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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的荧光》

前言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写一本书。    时间的钟摆均匀地前行，总是那样不紧不慢，好像无视世间发生
的一切。蓦然回首，我已经在这个地方生活、工作也有些年头了，竟然就这样没有察觉时光的流逝，
度过了半生。这一片贫瘠的土地养育了我和我的父老乡亲，养育了我们这群西北人、黄土高原人。我
能够有一份工作，都是祖祖辈辈没有想过的事，何况我是光荣的人民教师呢!想一想，心里总是很踏实
、很知足。将近19年了，在家乡四龙，我和众多同伴一起，守着四龙的孩子，守着我们的学校，守着
我们平凡的岗位。在中国广阔的农村，和我们一样的人群很多很多，所以自觉太过平常，就和一片叶
一棵草没什么区别，哪里还想把卑微的自己和自己所做的细小之事当做写作的题材呢？    然而俗话说
得好“由事不由人”，佛家也讲凡事都讲“机缘巧合”。2011年7月，我有幸赴北京参加了及人教育公
益机构组织的“中国贫困山区优秀校长国际领导力奖学金项目”培训，这次培训给了我思想上一次深
远的启迪。有幸认识了美国龙安集团执行总裁饶及人先生、中国驻布鲁塞尔记者付敬先生、致力于环
境和慈善事业的陆宇晖女士和中国经济出版社的姜静编辑。从他们的眼神和言谈中，我第一次感到一
名教师、一名农村小学的校长和农村儿童们是多么的被尊重和关注⋯⋯从北京回来的几个夜晚，我想
了很多。每个人来到这个世间，都是偶然的，无法选择父母和出生环境。伟人和明星们确实星光熠熠
，但平凡的小人物也有他存在的价值，有谁说萤火虫的光不是光呢？回顾自己的成长经历和从教近19
年的生涯，突然心中涌起了一种冲动。童年的记忆、父辈的教诲、成长的艰辛，一页页、一幕幕浮现
在脑海；简陋的校舍、勤勉的同伴、淳朴的孩子，点点滴滴、酸甜苦辣，往事仿佛就在昨天。    于是
一个普通的农村小学教师的成长和从教经历，平凡而真实地跳跃在笔尖、纸上。    是为序。    苏维华   
2012年秋于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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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的荧光》

内容概要

《山野的荧光:西部乡村女校长手记》由苏维华著。这一片贫瘠的土地养育了我和，的父老乡亲，养育
了我们这群西北人、黄土高原人。我能够有一工作，都是祖祖辈辈没有想过的事，何况我是光荣的人
民教师呢！想一想，心里总是很踏实、很知足。将近19年了，在家乡四龙，我和众多同伴一起，守着
四龙的孩子，守着我们的学校，守着我们平凡的岗位。在中国广阔的农村，和我们一样的人群很多很
多，所以自觉太过平常，就和一片叶一棵草没什么区别，哪里还想把卑微的自己和自己所做的细小之
事当做写作的题材呢？然而俗话说得好由事不由人，佛家也讲凡事都讲机缘巧合。2011年7月，我有幸
赴北京参加了及人教育公益机构组织的中国贫困山区优秀校长国际领导力奖学金项目培训，这次培训
给了我思想上一次深远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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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的荧光》

作者简介

苏维华，女，甘肃白银人，小学高级教师。1994年7月毕业于甘肃省靖远师范学校，分配到白银区四龙
镇任教。2000年3月至2007年8月先后任永兴小学校长、金山中心小学校长，2007年8月任四龙学区校长
。在学校工作期间，致力于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和贫困儿童、留守儿童的帮扶，坚持进行教学改革，
发表论文10余篇，参加了3个课题研究，均通过省级鉴定。多次参加优质课竞赛，荣获小学语文市级一
等奖、小学劳技省级二等奖，2006年参加全省《品德与生活》评价工具大赛获二等奖，2001年获白银
市园丁奖。先后被评为甘肃省青年教学能手、白银市骨干教师、白银区委“廉洁奉公、勤政为民”好
党员、白银区“巾帼建功”标兵，2011年当选为白银区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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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的荧光》

