，他的儿子田文——即孟
尝君，更是青出于蓝，养客三千，远超
其父。

那些被轰出门外的客卿们，忠于职
守，继续进谏，靖郭君烦了，告诉传达室
的人说，别再放他们进来。

有一个人，站在门口不走。他说，让
我进去见一下靖郭君，我只说三个字就离
开，多说一个字，哪怕给我以烹刑，放在
火上烧，扔进锅里煮，都心甘情愿。这就
是刘向所写：“齐人有请者曰：‘臣请三言
而已矣，益一言，臣请烹。’”靖郭君一是
好奇，一是赌气，好吧，让他进来见我。
于是，这位门客“趋而进”。“趋”是古代
下属进谒上级的走路礼节，膝盖要曲，身

躯要弓，脚步要碎，速度要快，他果真说
了三个字“海大鱼”，言罢，转身就走。

靖郭君连忙说：“你别走，你把话说
完。”因为他被“海大鱼”三个字给蒙
住了。

那位门客答道：“我可不敢以死相戏，
我说过我只说三个字，多一字我也不敢
说，我不愿意被烹。”靖郭君说：“这是我
要你讲，但说无妨。”

那门客随后道：“君不闻大鱼乎，网不
能止，钩不能牵，荡乎失水，蝼蚁得志
焉。”这位客卿的意思是，海里面的大鱼，
多么了不起，网罩不住它，钩牵不动它，
可它一旦搁浅在海滩上，那就成为蚂蚁蝼
虫的可口食物。殿下，您应该明白，“今夫
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阴，奚以薛为
夫”？齐国才是您自由浮沉的大海，您如果
始终能够在齐国大有作为的话，薛国对您
就没有太重要的意义了。相反，如果没有
齐国的庇护，您把薛国的城墙盖到天那么
高，那也是无济于事的。

靖郭君想想，觉得此言有理，遂将筑
城一事搁置了。如今，人们仍可看到的故
城，是他儿子孟尝君在他方案的基础上，
继续完成的。

眼下，在社会生活中，经常会碰到一
些成功人士，其得意忘形，其牛皮哄哄，
其不可一世，其目空一切……都是属于

“海大鱼”之类的庞然大物，其不学无术，
其声色犬马，其忘乎所以，十分令人厌
恶。因为这班人，有了一点权柄，就作威
作福；有了一点实力，就称霸一方；有了
一点资本，就财大气粗；有了一点名声，
就头脑膨胀。于是，胃口越来越大，欲望
越来越高，毛病越来越多，伸手越来越
长，终于，走向自己的反面，其结果，自
不必说。这就是当代那些“海大鱼”们，
千万要戒之、惧之的史鉴了。

“您所任教的课程教案完备、设
计流畅，融入了课堂思政元素。采用
了线上线下混合式的教学模式，充分
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教
学效果良好。如果在讲授案例的时
候，能够增添一些丰富的临床实例会
使学生更容易理解消化理论知识，融
会贯通实操技能。”“感谢督导组专家
的及时反馈。我会注意多去临床采集
相应的病例，丰富我的授课内容。”这
是一段发生在邢台医专课堂上的教
学质量督导专家与教师之间的对话。

“六方综合评价、六类反馈诊改、六种
方式融合”的教学质量评估体系对于
教师及时自我诊改、提升教学质量起
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同时，这也是
邢台医专打造新时代教师队伍，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邢台医专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围绕一个目
标（培养更高层次医疗卫生人才）、强
化两大措施（改善办学条件、提升教
学质量）、打造两个亮点（德育教育创
典型、教医养深度融合）、守好一条底
线（校园安全稳定）”的“1221”工作思
路，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突出教师主

体地位，助力教
师个人职业生涯
科学发展，不断
增 强 师 资 队 伍

“软实力”，持续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不忘初心本色，为师德
建设增“力”升“温”

师德蕴藏于教师不忘初心的本
色之中，体现于教师数十年如一日的
精雕细琢之中，显露于教师胸怀理
想、儒雅博学、从容淡定的为师风骨
之中，更来自于教师个人职业价值成
就的获得感和家庭生活幸福感的自
然流露之中。因此，要做有温度又有
力度的师德建设，就要加强师德观
念，不仅要坚持正面思想引领加底线
要求惩戒，更要将师德建设渗透于教
师管理服务的点滴之中。

