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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职院品

初到学校

我的校园生活，每一天都在发生许多新

奇的东西，回想起来，像极了一本书。书里有

美丽的书页，也记录了精彩的人生。翻开书

的扉页，上大学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对我来

说，上大学是去到一个较远的陌生城市，天刚

刚灰蒙蒙我便出发了，跟随车辆穿过一个又

一个隧道，看着窗外的雪景，我忍不住拍了一

些照片留于纪念。到了火车站，我急匆匆坐

上了火车，再后来，又抱着忐忑的心情下了火

车。我们在一排排红色牌子中找到了学院的

导引牌，心中有了些许安慰。蒙蒙细雨中通勤

车将我们送到校园。

我下了车，跟随着标示牌找到了凤翔师范

学院，办理完各种手续，穿蓝色马甲的志愿者学

长带着我去领被褥和军训服，并帮我把东西搬

上了六楼的宿舍。

同在宿舍的是一号床的舍友，她正在收拾

床铺，收拾好床铺后，我们做了简单的交谈，她

非常热心，和她朋友陪着我去找我的伙伴。

这是我第一次住校，宿舍的舍友们都还挺

好的，我们是一个班的，一起上、下学，一起学

习，一起生活，就像家人一样。

心怀感恩，积极向前

每次上计算机课时，我总是最后一个完成

作业，每当这个时候我的舍友们总会陪我坚持

到最后，其他同学都走完了，只有她们对我不离

不弃，帮我完成作业。现如今虽然自己还是操作

很慢，但总算有所长进，是上课认真听，下来做

练习的时候互帮互助，你会一点，我会一点，加

起来刚刚好。

不论在生活学习中，舍友们和身边的人

都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有一次，下雨了，舍

友已经将我晒在外面的鞋子收好。我们要是

没戴钥匙，宿管阿姨会很乐意为我们开锁。

天气突变，宿管阿姨也会将同学们晒在外面

的衣服都收回来挂在值班室，让人感到很暖

心。

在与舍友平时的相处中，我们也是有说

有笑的，一起欢快地交谈自己家乡的植物，嘴

上说着俗名，手上搜着学名，搜到了赶紧大家

轮着一圈，看个遍，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般，

嘴角都是上扬的，简单的快乐就在我们的生

活的延续。

由于，来自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生活习惯

等等，我们也曾有过小小的争吵但我们最终都

化解了矛盾。

鸿鸿，她虽然有时很强势但对人真的很好，

即使是我们拌嘴了，在还没有和好的情况下，她

依然会让我用她的暖水瓶，她呢，也很细心，平

时会提醒大家交作业，也会主动将同学的书，放

进自己包里给带着。

很喜欢舍友们乐观积极，活泼开朗的性格，

遇事也很有见解。

我与校园共成长

初到学校时，自己很懵懂，校园里也正在搞

项目建设。如今，自己也成长了许多，校园里的

设备也越来越好，从达人餐厅的建成，旧餐厅的

设施更换，再到凤起书院的建成，一切都在发生

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工作学习的环境越来越好

了，我们更应该好好学习才是。在宽敞明亮又安

静的图书馆看书，可谓是人生一大享受。

校园生活中几个重要的成长点：实习中的初

长成，在北星小学实习期间，我真切的感受到了作

为一名老师的艰辛与快乐，也明白了教育有法，教

无定法。教师就是要给学生安全的空间，尽自己最

大的可能去正确的引导他们，给他们正确的价值

观的引领，在学习中让学生真正的成长。北小的学

子们非常的有礼貌，尽管我们还是实习老师，他们

见面就是：“老师好！”“你好！”让人感到非常的

亲切，同时明白了教师这个行业的魅力所在。

专升本中的真切体验，大家都在努力奋斗，

食堂、教学楼、读书馆，处处可以看到同学们努

力背书学习的场景，集训中大家都很认真，没人

敢懈怠，每天按时打卡，晚上还要学习到深夜。

最后，请允许我用老师说的一句话来做个总

