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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的一天，我收到故乡

寄来的一本书，打开一看，在这部

《少有所教》的书中收录了我写的一

篇《二十年写成一部书》的这篇文

章，并加了近 400 字的《编者感

言》。感言中说：“这部书中，倾注了

作者对家乡人民的无限深深的爱

……鲁迅先生曾把那些埋头苦干的

人和为民请命的人称为‘中国的脊

梁’，加以赞颂。编者相信读了《新

安江大移民》这部书的人，对鲁迅先

生的话会有更深层的领悟。”读了这

段感言我也感动了。我与《少有所

教》这部书的主编许汉云老师素昧

平生，并不熟悉，事后我们联系上

了，并成了晚年书友了，经常为文章

商议、讨论、推敲。

1958年，严州中学高三学生许

汉云以第一志愿报考浙江师范学

院，他以高分录取在中文系。1962

年，许汉云迈出学院大门，就给自己

定下了“天生我材必有用，我生之材

为教育”的座右铭。特别是教育落

后的山区，他教书，把育人放在第一

要务的位置上。许汉云来到新安江

水库最偏远浙皖交界的唐村中学，

他心想这正是自己施展才华的用武

之地，他全心扑向语文教学工作，三

年后就成为了当时淳安县七所县属

中学最年轻的语文教研组长。

1972年调往县教委，负责教研工

作。后不久，又被淳安县委任命为

县教委副主任。许汉云见到淳安县

教育落后局面，心急如焚。一次杭

州教委一位领导忧心忡忡地对许汉

云说：“许老师，你们淳安教育这样

的底子，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呢？”许

汉云征得县教委党组的意见后，连

下了三剂猛药：一是抓好校长的培

训，开办校长研修班，许汉云亲自拿

出办班方案并兼任班主任。二是培

养“精兵强将”队伍，选取先进教学

典型，安排示范教学，组织听课，以

点带面，全面开花，有效提高各课质

量。三是从小学抓起，许汉云身体

力行，和初、中小学的教研员一道，

深入初中小学听课，组织研究开展

讲评，找出原因补齐短板，这样全县

小学、初中学生的成绩就提上来

了。整个中小学形成了一个完整的

教学学、赶、超速链条。

三剂猛药很快就见效了，校长

培训班连办4年多，涌现出了一大

批挑起淳安县教育大梁的中、小学

校长，三篇校长教学论文被省教委

推荐给国家教委（全省 30 篇）。

1994年高考上省线人数达到233

人，第一次跃为杭州七县(市）第一

位，高校、中专、中技录取总数1152

人，突破千人大关，重点大学、军事

学院录取人数达到103人，占了七

县（市）录取人数总数的三分之一。

淳安中学上线人数177人，其中重

点大学61人，上线率居七县(市）

首位。

许汉云在教师的岗位上，特别

是担任杭州市教委督学后，为育人

更是操尽了心，写出了180多篇有

关教育论文，在全国各级报刊上发

表，1995年9月15日《人民日报》还

专门作了《淳安教育重质量》为题的

报道。在2019年，淳安电视台

做《赤子心·教育情》专题片，采

访我时，我说：“许汉云老师不仅

是淳安教育的践行者、奉献者，

更是我们淳安教育的开拓者。”

1998年许汉云退休后，他

给自己写下：“退而不忘教育下

一代”和“桑榆情怀，更重家乡教

育情”两句话勉励自己。

为落实第一句话，他于

2001年为淳安县关工委和杭州

市关工委联合编写了《把爱心献

给下一代》一书；2010年，受淳

安县关工委委托，用了近一年的

时间专门为未成年的中小学学

生教育编写了近30万字的《少

有所教》一书，该书分爱国教育、

励志教育等16个专题，在全县

初中、小学教师及各级关工委中

引起了很好的反响；2014年又

为全县中小学编写了《可爱的淳

安》一文，对他们进行爱祖国、爱

家乡教育。相继，同年他又主编

了《青有所为》这部书，淳安县教

育局将这部书发到各中小学，各

校领导均组织青年教师阅读，很

多青年教师认为：许汉云老主任

又为青年人做了一件大好事、大

实事。有的青年教师认为《青有

所为》这部书，是一部难得的好

教科书。唐村中校组织青年教

师阅读后，选编了青年教师读

《青有所为》30篇体会文章一

书，这些文章展示了现代青年教

师的魅力。文章反映出他们有

激情、有抱负，思维敏捷、视野开

阔，爱好读书、自我加压的特点，

彰显出他们释放青春活力的形

象。吕敏老师在文章中写道：

《青有所为》书中引用了习近平

总书记的话：“人的一生只有一

次青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

的；将来，青春是用来回忆的。”