党建引领为教师本色添彩。为全
面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质和职业道
德水平，学校坚持党建引领，借助系
部专职副书记、组织员的优势配备，
实施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
育工程，充分发挥教师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以思想进步促教学，以觉悟
提升促工作。坚持思想铸魂，将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育教学全过
程，多种形式开展教师思想政治教
育、职业道德教育；深挖优秀教师典
型事迹，以榜样的感召作用激励教师
争做教书育人楷模。

职业塑造为教师增添内生动力。
将明晰职业理念、激发内生动力的内容
融入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加强教师职
业发展理念的培育，帮助教师找准发
展定位，坚定职业理想信念。加大青年
教师引导、骨干教师培养，扎实开展新老
教师青蓝互助工程。充分发挥医学类
高校教师特有的职业特长，积极组织
教师参加健康义诊等志愿服务活动。
鼓励引导教师适应新时代发展要求，
积极转变观念，着力提升现代化教育
能力，紧跟新时代教师专业素质要求。

品牌文化让教师感受特有的幸
福。以品牌工程为师生搭建文化桥
梁，着力营造关爱学生、关心教师、敬
业立学、崇德尚美的良好氛围。坚持开
展爱生月、“一帮一、一扶一”的师生帮
扶品牌活动。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

效融入学生品德教育之中，推崇尊师
重教的校园文化氛围，让教师在学生
们“一杯热水”“一句问候”中体会尊敬
师长的温暖，在学生们“渴望知识的眼
神”“刻苦习读的身影”中感受到教师
职业独有的幸福。

突出教师主体地位，绘就
教师队伍建设同心圆

教师队伍整体建设与教师个人
职业发展互为促进、相辅相成。二者
如同圆心，将一个个散乱的教师队伍
建设项目，集绘成层层递进的同心圆
环，形成一整套目标明确、标准清晰、
多措并举的教师队伍建设体系，从而
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的新
时代教师队伍。

画好圆心：精准定位教师发展目
标。要想做好教师的职业塑造，就要
从教师入职的第一天起明晰自身各
个发展阶段的目标和标准，把盲目发
展转变为科学有序发展。

因此，学校围绕教师的政治素养、

教育教学、教学
科研、社会实践
四个维度，涵盖
师德师风、教育
理念、人文修养、

知识储备、教学实施、学生思政、教学
研究、科学研究、信息技术等十二项要
素的发展目标和标准，形成了新入职
教师、合格教师、骨干教师、卓越教师
四个阶段的阶梯式教师发展标准。

优化配置：正向激发教师潜能。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职业教育契合
度越来越高，学校专业设置相应调整
后，易于出现学校师资总量与部分专
业师资相对缺乏之间的矛盾。

因此，学校在人才工作中，不仅有
针对性地组织公开招聘，补齐高层次
紧缺专业人才短板，更着重对现有师
资队伍进行了岗位调整。通过校内双
选，将符合条件的教师充实到相应的
教学团队中去，优化教师配置，激发教
师工作动力，形成了人岗相宜、事得其
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良好局面。

双核协同：多元凝聚提质培优合
力。教师培养工作不仅仅是单兵作战
的一枝独秀，更是靶向目标相统一、
激励机制为引擎、管理约束做保障的
协同作战。

学校以国家职业教育政策为指
导，依托“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
划”为蓝本，围绕学校教育教学总目标
和教师职业发展个人目标，借助两所
附属医院和一所老年养护中心的强
大优势平台，着力深化教医养深度融
合，形成了党建引领师德师风，教学
方法围绕课堂实际，科研教研紧贴教
学应用，一线实践强化实操技能，教
学名师与优秀教学团队互为带领促
进，职称评聘与绩效分配同为激励引
擎，岗位聘用与考核评价共为管理保
障的“双师型”教师培养体系。

近年来，学校师生获得感明显增
强，学生培养质量逐年提高。学校成
为全国护理专业技能型紧缺人才培
训基地、全国养老护理员培训基地、
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教育部1+X证
书制度试点院校、护理专业“双师型”
教师培养培训基地、河北省护理专业
高水平实训基地、职业院校教师素质
提高计划优质省级职教师资培养培训
基地、首批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立项建设单位、河北省文明校园。学
校培养的高素质医疗卫生人才扎根基
层、敬业奉献，为经济社会发展及人民
群众身体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

（郑书深、兴业）

注重内涵强建设 人才培养提质量

邢台医专教师队伍建设彰显新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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