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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教子有方（二） 

Jwlu 

鲁强上小学三年级时，他弟弟鲁盛五岁了，上一年级，在同一个学校。鲁盛聪明乖巧，情格温顺，什

么事情从来不用说重话。在学校里各方面表现很好，老师们都很喜欢俩兄弟，一见到我就夸他们将来

有出息。 

鲁盛读完二年级，我看到他的语文成绩尚未达到九十五分以上，年纪又小，便决定让他重读一年级。

以后一段时间我一有空就教他造句做作文、讲解数学题目，他的成绩很快上升。每当他从学校得了奖

状回来，他总是说哥哥的奖状贴在堂屋右边墙上，我的就贴左边墙上，要和他比多少。 

＊  ＊  ＊  ＊  ＊ 

鲁强考取大学这一年，鲁盛以小学最好的成绩考取了道林一中。因为鲁强是从这所学校保送到宁乡一

中去的，他弟弟一进学校受他哥哥的影响，老师处处都重视他，一时间他几乎成了学校的风云人物。

鲁盛除学习成绩优秀以外，还担任了学生干部职务，班上的学习委员、学校广播室的通信员、共青团

道林乡团委委员等。 

我去学校开家长会时，老师们都称赞我说，“你有两个好儿子，大儿子进了大学，这个小的又是个大

学生坯子。”那些来开会的家长在旁边听老师这么说，都向我投来羡慕的眼光。我听了不好意思的说，

“那还差得远呢，还要靠老师们教导和同学们帮助。”家长会上老师先是宣传了鲁强在道林一中学习

成绩如何优秀，号召同学们要以鲁强为榜样，发奋读书。接着又表扬了鲁盛，还要我作为家长代表在

大会上发言，介绍在家里教育孩子的经验。 

虽然鲁盛处处表现好，我对他要求仍是严格。放学以后总是要他少看电视，一有时间就教他练习书法

和写作。他的书法作品经常被学校刊出，写的文章在中学生刊物上得了奖。 

＊  ＊  ＊  ＊  ＊ 

九二年下半年，鲁盛就要初中毕业了，我们仍然希望他报考中专，主要是因为中专毕业就能参加工作。

那时，高中毕业考大学的升学率很低，考不取大学就得重新学门手艺才能找到工作，否则依然是当农

民种田。另外，考上了中专也能减少家里经济负担。鲁盛同意了我们的主张。他填报了怀化卫校的志

愿。不过，当时县教育局有个规定，填报了中专，如果未被录取，即使考试成绩达到宁乡一中录取分

数线也不能录取到宁乡一中。 

鲁盛中考以后，我便到长沙钢厂做事去了。在长沙我接到鲁盛的信，说他中考成绩已经达到了中专录

取分数线，学校通知他去县人民医院进行体检，他是属第二批体检的。体检那天，道林一中去了老师。

家里他妈妈也陪他一起去了。 

可是，体检过了半个月，已经八月一日了还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这天黄慧君急急赶到长沙对我说，

