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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利教师绝境托“孤”，
女老板承父业进深山

“ 妈 妈， 妈 妈！”9 月 26 日晚，
一声响亮的叫喊，划破了张家界市
慈利县岩泊渡镇最偏僻的两山教学
点的宁静。叫喊的小女孩只有 7 岁，
是两山教学点唯一的老师薛姣的女
儿。自从 2009 年薛姣来此做代课
老师后，女儿几乎每天都会缠着父
亲从县城开车沿着盘旋的公路，一
路十八弯地来到这位于高山之巅的
小学，第二天早上天刚刚亮便又回
去。这样的日子已差不多快五年了。

两山是慈利县岩泊渡镇一个偏
僻的土家族村。这里的两山村教学
点是附近几个村子唯一的学校，也
只有一位老师。而对于这位唯一的
老师薛姣来说，她当初从这里离开
并在县城 成家生女，当小老板时，
就压根没有想到过要回来。   

这事 得从 薛姣 父 亲薛 绍理 说
起。

1978 年， 薛 绍 理 从桃 源师 范
学校毕业回到家乡，年近七旬的老
支书立马上门 ：“绍理，咱村太穷，
别的老师不愿来，咱学校只有靠你
了！”望着老支书那充满渴望的眼
神，薛绍理深深地知道山里娃求学
的艰难，他放弃了在镇中心完小工
作的机会，来到了两山教学点。

薛姣从懂事起也就一直和父母
居住在两山这所简陋的小学里。这
里人迹罕至，没有别的老师愿意来，

薛绍理是唯一的教师兼校长；而母
亲唐金平曾是父亲的学生，也不顾
娘家人反对跟随父亲而来，义务做
了学校的厨师和保管员，并在学校
旁边开出了一片荒地，种上蔬菜瓜
果。一家人过着清贫而单调的生活。

薛绍理 27 年如一日地守候 这
所破旧的学校。尽管工资微薄，他
还为一些贫穷的学生垫付了三万多
元的学杂费。薛绍理先后多次被评
为市、县先进个人，2007 年还被评
为湖南省优秀教师。

从小在高山学校长大的薛姣目
睹了父亲的辛苦与清贫，决心这辈
子不做老师。而薛绍理却希望女儿
能子承父业。

2000 年，薛姣初中毕业时，父
女俩爆发了最激烈的一次矛盾：薛
绍理想让薛姣上师范学校，而薛姣
却坚持要读自己喜欢的计算机专业。
无法说服女儿，气急了的薛绍理第
一次动手打了女儿。

薛姣捂住自己的脸 ：“我不想当
老师，不想和你一样一辈子呆在大
山里，整天都面对那些贫穷的孩子。”

父女俩谁都无法说服谁，最终
薛姣还是选择了她喜欢的计算机专
业。但每个寒暑假，她都会回到两
山的学校里。父亲依旧照顾那些孩
子，母亲依旧当义务的保管员，连
同清贫的家，一切都没有改变。

2002 年，岩泊渡镇政府要将这
所学校撤并，将薛绍理调到镇中学
工作。薛绍理听到后，多次跑到镇
政府和联校缠着领导说山高路远，
这些留守孩子上学来回几十里路不
方便，最后终于将这所学校保留了
下来。

2003 年中专毕业，薛姣放弃去
大城市工作的机会，决心自己创业。
经过考察，她准备在县城里开一家
服装店。

7 月，薛姣回到家，她想从父
母那里得到一些支持，却看到父亲
正挑着萝筐灰头土脸地整修学校。
薛姣试探性地向父亲说了自己的想
法，薛绍理沉默了好一会才说 ：“家
里连卖猪的钱都用在建学校上了，
实在没有！”

薛姣怏怏下山，心里种满了对
父亲的不满，怨他忽略了自己的存
在。而薛绍理却因为学校太破烂，
怕学生被砸伤，拼了命 地建学校，
扁担挑断了 11 根，解放鞋磨破了近
30 双，终于在 2004 年建起了两山
有史以来最美丽的学校。

薛姣最终从亲戚家得到帮助，
并将服装店经营得很成功，每个月
都有不错的收入，成为女老板。因
为都忙，父女俩只有在过年的那几
天才有机会呆在一起。在一起时，
薛绍理说得最多的还是他的学生。

父亲身患绝症之后
2006 年，薛姣与爱人滕明胜在

县城买了房并结婚。一天深夜，薛
绍理带着 8 床棉絮来送给薛姣 ：“父
母无能，你 结 婚 我只能为你 添置
几床棉絮。山里的那些孩子太苦了
啊！”那一刻，薛姣终于明白父亲
的那分心，6 年后跪在地上叫了一声