书籍目录

自 序 上编 贫寒身世与师长教诲 第一章出生和童年 第一节侥幸来世 第二节炒面情结 第三节上学的遭
遇 第二章父辈的精神 第一节我的父亲 第二节怀念姥姥 第三节狼的故事 第三章老师的教导 第一节榜样
李老师 第二节严厉的苏老师 第三节才子潘老师 中编村小之路与人生境遇 第一章靖师的培养 第一节坎
坷求学路 第二节靖师的简朴生活 第三节靖师的学习成长 第二章村小女教师 第一节我当班主任 第二节
我和我的学生 第三节 困惑和无奈 第三章贫穷与尊严 第一节 波折爱情路 第二节 生与死的抉择 第三节 
自我的觉醒 下编村小校长和贫困儿童 第一章从金山到承兴 第一节筹资修路 第二节种花植树 第三节救
助文静 第二章从永兴到金山 第一节 点燃炉火 第二节鲜花和小草 第三节爱心与品德 第三章从金山到学
区 第一节 他们是留守的孩子 第二节 创办留守儿童之家 第三节一个校长的期待 跋 编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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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的荧光》

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台白色的收音机，一把雨中的伞，就像两集电视剧一样，断断续续播放着，等待着没有
被命运编辑好的第三集。我不知道这两件事情和我内心的感觉加起来算不算爱情，只知道这一种羞涩
的思念给人梦一般的甜蜜和幸福。 快中考了，气氛有些紧张，我把那台小收音机放在家里我的枕头底
下，没再背来背去听节目。他的学习也不错，我想，他也在悄悄用功，准备考中专或者高中吧！ 再后
来，就是中考结束，新的学期开始，我到白银市——中重读初三，听同学说，他上了白银市一中的高
中。小收音机仍然守候在枕头下，整整一年，缘分也好，命运也好，都没有给我们见面的理由。 直
到6月份我准备考靖远师范前夕的一个傍晚，学校也不要求大家上课，自己也可以作一些临考复习或
调整。我们早早地吃过了自带的晚餐，也就是咸菜馍馍，在宿舍里看书。突然我听到宿舍的走廊有人
问我住宿的房号，接着我们宿舍门前出现了四五个男生。我特别吃惊，仔细一看，原来是三中的初中
同学，再仔细一看，他也在其中。我当时真的慌作一团，招呼他们坐在下层通铺的床沿上，连倒杯水
的条件都没有，只有问长问短。他们几个都在市一中读高中，继续做同学。很短的时间，他们就要走
了，我送他们到校门口，挥手看着他们渐渐地远去。那一夜，我失眠了，眼前不断浮现着临走时他深
情的目光⋯⋯ 我上师范后，我们开始了书信来往。他的字里行间，总是浪漫而深沉，显然有着很扎实
的语文功底。对于上高二的学生，谈恋爱确实是件很累的事，所以我们除了表达爱意，更多的是谈论
理想、现实，鼓励对方积极努力，追求自己的梦想。就这样，鸿雁传书也好，纸上谈兵也罢，两年后
，也就是我升师范二年级时，他考上了兰州大学中文系。我从心底里感到高兴，为他的勤奋、执著、
不达目标不罢休的精神，也为我们青涩的爱情有一个能够预见的未来。因为他的名字中有个“良”字
，所以后来的书信中，我亲切地称他“阿良”。 那年寒假阿良来我家，约我到他家玩，我的心情只能
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忐忑不安。我家的境况他是了解的，他上高三时还攒了100元的零花钱寄到师
范接济我。他们家在金山村，就是金山中心小学后面的村子。我之所以托表叔分配到金山小学，也有
他的因素，我想离未来的婆婆家近一些。我忐忑的不是怕他家境况太好或太差，而是担心我的家境比
谁都不如，再加上父母年老，就我一个子女⋯⋯反正心里很不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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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野的荧光》

后记

完稿的那夜，已是凌晨三点了，我熄了灯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    是啊，我不是作家，我对自己
写的东西确实没有把握，件件都是稀松平常之事，不容易引起读者的兴趣，在印数问题上，也许都会
让出版社和姜静女士作难的。现今，国人读者都喜欢“吃快餐”式的读书，电视和网络占领了绝大多
数人的视力范围，谁会静下心来，安安静静地捧着一本厚厚的小说读下去?我好担心。    写这部书稿都
是我利用工作之余的时间，慢慢地回想，一点一滴地整理而成，前后历时八个月。这中间，姜静女士
多次打电话关注稿子的进展和我的工作生活，她鼓励我的每一句话，都清晰地萦绕在耳边。想起
了2011年的北京之行，想起了博学健谈的饶及人先生、沉静平和的付敬先生、美丽开朗的陆宇晖女士
⋯⋯我的心又从担心变得明朗起来。不管书的销量如何，我用一颗农村教师的真心诉说了，哪怕有一
个人用心读过，也很知足。    感谢北京，感谢和我、和贫困山区教育有缘的人们。    2012年冬于四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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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山野的荧光:西部乡村女校长手记》由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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