“道林一中的老师讲，鲁盛在医院体检时填的体检表搞错了，填的是大专招生体检表，没有被中专学

校录取。”我听了这个消息，当即和她搭车到宁乡教育局招生办公室，询问鲁盛填错体检表是怎么一

回事，是否有解决的办法。办公室的杨主任说，“体检表填错了就不能被录取，我也没办法。”我说：

“这体检表怎么会填错呢，这表是谁填的呢。”他说：“是鲁盛填的。”我说：“不可能是鲁盛填的，

医生进行体检怎么会让鲁盛去填呢。这中间一定是你们搞了偷梁换柱的名堂，有人把鲁盛考的这个名

给额顶替了。你们现在把他的那份体检表给我看看，表上是哪个医生签的字。”杨主任说，“你怎么

能这样说呢，我们绝不会那样做的，至于体检表我们已经发到招生的学校去了。”我和他争论了很久，

没有效果。我表姐曾说过县招生办有个负责的是她的学生，鲁盛若是报考中专学校时需要帮忙打个招

呼。我只得又去找她试试。 

当天晚上，我赶到长沙跟打工的老板请好假，要黄慧君回家叫鲁盛明天到长沙和我一同到益阳去找表

姐。第二天一早，鲁盛就到了长沙，我和他一起搭了去益阳的汽车。八月初的气温三十七八度，火辣

辣的太阳晒得人皮肤发痛，人坐在汽车里就象在蒸笼里一样。我们从长沙上汽车一直到益阳，身上的

汗就没干过。好不容易赶到表姐家里时，她女儿说，“妈妈到宁乡五中去了”。听她女儿说，表姐的

学生是负责大专院校招生的，不管中专招生的事。我们听了之后觉得就是找了这个人也不一定有用。

和鲁盛中饭也没有吃，搭车赶回宁乡教育局找招生办的几个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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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走进招生办公室跟杨主任打完招呼。他告诉我们说，“昨天接到上级通知，还有一批录取名额，

带委培性质的，要多交两千多元的委培费。有很多人已经报了名，现在仅只有湘潭农校还有两个名额，

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就交两百元钱的报名费。不过，万一未被录取这报名费可没有退的。” 