“爸爸”！
2007 年薛姣生了女儿，满月那

天，按土家族的风俗是要回娘家去
的。薛姣夫妻两人抱着女儿刚到山
脚，便看见十几位学生的家长在山
脚等着她。原 来父亲要给 学生 上
课，那些家长便自发地把薛姣接到
学校。很多人还带来了腊肉和柴鸡。
那一刻，薛姣的心里很感动。

2009 年 3 月，薛绍理在长沙被
确诊为肝癌晚期。三十多个孩子都
来医院看望薛绍理，哭着要他好起
来，回去给他们上课。在场的人无
不感动，悄悄地躲在一边抹眼泪。

2009 年 4 月 19 日， 薛 绍 理 不
顾家人和医生的劝阻，拖着病体踏
上了回家的路。他 来到两山小学，

坚持给孩子们上课。
薛绍理隐约感到，生命最后的

时刻随时都会到来。一天，他拉着
薛姣的手说 ：“如果我走了，没有老
师愿意来这里上课，学校就会撤并，
孩子们上学就会更加困难，你愿意
来这里代课吗？”

薛姣 从 来没有想 过 这 样的问
题。当初她执意不想当老师，就是
想逃离父亲的那份清贫与辛苦。如
果答应父亲，自己经营良好的店子
就得转让，那可是自己多年的心血
啊！如果不同意，父亲的遗愿无法
实现，那他是死也不会瞑目的。薛
姣陷入了两难的境地。

2009 年 4 月 25 日， 薛 绍 理 再
次住院。陆陆续续有一百多名学生
来看往薛绍理，有的年龄只比他小
几岁，但他们无不带着对薛绍理的
尊敬。深知来日不多的他再次请求
女儿能上山代课。那天，滕明胜刚
好也在旁边，他也为岳父所感动：

“你就上山吧，家里有我呢！”薛姣
点了点头。

薛绍理担心薛姣没有经验，于
是决定放弃治疗，上山教女儿教书。
薛绍理坐在椅子上，一边打着点滴，
一边指导女儿上课。课后，他又告
诉女儿如何板书、备课、批改作业
……

学生们含着眼泪看 着 这 对 父
女，背挺得笔直，回答问题的声音
也格外响亮，而学生的家长也都闻
讯赶来，隔着窗户流着眼泪看着这
对父女上课。而每一节课后，家长
们都会把薛绍理抬到外面晒一下太
阳，或帮他活动一下筋骨。

薛绍理越来越虚弱，他指导的
声音也越来越小，但他恨不得将自
己一辈子的经验在短短的时间内全
都 传授 给女儿。薛姣也担心父亲
的身体，于是不分日夜地学习父亲
的教学方法，并记在日记本里。而
薛 绍 理明白自己的生命 随 时会 终
结，也将自己毕生的备课和学习笔
记、教学心得，以及发表的论文全
都留给了薛姣。这些资料足足有近
15 公斤。

女儿进山支教
2009 年 5 月 28 日， 薛 绍

理去世，近千学生及家长流着
眼泪给他送行，站了满满一片
山林。那一刻，薛姣更坚定了
要继承父亲的遗愿，上山任教
的决心。

薛姣迅速低价将自己经营
良好的店面转让出去；而丈夫
滕明胜为完成岳父的遗愿，全
力支持妻子进山支教，照顾好
自己的家庭，也不得不转让了
自己经营正好、客源充足的长
途车，到驾校做了一名教练。

2009 年 9 月，薛姣被县教
育局正式聘请成为一名代课老
师。当她第一天来到学校上课
的时候，村干部拿着鞭炮、学
生拿着红花来欢迎她。

真正教学后，薛姣才知道
其中的艰辛。

一个班二十多名学生，年
龄的差别却有 5 岁之多。一个
教室里坐了一、三、五三个班，
往往上了一节三年级的语文课
后马上又是五年极的数学课，
而一年级的小朋友不懂规矩，
经常什么都不说就跑到教室外
去了。

白天还好，虽然辛苦，但
还有孩子们相伴。可一到晚上，
和母亲二人在空旷的学校，一
种如蚁噬的孤独便跟随而来。
薛姣想到了自己的孩子，有时
候会莫名地哭起来。她终于明
白父亲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是多
么的不容易。母亲唐金平这个
时候便来安慰她 ：“你想念你
女儿，但你不要忘记，你也是
我女儿，我希望你真正快乐。
如果你不开心，你就回去吧！”