结，学校生活只是人生路上的一小步，往后我们还

会有许许多多步需要我们走。请不要停止学习，请

永远热爱生活，永远相信自己的选择。不论结果怎

样，都请永远走在路上，去遇见越来越好的自己！

把美好留于心间

名

——校园生活记忆
凤翔师范学院学生 吴阿梦

静坐沉默回想我半生工作

的时候，常闪现在心头是我无比

崇敬的恩师马恩厚的音容笑貌，

有时像电影片子一样展现在我眼

前，方方正正的脸颊上，富实饱满

前额和两颊黑里透红的大脸盘，

昀昀似有发光的眼含着慈善，一

张从不轻易说话的嘴给人以惬意

温馨笑容，恍惚中有时像看到了

哪个我怀念的笑脸。

我是一九八九年冬拜访恩师

的。他当时任区政协办公室主任。

我只听过大名，但和人对不上号。

八九年冬我从党校毕业在区委组

织部工作半年后被组织安排到区

委宣传部通讯员岗位上工作。这

个岗位对我来说就像瘸子老汉挑

了一担鸡蛋挤到人涡里，左右担

心不走不行。因为从念书考学语

文都是我的短板，偏科喜数理化，

工作爱干活怕写怕说话。刚到宣

传部报到，部长葛彦和蔼详细地

给我谈了对外新闻宣传的重要性

和特点。我再三辨白还是硬着头

皮接下这份难缠的伤神的具有创

新的工作。我天天浏览区上各种

简报和文件，学习总结各种报刊

新闻通讯类写作方法和技巧。三

个月过去了。我写的几十篇稿子

寄给报刊和电台如泥牛入海。葛

部长问了我情况后说：“你得去政协拜访马主任让他给你

教一教文章的写作方法”。

八九年春节前的一个下大雪的晚饭后，我带上我写的

十多篇新闻稿敲开了恩师在政协一楼的房门。我细致陈述

了我写作的困难和疑问，他看了我几篇子，眉头紧锁，问了

我的经历和思想愿望。对于新闻写作他说：“新闻通讯写作

是一件苦差事，陕西日报一天除千名专业记者的稿件外能

用几篇基层的文章？在陕报上登文章是非常难一件事，你

得有过硬的文章，你基础不具备，要学是一个慢功，就看你

有无恒心毅力？干文字这行求官弄财的人吃不下这苦，这

是一个创新的工作，你若有决心了再说＂。哪天晚上他就新

闻的概念到写作给我讲到一点多钟我才犹豫和思想徘徊地

回到了区委。他给我讲了写作的意义，我思考几天后放弃了

调整工作岗位或单位的想法。唤醒了我对写作的认识和热

情，晚上再去给他说了我的想法，我是农村娃干这新闻通讯

顶好的了，下决心学。从此我几乎晚饭后就去他办公室听他

讲写作方法和经验，一块儿分析报刊优秀作品，我学写作的

劲头在他不厌其烦的开导下很快掌握了要领而大增，一个

月后陕西日报连登了我的“豆腐块”稿子。我再到他办公室

他脸上乐开花，使我信心倍增。

新闻通讯写作通常大多数人认为文笔华丽和篇幅大

为上乘，我当时也是认样认为的。他从孔子，孟子给我说讲

到曾囯藩，王阳明等思想和格局境界。他认为文章贵在思

想性，你要把握和选取新闻的根据是事物内在的价值，只

有你的认知能力达到一定高度后才能具有掌握写作的首

要根本性的条件。九○年他多角度辅导我的思想开悟，我

们一块分析人民日报和陕报优秀头版头条的价值，学习总

结当前宣传和社会的重点和热点，这样在一个专业从事宣

传工作者的身上就会汇聚出新闻的视角去看待社会活动

意义所在，也就抓住了写的“命脉”具有敏感性，值得写的

材料跃然纸上。他给我树起了一颗很高的思想平台。当然

这也是他出身书香门第和正直善良的一颗心在勤奋好学

中体悟写作的哲理，使我学到了通透的一门心学。写作水

平他是当时杨陵有名的高水准，我跟他学的时候，他常让

我先对自己写的稿子拟三至五个标题和导语，他再一个个

评价取舍。在他的调教下，我写的《宁锟与 7859》通讯在陕

西日报发表。九三，九四，九五年我每年在陕报，咸阳报等

发表稿子上百件，连续三年获陕西新闻奖。其实我的这些

成绩无不凝结着他辛勤的汗水。我八九年底同他熟悉后到

九六年初，我几乎晚上没事就去他哪里请教和交流。他特

别喜欢我，我更十分热爱他，我若连续三个晚不去他哪里

他会见面后问：“弄啥去了，我还有个问题想给你说呢”。

他给我讲哲理或事例在激动时会用身手比画动作。他不但

讲话本身就十分生动与精练，而且讲话爱憎分明语言铿锵

有力。但他一身正气总挂在恬静而和气地脸上。他爱护关

心我，看到他亲切的面容总是让我精神鼓舞！