想到自己在农村种了一辈田的艰辛，只要能跳出农门就好，进不成卫校就进农校也行，致于委培费要

交就交吧。取得了鲁盛的同意后，立刻掏出两百元钱报了名。还再三请求杨主任早些向这个学校把鲁

盛的档案投过去。他当时满口答应，要我过两天来拿通知书，还笑着说，“鲁盛进了中专你可要买酒

喝啊。”当天回到家里把这些情况跟黄慧君说了。两个人都认为送点东西给杨主任有好处，更何况他

还笑酒喝。于是买了十斤鸡蛋，十斤谷酒，第二天下午搭车到县里。经多方打听，才知道了杨主任的

住处，晚上把那些东西送到他家里。 

那天在回家的汽车上我遇到了我小学同学，一个中学的老师。我跟他讲了鲁盛考中专的事。他告诉我

中专录取名额有可能分到下面区教育组，你何不到道林教育组去打一下招呼呢。我信了他的话，那晚

上我买了两条白沙香烟送到道林区教育组书记龙泽高家里，请他帮忙并说事后一定会好好感谢，他当

即答应打电话与县招生办联系。 

八月四日一早，我就搭车赶到县招生办公室。到那里时，干部们还未上班。我早饭没吃，坐在办公室

门口等。当时满以为会拿到鲁盛的中专录取通知书。可是，等到杨主任来后，却是一场空。他对我说，

“老鲁，中专名额实在有限。你家鲁盛还是没有被录取。”我一听了气得头都晕了，实在忍不住心中

的怨气，冲着杨主任说道，“鲁盛考取卫校的名额是你们搞了名堂换了别人。”杨主任反过来说，

“是你搞了名堂，鲁盛的身体不合格，你们从中换了大专体检表。”我说，“我一个老百姓能搞什么

鬼，权力都在你们手上，你为什么不把鲁盛的档案和体检表给我看。”他听了之后没作任何回答，把

门一锁转身就走了。 

我心里一遍茫然。没办法只得离开县教育局。当我快要走出大门时，心里立刻意识到刚才自己做错了，

我怎么能和招生办公室的人吵呢，怎么能得罪杨主任呢？我家鲁盛这次上不成中专还要进高中，以后

再考大学嘛。我真的有些懊悔不已。只得再去找杨主任。这时他正在档案室翻阅资料，见我进来说道，

“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我只得达车回到长沙我做工的地方。 

第二天我又从长沙来到宁乡，一进招生办我就向杨主任赔了个不是，说道，“昨天冲撞你了，对不

起。”他也改变了态度笑着说，“没什么，我不计较。”我说，“今天来还是要请你帮我解决这个问

题。鲁盛既然没有被中专录取，而他的中考成绩已经比宁乡一中的录取线还超过几分。我想要求鲁盛

到宁乡一中来读书。”杨主任说，“这肯怕不行，我们早就有规定凡是报考中专的学生，如未能被中

专录取是不能进宁乡一中的。你们道林地区的学生只能到九中去读。”我再三跟他请求。他最后说，

“这个事我一个人也不能作主。”我想跟他说得再多一时难以解决问题，不如去找局里的其他领导，

只得起身出来，再到局长办公室找了一位姓陶的主任。这人五十多岁，大概是他就是局长吧，说话比

较和气。他倒了一杯水给我叫我坐，问我有什么事。我向他说明了鲁盛的情况，并请他解决鲁盛进宁

乡一中读书的问题。他听了之后，思考了好久，才说了一句话，“不好办。”我说，“我家鲁盛的情

况特殊。他本是中专录取对象，名额被别人换去了，却借故说是体检表有问题。这件事你不可能不知

道。今天你不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是不会走的。”他说，“你等我们研究一下吧，不过不一定能解

决。”我便只能坐下来等候。 

我坐在那里，办公室进进出出的人很多, 听他们谈话的内容，都是为联系子女升学的事而来。过了一

阵又进来一男一女两个人，只见后面那个人对走在前面的女的说，“李书记，我的问题你一定要帮我

解决。四中我不想，最好能让他进一中……” 

墙上的时钟已经快到十二点了，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三个人。陶主任说对我说，“下班了，请你暂且

出去，我要锁门。”这时，我猜这位李书记大概就是县委抓教育的李某某，便急忙走到她面前说，

“李书记，我姓鲁，是住道林区的。儿子叫鲁盛，是道林一中这期初三毕业。这次中考已经被怀化卫

校录取。体检都搞过了。可是，这中间有人搞了名堂，挤掉了他的名额，还故意说成是体检表填写错

了。我说的这个情况请你去了解一下。我为了这件事多次找过中招办的杨主任。你可能也知道一些。

他的成绩已经超过宁乡一中录取分数线。考虑他的这种特殊情况，现在我想要求进一中读书。”李书

记说：“中专招生名额有限，你家的孩子到九中读书一样的考大学。”我说：“一中与九中是有着明

显的不同，这不用我说你也知道。”陶主任在旁边有些不耐烦的说：“现在要下班了，我要锁门。”

我却坐着不动说：“你们不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是不会走的。”陶主任用手指着我说：“你一个人呆

在这里，我们都走了，办公室里有很多档案文件如有损失你负得起责吗？十二点钟了你也饿了吧。权

且去吃点东面再说好吗？”我说：“我不饿，想着我孩子的事几天都吃不下饭。一些人凭关系，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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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孩子考学校走后门，早就安排好了。我的孩子在学校表现那么好，你们去看他的档案就知道。他是

学生干部，三好学生，成绩也好，凭本事走正门却如此难。你们这些管教育的领导就能熟视无睹吗？”

说着说着，我的眼泪也流出来了。说完以后，我静静地坐在那里，他们也只好陪着坐了大约过了半个

钟头。他们见我这又黑又瘦的农民这么固执，也一定知道这事情的真相。陶主任说：“你去吃饭吧，

下午我们专门开会研究你这个问题。” 

我见他们松了口也就起身走出办公室准备去吃点东西。刚走到教育局门口，迎面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