当我想到青春似金，就会把我们

的事业与责任联系起来——这

就是读《青有所为》后所领悟到

的：责任也是金。郑莉老师在文

章中写到《青有所为》有老一辈

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当今习近平

总书记对年轻人的殷切期望，有

名人名家对读书的渴望和痴迷，

有和我们一样作为教师的出彩

和人生乐章……每当我读着它，

犹如一股清泉流入我的心田，读

着它，是一场心灵的洗礼，是一

次脱胎换骨的历练。唐玉兰老

师写道：《青有所为》是一部很有

含金量的好书。我坚持读中思、

思中读，读后再回味。书中提到

的最年轻的美国名牌大学终身

教授唐薇和“有突出贡献”的青

年教师方淳都是淳安人，我要以

他们为学习的偶像，用我的青春

在平凡中做到有所作为。唐建

英老师写道：我作为一名年轻的

体育教师，没有什么豪言壮语，

但我心中有中国梦，我能坚持用

自己的平凡为中国梦添加色

彩！努力学做青有所为，坚定成

就青有所为。徐雪娟老师写道：

读了《青有所为》中梁启超先生

的《敬业与乐业》一文，我对自己

从事的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

我想，我们选择了教师这个职

业，就是选择了奉献。我们要用

敬业的责任、乐业的态度、智慧

的心灵和创新的理念去培育好

下一代，让美丽的青春吐露

芳华！

接着，许汉云老师又主编了

《老有所读》一书。《少有所教》

《青有所为》和《老有所读》的三

本大书，是许汉云老师教书育人

几十年积累献给社会一笔丰富

的财富。

为实现他的第二句话，许汉

云退休后，仍经常深入学校与教

师交谈，他应邀为全县中小学教

师作学陶、教育科研讲座近

80场。

还值得大赞一笔的是另两

部中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千岛

湖楹联集》和杭州出版社出版的

《〈今日千岛湖〉常用文体写作之

鉴》。

许汉云先生信任我，一天他

将《千岛湖楹联集》(以下简称

《楹联集》）书稿清样送我阅。我

粗翻了一下，一股新安文化的清

香扑向了我这个第一读者。细

细读来，我深深感到《楹联集》是

淳安湖文化、山文化、史文化、人

文化的集锦，是经历筛选、升华

的一部新安文化大书，这不仅是

新安文化的一次再展示，也是教

育青年一代热爱淳安这片故土

的一部好教材。《楹联集》全书三

大编，第一编是作者自撰的千岛

湖楹联，第二编是他人撰写的千

岛湖楹联，第三编是延伸阅读千

岛湖。三大编，编编独立，自成

一体，但又密切相连。特别是第

一编，许汉云先生自己创作的

428副楹联，短的只有二言，长

联达123言，他用楹联留住了千

岛湖山水的最美感觉，他用楹联

表达了对淳安乡亲的深情厚爱，

他用楹联追记了文献名邦的灿

烂历史。他撰写出版楹联集的

目的是通过《楹联集》给人以更

多知识，更广泛地宣传千岛湖，

让人们以多角度来品味千岛湖，

品味淳安的昨天和今天。正如

邵华泽将军给他的信中指出的：

“应该多收集一些民间还保存着

的和历史资料中曾提到过的，以

看出家乡的文化底蕴。”因此，

《楹联集》第二编以很大的篇幅

收集整理了他人撰写的关于千

岛湖的楹联。《楹联集》中收集了

在北京、南京、杭州等地工作的

淳安名人和对千岛湖怀有深情

的外乡名人歌颂千岛湖的楹

联。如南京军区原作战部部长、

浙江省政府参事徐金才写的“山

色朦胧迷贵客；湖光潋滟醉游

人”的楹联。《楹联集》还体现了

淳安“文人相亲”的特点，这一编

中大量收集的是淳安有名望的

当地文化人如徐树林、江涌贵、

王兢、王永鸿和民间草根文人的

楹联。比如《淳安人》主编王永

鸿“前对碧水时时聚秀诗情在；

后临青山岁岁流连画意浓”的楹

联，充分反映了在外工作的淳安

人对故土的向往和惦念；已故的

徐树林写的“一湖琉璃弄月影，

千岛翡翠舒风情”，寄托着自己