九六年我调区广播电视台筹建有线网和电视台，我事

务性事太忙了，只是偶尔去他那里坐坐。后来他从司法局长

的岗位上退休了，专心钻研他的诗词创作，几首诗在报刊上

发表了，意境超然，他是一位不平凡的人。他对我更十分关

心，我把一年要办的事简约向他汇报，他总是给我指导出非

常智慧的建议，我基本都听从了他的意见，他退休后也常来

我办公室看看我的工作，他并为我提写了八字楷书，我一直

挂在我的办公室当座右铭。

那年我单位获得了一个国家奖，恰巧在街上遇到了

他，他离老远一脸笑容，我读懂了他心里的快乐！然而不

幸的是他那年突然就走了！安葬前一天我去祭拜他，我的

恩师！看着他灵堂笑容依然满面让我痛悲肝肠。我想，这

微风吹着我脸颊是他对我的抚摸，细雨淋透了我的黑发是

他寄托的恩情！我不仅爱他慈善的笑脸，更爱他美好亮丽

的心灵！

引 子

古有“婚生三月而加名”之说，或所

欲或所忌。声，悦耳动听，便于呼喊。义，

祈富美好，易于辨析。大到国家社稷，小

到楼堂馆所，一草一木，万事万物，皆有

名有分，名正而言顺，名不立则言不顺。

宝鸡职院七子散落陈仓百年，耕云种月，

厚积薄发。诞辰百年之时（2003 年）汇集

于宝鸡高新区八鱼凤凰头村，行道楼宇

林木二十载而加名，或勒于石碑，或镌于

楼牌，或立于林木之中。载其文，承其脉，

传播为人之道。午后，就着秋日细雨，漫

步校园，看到校园名称，读其名、品其义、

赏其韵，雨声、鸟鸣、读书声如丝竹贯耳，

美妙绝伦。兴之所至，撰文品“名”，如品

佳“茗”，丝滑甘甜，赏心悦目。

因崇尚而立

校园东区有群楼四座，曰立志、立

德、立心、立技，皆为教学之所，两万学

子聚于其中，寒窗苦读，修身强技。楼名

悬于门厅之上，字体方正，刚劲有力，呼

应“四立四最”大学生成长目标，激励学

子“立志、立德、立心、立技”，做“最好、最

美、最真、最强”之时代新人。

校园学生公寓有八，曰崇俭、崇信、

崇文，曰尚才、尚礼、尚品、尚能、尚善。或

取义中华传统美德，或来自宝鸡城市精

神“崇德尚礼”，或引述校训“敦品尚能，

学养日新”，致敬中国文化，教人向善，崇

尚德技并修。“崇”立于校园西南，“尚”位

于校园东南，“立”落于校园东区林荫之

间。系学院地理之坐标、功能之辨析、文

化之标识，建构起“因崇尚而立”校园名

称价值体系，学风、校风、社会之风气相

融相通，相得益彰。立为人纲常，教人向

善向好。妙哉！

因文脉而立

北门正中，拔地而起者，曰凤起书

院。圆形楼体，分东西两座，楼高八层，

高空廊桥互通，中间通达，目极秦岭，

气势恢宏。图书馆藏书二百万，四库全

书，百年典藏，尽收其中。校史馆叙说七

校过往，陈列百年辉煌，学子动容，观者

惊叹。档案馆以史为鉴，资政育人。庚子

腊月（2020 年）奠基，隔年落成，规模之

大、设施之先进、环境之雅致，全省为数

不多，为师生休闲学习之佳境，堪称陈仓

之地标。追溯文脉，凤起书院始于清乾隆

三十二年（1767 年），初名凤邑。同治三

年（1864 年），易名凤起，为百年名校凤

翔师范之始。其名喻贤德之人兴起。语出

晋张华《萧史曲》：“龙飞逸天路，凤起出

秦关。”书院最早建于雍城，兴于千渭之

汇宝鸡职院。书院二楼平台矗立一现代

雕塑，名曰凤翙。凤，上古传说中的神鸟，

有君子、人才之喻。《诗》云：凤凰于飞，

翙翙其羽。凤凰振翅高飞，灵动鲜活，致

敬凤翔师范百年办学历史，又寓大美宝

职人才济济，大有作为。壮哉！

与书院隔路相望，宝鸡（国际）职业

技能实训中心群楼矗立，餐厅曰成风，公

寓曰凤栖，西区为凤师实验小学、凤师实

验幼儿园。群楼与凤起书院同日奠基，同

年落成。面积十万平方米，功能齐全，设

施先进，乃西北地区之首创，为职教之高

地。“凤栖”出自《诗· 大雅· 卷阿》：

“凤凰鸣矣，于彼高冈；梧桐生矣，于彼

朝阳。”“良禽择木而栖”“凤凰非梧桐不

栖”，凤凰栖息之地，引八方青年汇聚于

此。凤因桐而栖，之后而起。学子慕学院

之名，学成而归，励志天下。得其所哉！

   因追求而立

“把文化扎到最深”。文生于物，物盛

于文。吃住是民生，亦是文化。“民以食为

天”，安居而乐业。校园餐厅一曰达人、二

曰学养、三曰成风。“达人”语出学院大学

精神“精诚致功，厚己达人”，以一己之好