他们提着摄像机问我是不是学生家长。他们说，“我们是宁乡电视台的记者，是专门到县教育局采访

招生工作的。”我想这下可好了，新闻媒体知道了这件事只要在电视台一曝光，问题就会得到解决。

于是，我跟着两个记者走进了传达室侧面的休息室。 

女记者打开录音机问我是哪个乡的，孩子叫什么名字，在哪个学校毕业，投考的什么学校。我便将鲁

盛考中专已被录取而名额被换的全部情况向他们谈了，并且请求他们主持正义，如实将这件事报道出

来。谁料到他们听了之后却说，“你所说的这些确实令人同情，只是即算是事实，我们也不能报道。

因为上面交代只能报道社会上正面的典型。我们要采访的是在县委的领导下我县招生工作顺利进行，

家长和学生都很满意今年秋季的大中专招生工作。请原谅吧。”我听了他们这一说，只得连连叹气。 

在路边的饮食店匆匆忙忙吃了一碗米粉，又赶紧走回教育局，一看时间才下午一点多钟。他们要三点

钟上班。我只好坐在传达室等。几天以来，由于心情焦急，天气炎热，四处奔波，非常疲倦，坐着坐

着一下子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我急忙向他们的会议室走去，一看门关着，里面

正在开会，只得在外面等。八月的天气，正是所谓秋老虎，万里无云，太阳把大地都烤焦了，到处是

火辣辣的，没有一丝风，也没有一处阴凉的地方可以呆，在那个院子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人就象在

蒸笼里一样难受，不一会儿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我看着身上这件汗湿又干，干了又汗湿的白衬衣已

经被一圈圈的汗渍染成黄色的了。几天来为了这事饭没吃好，更没有洗澡睡个好觉，心想自己由于出

身不好，当年读书受了限制，种了一辈子田受了多少苦，今天鲁盛中专没法进了，我一定要为他争取

到上重点高中这个机会，好让他将来考上大学，再难熬也要忍受。 

我在会议室外面一直等到六点钟他们才散会。没等我开口，陶主任就告诉我教育局同意鲁盛到宁乡一

中读书。我听了非常高兴，连忙走到那些领导面前感谢他们。招生办的杨主任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对

我说，“老鲁，你本月二十一日来拿通知书。” 

我连夜搭汽车回到长沙做事的地方，吃了晚饭后痛快地洗了个澡，心情十分愉快，几天来的疲劳一扫

而光。晚上乘凉时和一起做事的同伴谈了这次鲁盛考学校的经过。他们认为中专没有进成，进重点高

中还是好事，将来考了大学，那大学生要比中专生出息大得多，值得庆贺。你得作东赶快去买些副食

品来吃。我跑到街上买了一包葵花子和一瓶邵阳大曲。几个人边吃边聊，其中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

人说，“你这培养孩子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你家已经有一个读大学的了。又费这么大的力要把第二

个也送进大学。我家孩子只上了初中就跟我在家种田。如今上大学我也负担不起，只要他有点写算就

行。考上大学那还要有坟山祖气呢。”另一个人却笑着说，“那可不要向他学习。尽把自己的孩子送

出去坐办公，以后这田谁来种呀。”我说，“你想错了，如今国家号召和鼓励读书。你家有十个孩子

能考上大学都会受欢迎的。” 

好不容易等到了二十一日。这天我要到县教育局去拿鲁盛的通知书。我早晨五点钟就起床，城里的公

共汽车还没开，我就从窑岭走到汽车西站，坐上去宁乡的汽车。赶到那里工作人员还未上班。在招生

办公室门口等了好久，杨主任才来。我见他一进门就问他要鲁盛的通知书。他犹豫了一阵，说，“你

跟我到陶主任那里去一下吧。”我跟他到了陶主任办公室。陶主任连忙让坐并说道，“老鲁，实在对

不起。一中的名额确实有限，你家鲁盛还是只能到九中去读书。”我听了急忙问道，“你们不是开会

答应了我的吗？现在为什么又变卦了呢？”陶主任说，“不瞒你，宁乡一中现在只有六个招生名额，

要进这个学校的包括鲁盛一共有七个人。那六个学生都是有很好的社会关系，不是乡党委就是区委的

子弟。他们很早就打了招呼的。有的人甚至还守在这里，我们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呀。”我说，“我家

