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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中学从 1902 年建校至今已有 120 年的历史

了，在这 120 年中，我家五代人与丽水中学休戚相关，

每一代都有丽水中学的校友。

我的曾祖父庄志鸿，又名庄鸿，字仪羽，生于 1870
年代末，为清朝邑庠生，也就是秀才。也许是继续考取

功名无望，加上当年庄家在丽水是一个有名望的书香

门第，家业殷实，衣食无忧，曾祖父便在家中办私塾，亲

自教自己的子弟及家族和附近的小孩读书。曾祖父一

边努力教学，一边继续刻苦求学，并在 30 多岁时考入

丽水中学的前身之一——“处州师范学校”读书，是

1915年“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本科毕业生。

我的祖父庄仁，生于 1898年。祖父从小在曾祖父

的教诲下饱读四书五经，辛亥革命后又进入新式学堂

求学，于 1920年毕业于丽水中学的前身——浙江省立

第十一中学校。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后

期，我祖父曾任丽水县城春泉镇镇长、丽水汽车站站

长。

我的父亲庄祖圣，生于 1923年。1940年毕业于杭

州市安定中学，1942 年 1 月毕业于浙江省立湘湖师范

师资班。1942年 2月起先后在丽水沙溪、华雨、囿山等

校任教。我父亲虽然未在丽水中学求学，但于 1980年

10月从囿山小学调入丽水中学任总务处副主任、主任，

从事学校后勤事务工作，直至 1986年 11月退休。他一

生热爱教育工作，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桃李满天下。

我的母亲过细兰，出生于 1934 年，1952 年毕业于

丽水中学初三乙班。从丽水处州师范毕业后，她一直

在丽水囿山小学、雅溪区小溪小学、城关镇通惠门小

学、丽水水东中心学校、丽水城关镇小学任教，1963年

起先后担任丽水水东中心学校校长、丽水城关镇小学

校长、校党支部书记，至 1989年退休。1983年、1984年

被评为丽水县城关镇先进教育工作者，曾当选为第九

届丽水市（县级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我及我的两个弟弟全部就读于丽水中学，分别是