达于“众好”。为师者，修身立德，传道解

惑授业；为学者，强基

固本，学养日

新，为 天

下 所

用。餐 厅

街区式布局，装

饰时尚。主打南北小吃，色香

味美，惹涎三尺。“学养”取自校训“敦品

尚能，学养日新”。学问修养，日积月累，

学不止步，养成大器。“苟日新，日日新，

又日新。” 室内窗明几净，典雅辉煌，休

闲用餐，上上之地。“成风”取意“运斤成

风”，语出先秦庄周《庄子· 徐无鬼》：

“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

匠石运斤成风，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

失容。”意为学子手法熟练，技艺高超。其

美味佳肴，有慈母味道。大学精神、校训、

职业追求佐以三餐，食虽不言，但心领神

会。美哉！

因校友而立

建校一百二十年之际，学院入围“双

高”，重大工程落成，招就两旺，成果卓

著，声名鹊起，群贤毕至，共谋发展。在达

人餐厅设轩七间，以资校友思七校之源。

一曰引凤。引凤来仪，语出《尚书·益稷》

“箫韶九成，凤凰来仪。”韶乐美妙，引来

凤凰，翩翩起舞。喻百年名校凤翔师范，

引无数优秀学子，弄舞教坛，献身教育。

二曰三乐。语出《孟子·尽心上》：“君子

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

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

怍于人，二乐也；得天

下英才而教育之，

三乐也。”喻艺

体名校

宝鸡师范，以创

办体音美专业为

能事，乐育天下英

才。三曰学文。取自

傅学文女士之名，多

事之秋，邵力子夫人

傅学文女士创办西京

助产学校，拯救女胞，几

易其名，后得宝鸡卫校。又

《论语·学而》：“行有余力，

则以学文”，喻医者先修医德，后

积才识。四曰杏林。中医药学界之代

称。《神仙传》载，三国时期吴国名医董奉

“为人治病，不取钱物，使人重病愈者，使

栽杏五株，轻者一株，如此数年，计得十

万余株，郁然成林”。喻中医药学校学子

行医济世，赢得百姓之赞誉。五曰百工。

语出《考工记·总序》：“国有六职，百工

与居一焉。……审曲面势，以饬五材，以

辨民器，谓之百工。”喻工业学校专业门

类齐全，践行中国工匠精神，善技艺，精百

工，成就自己，取益天下。六曰龙门。取自

龙门账法，又喻鲤跃龙门。喻财经学校万

千学子，精技强能，走向辉煌。七曰神农。

取自中华人文初祖炎帝。医药之神、农业

之神炎帝，生于姜水，发明医药，教民稼

穑。原宝鸡农业学校位于姜水之畔，神农

镇辖界。喻肩负传承中国农耕文明，服务

农业生产之光荣使命。园内有一绿地，名

曰稼园，为农校校友捐建。《孟子》云：“后

稷教民稼樯”。名以“稼园”，意喻“家园”。

既明示捐赠者，又寓意母校。妙哉！

因通达而立

“把校门开到最大”，是决策者之谋

略，亦是改革者之勇气。此“门”虽非彼

“门”，但此“门”确有门道。

校园临渭水，依秦

岭，傍马尾河

而 建，主

教学楼

定于乾坤之中，坐

于十字交汇之原点，与凤

起书院、实训中心中轴共线。学院东西南

北各有校门，东曰朝阳，西曰笃行，南曰

学养，北曰厚德。南北有道、东西有路，纵

横交错，四通八达，经纬分明，宛若人间

正道，行稳致远。校园四季有绿，三季有

花，春华秋实，一路一景。花草木林，情之

所用；一亭一阁，心之所系。行走校园，书

声琅琅，听滔滔渭水，品周秦古韵，犹如

诗书画卷，乐在其中，醉在其里。悠哉！

名可以载德，可以言志，可以传百年

而不朽。宝鸡职院以名颐养其精神，传播

其文化，张扬其宗旨，端正其校风，以名

载道，以文化人。谋者用心，读者用情，莘

莘学子沉浸其中，耳濡目染，必有所得。

品宝职校园之名，如享文化大餐，回味无

穷。何不快哉！            ( 文：王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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