鲁盛的成绩和他们相比怎么样呢？”陶主任说，“论成绩还是鲁盛第一。”我说，“既然鲁盛的成绩

是他们几个人中间第一。他们还只有区乡领导干部的关系，那我家的社会关系也不比他们差。我的姐

姐是省级某单位的正处级干部。还有一个表哥现任省人大常委和省政协常委。这不是我吹牛皮的。请

你们去调查。我想不管论成绩还是论社会关系鲁盛是应该获得一个一中的名额。”两个主任听了相互

对视了一阵，陶主任说，“那我们再研究研究，你就隔天再来吧。”我说，“好吧，那请你们帮忙解

决。”离开教育局我仍回长沙工地去做事，真是乘兴而来，败兴而归。满以为会拿到通知书却落了空，

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虽然他们答应研究，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但也不好再纠缠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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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日上午，我虽然坐在去宁乡的汽车上去替鲁盛拿通知书，心里却没有把握。当我走进杨主任办

公室时，还只跟他打了声招呼，他就高兴地让坐，然后打开抽屉把宁乡一中录取鲁盛的通知书交给了

我。拿着这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我长长的嘘了口气，心想为了鲁盛升学的事一响来连日劳累奔波，

卖掉了六亩多田一季的早稻谷全部花光，也总算值得。 

＊  ＊  ＊  ＊  ＊ 

九月一日，我送鲁盛到宁乡一中上学。在回家的汽车上遇到了我一位小学时的同学。当时他是某乡政

府的一个什么部长。两个人的孩子恰巧又是初中的同班同学。我们谈及孩子升学的事。他对我说，

“算你狠，硬是把孩子搞进了一中。我那孩子中考成绩比鲁盛只差三分，我还早就跟教育局挂了钩，

也跟一中的领导打了招呼，还是你神通大我冒搞得你赢，只好上九中了。”我向他解释说，“鲁盛是

凭成绩进的一中，我没有什么关系。” 

鲁盛进一中后，我关心他的学习成绩和关心鲁强一样，从来未放松过。每学期我坚持到学校去两次。

到了学校，先找班主任，再找他的任课老师，了解他的学习情况。鲁强的那些大学同学放假来我家里，

我总是请他们给鲁盛传授学习方法和经验。我希望他在班上中等成绩的基础上再进一步。他自己也很

想争取搞到班上前几名。每次考试如果没有前进几名的话，他总是急得掉眼泪。不过，他说每次考试

总有些同学弄虚作假偷看课本，那些人的名次自然比他排在前面几名。他妈妈安慰他说，“全班同学

都是择优生。你有这样的成绩也不错。你只要抓紧学习。那些大学生哥哥们不是说了，你哪门功课不

懂的话就是从头开始学也为时不晚。只要努力，三年要学的东西一期都能学懂。”这样使鲁盛对提高

学习成绩增加了很大的信心。 

高三一期的时候，学校召开了毕业班家长会。散了会以后，我找了鲁盛的班主任老师问他的学习情况。

这位老师对鲁盛的情况是这样说的，“他平日是很守纪律的一个同学。但是，每次考试的成绩总是不

进也不退，一直是班上的二十三、四名，这叫做读书读油了。从历年的升学情况看，在我们学校凡是

班上前二十名的同学都有考取大学的可能。象他这样的成绩要想考取大学可能性不大。我想他如果这

次考不取大学，重读都没用的。我也很替他担心。”我听了之后详细了解了鲁盛的各科成绩。数学一

科不及格。其它几门功课的成绩还在中上之列。我当即把这些跟鲁盛说了，叫他不要着急，一定要想

办法把数学成绩搞上去。 

回家以后，我想到了住在道林镇的家门鲁君实。他是镇政府的退休干部。我家阶级不好，过去跟他没

有来往。改革开放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和他熟了，才知道他是我们还未出福的家门。他们家有两个

儿子。大儿子叫鲁智勇，湖南大学数学系毕业，当时在宁乡一中任数学教研组长。小儿子前年中专毕

业，搞商业贸易的。我去年还帮他找在深圳的侄儿给他联系了一桩业务。 

回家第二天我就骑单车到他家。向他提出想请他在一中教书的儿子帮助鲁盛补习数学。他满口答应说，

“这个忙应该帮，自家人嘛。更何况你还帮我做过事。我马上打电话跟他联系，你带鲁盛去找他就

是。” 