薛姣看了看母亲一眼，摇
摇头 ：“我答应过爸爸，我一定
会坚持下去。”

山里的孩子大都是留守儿
童，经常犯病啥的，薛姣就如
同妈妈一样，喂药照顾。下雨
天小溪涨水，她就一个一个地
接送。

可一个月后，薛姣只拿到
了 800 元的工资，她心里有一
些小小的失望。是的，自己开
店做老板，不仅轻松自由，得
到的报酬也是在这里教书的几
十倍。但每次薛姣只要一想到
父亲恳求的目光和孩子们渴望
的眼神，她还是坚持了下来。

一日，在翻阅父亲笔记时，
她发现几封父亲留下来的信。

一封是薛姣读中专那年写
的：我会老，不可能一直教下去，
所以希望姣儿能读师范专业后
上山教书，因为山里的孩子大
多都是留守儿童，缺少爱，也
缺老师。可姣儿不知道我的想

法，其实她追求自己的梦也没
错，可能是我想法太偏激，我
是不应该打她的。

一封是薛姣结婚时写的：
姣儿结婚了，别人的父母都风
风光光地把女儿嫁出去，可我
这个父亲很惭愧啊，什么都给
不了。我总不能去向那些孩子
讨要学费给她作嫁妆吧！

……
在信中，薛姣终于读懂了

父亲这么多年来的苦心。
为更好地教育学生，薛姣

自学了小学教育，积极参加各
类学习培训，并不时把父亲遗
传给她的资料拿来学习。慢慢
地，她的个人学识和业务知识
水平得到了提升，期期都获得
教学质量优秀奖。

薛姣简陋的宿舍里，有一
摞叠放得整整齐齐的童装和大
大小小 10 来双童鞋。这是她
从村子里收集来的孩子们不要
的衣服和鞋，洗干净后存放在
学校里，废物利用。有时候孩
子尿湿了，天凉了要加衣，这
里准备齐全，冻不着孩子。

为了大山里的孩子，薛姣
长期居住在学校，失去了对家
庭和孩子的照顾。一次滕明胜
去送考，女儿却在半夜发起了
高烧，婆婆一人在家吓得六神
无主，不得不给薛姣打电话。
薛姣马上请摩的师傅把她送下
山，紧急把女儿送到医院后照
顾了一整夜。天亮后，女儿的
烧慢慢退了下去，一夜未眠的
薛姣又打摩的往山里赶。山路
陡峭，疲惫过度的薛姣在一拐
弯处摔下了山。薛姣站起身来，
掂量一下身体没多大问题，又
一瘸一拐地走进教室。

2013 年，薛姣怀上二胎，
考虑到山路崎岖，她再也不敢
下山。但她仍每天挺着大肚子
给学生们上课。放假时，大腹
便便的薛姣如何下山成为一个
巨大的问题。这时，一些学生
家长自发组织带来绷椅，轮流
将薛姣抬着送下山，并叮嘱她：
开学时，他们再来接她上山。
这一刻，薛姣终于明白父亲当
年为什么一直坚守在大山，坚
守那些孩子们。她很庆幸，在
父亲的坚持下，在丈夫的支持
下，她做了一位老师，虽然是
编外的，但她无怨无悔！

2014 年 5 月，因为二代人
三十多年坚守在大山里，没让
一个适龄儿童失学，薛姣一家
被评为“湖南最美家庭”。9 月
10 日教师节这天，薛姣像往年
一年，收到了孩子们送给她的
很多小礼物。

“湖南最美家庭”的坚守和传承——

文 / 特约记者 郑多多

■他挑断 11根扁担磨破 30双鞋，自建两山有史以来最美学校
■她放弃事业和家庭，在父亲生命之火快燃尽时走进深山为孩子代课

用扁担“挑”出的学校

她是一位土家族山村教师的女儿，一心向往外面的世界，初中毕业时考上中专走出大山，在县城当上了小老板，结婚生女，过着幸福的日子；而她当山村教师的父亲，在自己挑断了 11 根扁担、磨破了 30 双鞋建立起来的高山学校工作了 27 年，一直到生命终结。当他身患肝癌，自知生命无多时，希望女儿能够接过他的教鞭……

▲ 2009 年 4 月，父亲薛绍理坐在椅子上，一边
打着点滴，一边指导女儿薛姣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