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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市三八红旗手”、“
厦门市人口普查先进工
作者”等荣誉。

梁 思 常 ， 是 巴 中
4 8 届 学 长 ， 1 9 4 8 年 回
国，曾在中央人民广播
电 台 担 任 客 家 语 播 音
员，1951年考上北京师
范学院，1955年毕业后
到 厦 门 一 中 任 语 文 教
师，是离休干部，2019
年获得国庆70周年纪念
章和证书。

肖兆粦（已故），
是巴中54届学长，华南
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
副教授职称。曾任漳州
市教育学院普通教育研
究室主任，曾任厦门巴
中校友会顾问，获得“
漳州市优秀教师”等荣
誉。

孙辉荣（已故），
是巴中54届学长，他在
厦门市禾山镇五通村当
了多任的村长，深受农
民的拥戴，一直做到年
老退休。曾是湖里区侨
联副主席，名声很好，
对 校 友 会 工 作 十 分 支
持，曾获得不少荣誉。

林继贤（已故），
是巴中55届学长，福建
师大数学系毕业，曾留
校当助教，之后调到厦
门工作。曾任厦门印尼
归侨联谊会会长，市侨
联委员，是巴中校友会
的主要创始人，首届厦
门巴中校友会会长，为
印尼归侨和巴中校友做
了许多好事，曾获得不
少荣誉，受到大家的怀
念。

邓 永 强 （ 已 故 ）
，是巴中55届学长，厦
门大学外语系毕业，中
学高级教师职称。曾在
集美侨校任教，能歌善
舞，是校友会的创始人
之一，任多届理事和顾
问，其儿子邓飙现是厦
门市侨联副主席，对我
们很关照。

还 有 不 少 厦 门 巴
中学子为祖国建设的伟
大事业做出了很好的贡
献，如：陈杏芳、李惠
娇、吴秋娘、黄莲英、
张桂芬，张桂芳、谢瑛
光、许奋恒、叶前楷、
黄晋香等等，他们都是
从高校毕业后，用自己
掌握的专业知识为人民
服务，把自己毕生都献
给可爱的祖国。写出一

篇篇鲜丽华章，为巴中
的校旗添彩，为母校争
光。

鹭 岛 是 景 色 秀 丽
的海上花园，诱人的旅
游城市。海内外的巴中
人有不少到厦门游览。
在母校60周年庆前夕的
2 0 0 5 年 4 月 ， 李 伯 巧 老
师、徐敬能老师、新雅
学院董事长郑年锦等一
行 来 厦 门 联 系 有 关 事
宜。同年，我会永久名
誉会长，长期关心和赞
助我会的刘晋垣校友带
领邱瑞霖、丘威秀、许
贵钦等到鹭岛来参访，
征约校庆特刊及《巴中
文苑》稿件；还有北京
大学梁英明教授受邀到
厦门华侨博物馆作专题
报告、58届校友梁维耀

教授应厦大邀请，作为
厦大客座教授从英国剑
桥 大 学 来 厦 做 科 学 讲
座、印尼61届巴中校友
在集美大欢聚、印尼巴
中59届校友在金雁酒店
大联欢、印尼巴中67届
校 友 来 厦 旅 游 联 谊 、
香港巴中58届许志刚、
廖大亮等八位校友来厦
游玩，印尼巴中67届黄
惠明等到厦大参加函援
等活动，还有一些个人
来厦旅游探亲访友的校
友，巴中校友会或厦门
同届的校友都会热情欢
迎接待。通过如此有往
有来的方式维系国内外
巴中校友的母校情、同
窗谊，充分展示出巴中
人无论身居何处，永远
心连心的。

               厦门巴中学子守校训谱华章    
               厦门 郭光辉  2020.3    下

一 般 乐 观 的 中 老
年人常常这么说，每天
一觉醒来还在呼吸就得
感恩。虽然日子少了一
天，毕竟此刻还呼吸还
活着，活着就是幸福！
幸福就得抓紧！

那 天 早 晨 起 床 感
觉左腿不适，就联想起
姐 姐 出 远 门 回 来 ， 忽
然脚力不听使唤，行动
不便，非得撑着拐杖才
能行走。正在为我推摩
的老佣人感叹说；“所
以人哪，今天不知明天
事，还拥有今天就得抓
紧今天，尽情欢乐享受
人 生 。 ” 吨 了 吨 接 下
说；“生命只有一次，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若 不 珍 惜 执 着 成 性 ，
苦 了 自 己 ， 也 累 了 儿
孙 … . ” 我 听 了 瞬 时 惊
呆，这些话不也是经常

在 wa 里出现吗？虽然
语气不同，意却相似。
我惊呆于她，一个只念 
2 年书的乡下人，竟能
用上这么蛮有哲理的话
来劝慰我，句句都是道
理呀。真是难得！说的
也是，生活本就没有彩
排，只有直播！直播完
了，效果是好是坏，成
功失败一切就听评论。
这也许就是盖棺定论的
定义吧？

她 的 一 番 话 激 起
我无限感慨，思绪瞬即
仿佛腾空翱翔飘浮。想
起多年以前曾经阅读过
的 一 本 有 关 道 义 的 书 ,
是老子的上上作品，名
曰“道德经”英文版题
为“Living  The Wisdom 
of The Tao”。当时我正
在美国儿子的家，时而
闲着时，随便拿一本书

捧在手里翻番阅阅，儿
子还说那是一本好书。
是的，那是一本好书！
说句实话，学识肤浅的
我就是中文版也未必能
读懂那么深奥的哲理， 
更 何 况 是 英 文 版 … . . 如
果说勉强读懂的话，也
只有那句；How To Let 
G o … （ 该 如 何 放 下 ？
）Change Your Thoughts 
Change Your Life…(改
变你的思维来改变你的
人生)。 还在反复翻番
的那时那刻，忽然读到
一句；Can The Water be 
Catch? (流水能抓吗?) 瞬
即算是懂了How To Let 
Go 之意。是的，流水
如同时光，一去永不倒
回！过去的一切，再美
好再甜蜜终究已成过去
无可追回。必要拾得拾
得，该放则放！偶尔回

忆在所难免，若是执着
难拾一直活在回忆里，
那可使不得！务必懂得
珍惜眼前的一切活得才
有意义! 再想起最近英
文班上的一堂课程，探
讨的也是人生真谛。题
为；The Art of Living 。
再此请允许我先引导导
读中的一段话；《生活
告诉我们，幸福和快乐
潜藏于日常生活中的点
点滴滴，隐藏于平平凡
凡的一切事物当中，而
我们却常常沉浸在自己
的各种私心杂念中忽略
了这些。生活还告诉我
们懂得”放手”和”抓
紧”的人才能真正懂得
生活的艺术……》。造
就艺术人生吧，用艺术
点亮生命，活得精彩无
憾！

当 老 师 读 到 课 里

印度宗教大师引述的一
句话；《人之降世握着
拳头，人之羽化敞开双
手》我心嘀咕回应；这
不就是意味着人来到世
上就要撑控世上一切事
物吗？，不管是否能够
得逞，足于彰显私心野
心人皆有之。有些人甚
至为了达到欲念忙碌了
一生一世，当难逃生老
病死被迫离开尘俗归西
时，能带些啥？不也是
敞开双手而去什么都没
了吗？空空如也！

当 生 命 的 火 花 还
在 燃 烧 时 ， 多 方 珍 惜
吧！莫待“回首一瞥已
成 空 ， 后 悔 一 世 徒 伤
悲”…….

王芳写于 7 月 1 日
夜

                          艺术人生 散文   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