对千岛湖的一片真情。这150

多副千岛湖楹联，特别是威坪等

乡镇文化站提供的14副楹联可

谓淳安人对故土情深的心声倾

吐，淳安当地的读者读起来就更

加亲切了。

《楹联集》第三编更显作者

许汉云先生的独具匠心。千岛

湖楹联内涵那么丰富，怎么样让

读者去认识千岛湖，怎么样让读

者去理解千岛湖上的人们，他在

编写中增加了“延伸阅读千岛

湖”一编。此编为“解读干岛

湖”，收集的大多是国内外文化

名人的作品，他们发出的对千岛

湖的赞美是权威性的。文化名

人金健人在《楹联集》序言中写

下许汉云先生生在淳安，深造后

又返回淳安，他桃李满天下，但

始终笔耕不辍，给后人留下了一

笔笔财富，《楹联集》是他的

心血。

许汉云先生教书、写作、写

论文始终是以“育人、育才”为出

发点，给人以知识，给人以借鉴，

给人以精气神。许汉云年过八

旬那年，他向时任《今日千岛湖》

总编宋士和建议说：“县级报《今

日千岛湖》在全省全国都有名

气，好文章出了不少，这十多年

来，在浙江省县市区域报工委评

选中《今日千岛湖》仅一等奖就

有63件，中国县市报研究会也有

47篇文章拿了一等奖。建议千

岛湖传媒中心在《今日千岛湖》

上选一批文章，编一部《常用文

体写作之鉴》。”他还自告奋勇地

对宋士和总编说：“你们人手不

够，我可以代劳。”从此，许汉云

承担起《〈今日千岛湖〉常用文体

写作之鉴》（以下简称《写作之

鉴》）的执行主编。2018年11月

份，杭州出版社推出淳安县千岛

湖传媒中心编写的《写作之鉴》

这书融合了千岛湖传媒中心和

淳安文化智库中内外智力的智

慧，内容涵盖了新闻消息与通讯

报道、新闻评论、现代散文、现代

诗词、理论文章和青溪文化等方

方面面的文体写作。《写作之鉴》

延伸了文献名邦的传统文化，它

不仅是反映当今淳安新闻界和

城乡文化界写作面貌与水平的

一部团队巨著，而且是给人示

范、给人方法，适合老少学习、参

考、借鉴的一部写作“百科教科

书”。这部从选稿、编辑、编辑荐

语到出版几乎都是这位80岁的

老人一手操办，近40万字的《写

作之鉴》渗透了许汉云老先生多

少心血和汗水，只有经历过的许

汉云老先生自己才能感受到。

许汉云从教育岗位退下来，

还在为育人育才操着心，课讲了

一堂又一堂，文章写了一篇又一

篇，书写了一部又一部，直到

2021年，年届84岁的他为了树

起普通高中教育系列和职业高

中教育系列两面旗帜，他实地采

访写出了《在继往开来中推进的

淳安中学》和《志存高远，干出职

业教育的新天地——记淳安育

才学校办学历程》两篇调查理论

文章。

许汉云先生，为淳安的发

展，为淳安的教育，为淳安培育

下一代，一直在操着心，他的努

力得到了淳安县委和广大人民

群众的认可和赞誉，2019年 9

月，在淳安县委常委会“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读书会

上，特邀许汉云作了题为“淳安

教育70年，不忘初心再出发”

的专题发言。几任县委书记也

都曾为许汉云的热心教育事业

作出过批示。2016 年 1 月 23

日，朱党其同志批示说：“许老

师时时事事关心家乡的发展，

值得敬佩，更值得我们好好学

习。”2019年 11月 18日，黄海

峰同志在《许汉云老先生来信》

批示上说：“感谢许老对家乡教

育事业的赤诚之心。有老一辈

教育工作者的关心和厚爱、叮

咛和指导，必将鞭策新一代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为重振淳安

教育辉煌而努力。”

许汉云一辈子教书育人、育

才，当了一位山区任劳任怨的教

育铺路人，我们要深深地感

谢他。

三位教书老人的故事之许汉云

□童禅福

他一辈子在教书育人

许
汉
云
先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