丽水中学 1974年、1975年和 1977年高中毕业生。我的

爱人、我的两位弟媳也分别是丽水中学 1974 年、1975

年和 1979年高中毕业生。

在第五代中，我的儿子、儿媳妇是丽水中学 2004年

毕业生；我的侄女、侄女婿分别是丽水中学 2005 年和

2002 年毕业生；我的侄儿、侄媳妇是丽水中学 2006 年

毕业生。之后他们都进入大学深造，现在都是所在单

位的骨干力量，在各自岗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做出

了一定的成绩。

丽水中学建校 120 年中，我家前后共有 15 人受教

于丽水中学，得到丽水中学的培养，父亲又是丽水中学

教职员工，服务于丽水中学，一家五代与丽水中学有不

解之缘。

今年，我们迎来丽水中学建校 120周年校庆，在几

代老师的辛勤耕耘下，丽水中学培养和造就了数万名

优秀人才。一百二十年艰苦创业，一百二十年铸造辉

煌，桃李竞芬芳，学子领风流。饮水思源，作为校友，我

们深切感谢母校的栽培，也密切关注着母校的建设和

发展。愿母校的发展日新月异，培养出更多更高层次

的人才，再创辉煌！

我家五代丽中人
庄育平（市直）

我是农民的儿子，小时候种过

菜。参加工作头几年，因单位在老家

附近，假日回家还种菜。再后来调到

崇头镇，工作单位离老家远了，就再

也没种过菜了。算起来起码二十多

年没种菜了。

小时候种菜等生活情景如今都

成了美好的回忆。如今，家住寸土寸

金的城里，苦于没地，也就很难再找

回种菜的乐趣了。

有些事也真能心想事成。老婆

跟邻居有位大姐混得熟，并成了好朋

友，去年的某一天，这位大姐听说我

想种菜而为没地犯愁时，爽快地说，

她可以“送”我一块地。她的地在普

光小区后面的山包上。原来这个山

包，听说是被某老板买去开发房地产

的，现在还没开始动工，地就放那儿

荒芜着。头一批住到普光小区的精

细人都在此“抢”了一块地种起了菜。

多谢这位大姐，我开始种起了

菜。这地，与老家的地不同，雨天，其

泥土是泥泞得如同刚刚用水搅拌好

的水泥，稀里哗啦的，晴天就像干了

的水泥结，硬邦邦的。但我和妻一道

挖地，下种，浇水，除草，施肥，捉虫，

这菜还真的乖乖地长了，而且长得挺

好。看着这菜一天天地长，也真的挺

有意思。我们种的菜根据不同季节

来调整，先后种过青菜、萝卜、四季

豆、豇豆、茄子、辣椒等。自开始种菜

后，一年多来，我家菜蔬基本都自给

自足，无需上市场买了。自己吃不

完，还送了不少给亲朋好友。

我总结了下，种菜有这么些好

处：一是多少省了些钱。自己种菜，

也就花点买化肥和种子的钱。如今

市场上的蔬菜也挺贵的，许多蔬菜自

己种了，也就免去花钱去买。二是吃

自己种的菜安全。自己种的菜不喷

洒农药，是真正的安全食品，放心食

品。因零星种点，不像大片的基地那

么容易长虫子，即便有虫子，只要人

去勤点，用手工捉掉也就行了。三是

能锻炼身体。种菜要挖地、施肥、浇

水、除草等，这些都是有一定强度的

劳动。这样活动活动筋骨，流一身

汗，对身体很有好处。去菜地劳动一

阵子，我想锻炼效果不亚于他们骑车

族骑十公里的自行车。四是得到乐

趣。人都爱玩，我这种菜不同于菜农

种菜。菜农种菜有压力，要是种不

好，会亏本，还要担心天气好不好，担

心技术过不过关，担心种子行不行，

担心市场行情佳不佳。而我没有这

些担心，种得好更好，种不好也不算

个啥。种菜的乐趣，我想跟钓鱼的乐

趣 差 不 多 吧 ？ 也 许 比 钓 鱼 更 有 意

思。五是种菜还能增进夫妻感情。

也许有人会纳闷：咋种菜还能跟夫妻

感情搭得上边？嘿嘿，别急，听我说

嘛！和老婆一道种菜，两人相互配

合，合作干活，边干边聊，其乐融融。

更为重要的是，我敢说，绝大多数女

人都讨厌自己的老公搓麻将、打扑

克。你干种菜这些活，老婆是一百个

赞成，一百个支持，一百个高兴。业

余时间泡在这些事上，老婆放心。所

以说，种菜就能增进夫妻感情哦。

种菜
罗长友（云和）

我老家大门口十米处有一口塘，塘不大，我

们称塘儿。塘儿虽小，但里面有莲子、茭笋、浮

萍、水葫芦、菖蒲、鲫鱼、鲤鱼、泥鳅、黄鳝、青蛙，

以及上空飞舞或停歇在莲花上的蜜蜂、蜻蜓、蝴

蝶。小小塘儿是个小小世界，是奶奶教我和弟

妹们小时候最早认识大自然的宝地。

春天，莲叶尖尖的角从水里钻出来，慢慢地

舒展开圆圆的形状，徐徐升高，似一把把绿色的

伞。叶子上有清晰的纹理，一条一条从叶蒂伸

出去。莲叶正面很光滑，不沾水。当天上的雨

滴落下来时，被它接住就成为亮晶晶的水珠。

微风吹来，水珠在莲叶里滚来滚去闪耀着银

光。莲叶长出后，莲花随之而来。它悄悄地探

出水面，渐渐长高，含苞欲放的蓓蕾，鼓鼓的肚

子，尖尖的角，清晨趁人们不注意时，羞答答地

展开粉红色的花瓣，嫩嫩的花瓣淡雅清纯，似少

女娇娥的面颊。柔软缠绵的花瓣中间躲藏着黄

黄的小莲蓬，像襁褓里的婴儿，冰清玉洁，楚楚

动人，芬芳四溢。

我小时候只知道自家门口的塘儿里有莲，

稍长大后便知我们村的周围有许多

塘，塘里都有莲。到县城读中学时知

道原丽水地区丽水县政府所在地叫

莲城。2000年，丽水撤地设市时把丽

水县改为莲都区。莲都，莲之都也！

莲都必定莲多多，红莲、白莲、洒金

莲、大王莲、并蒂莲，农村莲

塘 、莲 田 随 处 可 见 ，美 不 胜

收。莲可称荷、水芙蓉、泽芝

菡 萏 、翠 线 红 衣 、凌 波 仙 子

……名繁名雅名远扬。我曾

在一本书里看到，说一颗上百

年带壳的莲子遇到合适的环境仍可发芽、生根、

开花、结果。可见莲的生命力有多强！

莲，是美的使者，美的象征，是花中君子。

莲之美，美在不蔓不枝，中通外直，亭亭玉

立，洁身自好，富贵高雅，濯清涟而不妖，可远观

而不可亵玩。

莲之美，美在不怕高温，无惧风雨。盛夏，红

日高照，热浪如火，而这正是莲叶生机勃勃，莲花

怒放之时。“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这是杨万里描写夏天莲的景致。它看似娇嫩欲

滴，凝脂柔荑，实则坚强无比。莲，狂风暴雨不折

腰，烈日炙烤不枯萎！

莲之美，美在表里如一，浑身是宝。莲叶升

发清阳，止血固精；莲花祛湿消风，活血止血；莲

子养心益肾，补脾涩肠，营养丰富。莲，入食入

药，穷尽毕生为济世。莲有艳容，莲有妙用，莲有

懿德。

莲之美，美在不离根，不忘本。水是生命之

源，对莲尤为如此。莲之根深埋在水里的淤泥

中，将淤泥中有益成分转化为最佳养分供应给

莲。没有根，哪有莲？没有淤泥，哪里有根？当

人们热烈讴歌莲时，可曾关注或颂扬过水底下的

莲之根？可曾赞美过默默无闻养护着根的淤

泥？是只知付出不求回报的淤泥供养着根，是根

给莲以生命，给莲以风骨，给莲以美丽。

小小莲塘是我儿时的梦，老年的情。住在莲

旁，长在莲乡，从小爱莲，一生爱莲。爱莲叶莲花

莲根，爱莲塘莲城莲都。以莲为友，以莲为榜样，

以莲为警策。我深情地赞美莲，更赞美莲之根！

行文至此，我油然想起含辛茹苦养育我们五兄妹

成长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不禁热泪盈眶，思绪

万千……

莲塘情思
潘立成（市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