我星期六赶到一中，和鲁盛一同去找鲁智勇老师。走到他房间，见他爱人刚生了孩子不久，鲁老师在

家里洗这洗那忙个不停。他见来了客人连忙让坐。自我介绍以后，他马上反应过来说，“我应该叫你

叔公。我爸爸来电话说了你们家有个儿子要来补习数学课的事，我就知道你们会来的。”我指着鲁盛

说，“他是 235 班的，叫鲁盛，数学基础一直不太好。这次期中考试还没有及格，很快要毕业参加高

考了，还真有些使人着急。今天很幸运找到了你这位老师，要麻烦和拜托你了。”他说，“我爱人生

了孩子，没有请保姆，我实在是没有时间。如果鲁盛舍得干，那只能在晚上九点钟以后来上课了。”

鲁盛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当然同意，补课的事就这样说定了。出门时他还要留我们吃中饭。我谢

绝了他的好意说，“你答应从百忙中抽空帮鲁盛补课当得留我们吃好多餐饭呢，我得好好谢谢你。”

就这样，鲁盛在鲁老师那里补了一个月的课。他的数学成绩很快得到提高。这对他以后考取大学是起

了决定性作用的。 

＊  ＊  ＊  ＊  ＊ 

九五年上半年鲁盛就高中毕业了。对鲁盛考大学的事我是无时不放在心上。还在高考前两个月，我就

到处找关系挂钩。心想，即使差几分花钱买名额也要让他进大学。先是通过别人的关系找了长沙交通

学院招生办搞了个委培生的名额。委培生在收费方面除学杂费外还要附加一万元委培费。当时要预交

两千元的学费，那天我没带钱。虽然有哥哥姐姐在长沙，我怕数额大借不到。当天搭车回家，第二天

带了钱再去。预交了学费还觉得怕不稳当，心想还要去挂个钩。又去找了省中医学院的一个熟识的老

师。我没有告诉她鲁盛在交通学院搞了委培生的事，只说怕鲁盛考不取大学，请她帮忙搞一个招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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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她答应跟我到学院的招生办去联系，但要等两天才有消息。于是我就在长沙姐姐家里等候，隔了

一天，她来电话说要我过去，我接了电话就赶到她家。她告诉我说，“已经帮你登记了一个名额。到

时候万一鲁盛没有上线，你要他带上准考证、高考分数以及他的档案号来找我。不过你还得另外准备

一万元。这一万元是解决入学名额和户口的，不包括学杂费用。你是否有这些钱？”我说，“谢谢你

了，家里没有钱我打算借。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让他有书读。” 

办完这些事后，我赶到一中告诉鲁盛已经给他挂了几处学校的钩，不要背考不取学校的思想包袱。但

还是要集中精力搞学习，认真对待高考，尽量争取上线，那样会给家里减轻很多经济负担，同时考的

学校比买的名额还光彩得多。 

他说，“你放心，我会尽力的。” 

七月鲁盛高考完毕放假回家。这次回来他脸上充满着一种胜利和自信的笑容。我问他考得怎么样。他

说，“觉得所有的题目不难，基本上都做出来了，凭感觉反正会考取一所学校的。” 

好不容易盼到高考成绩公布的这一天。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鲁盛取得了超过本科录取线两分的好成

绩。我们夫妇真是高兴得无以言表。一个素来被人踩在脚下的人家居然出了两个大学生。怎么能不叫

我们自豪呢。自己在农村搬了一辈子泥巴受苦受累，从他们一出世就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这下好

了，不但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而且我们自己晚年的生活也无后顾之忧了。 

鲁盛接到湖南商学院的录取通知书以后，亲戚朋友都来祝贺。我们办了几桌饭菜热闹的庆贺了一番。

乡政府得知我们家里考出了两个大学生，还送来了奖品奖状。奖状上书着【教子有方】四个大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