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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围山脚、浏阳河畔，坐落着一个被千年香樟围绕的书
香村。在位于浏阳市达浒镇的这个村里有一户远近闻名、颇
受推崇的“传奇”人家。这家主人名叫李学树，今年 94 岁，
四世同堂的 50 多口人中，共培育出 5 名博士、14 名硕士、
24 名大学本科生。

2019 年，李学树家庭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他们的
家教和家风有何特别之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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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家有 8000多本藏书
“很多人都以为我的‘松林书

屋’是卖书的，其实不是的。”7

月 21 日，讲起 这个 误会，杨松

林不禁哈哈大笑，“因为我们家

里人都喜欢阅读，现在家里已经

有 8000 多本藏书，于是就想着

取名为书屋。同时，我们家的书

屋还为孩子们服务。”

杨松林口中的“孩子们”是

指来自怀化市通道侗族自治县第

二完全小学三年级的 48 名学生

和第二完小对接的 7 个村小的

114 名孩子。

2016 年，杨松林代表砂子塘

小学到第二完小签订“手拉手”

帮扶协议时，从校长宋禹抒那里

得知学校里 30% 的孩子是留守

儿童。回到长沙后，杨松林和妻

子黄异霞、女儿杨赛男商量，“就

想着能不能帮他们一把”。

2017 年下半年，一个打造书屋

的计划在家庭会议上产生，“用我

们多年的阅读经历，为孩子们提供

适合他们的儿童文学书籍”。

2018 年初，杨松林拨打了宋

禹抒的电话 , 希望对方能够提供

一个一年级的班级，由杨松林一

家三口来帮助，“班上还必须得

有留守儿童”。杨松林解释，之

所以选择一年级的学生，是 “可

以长期追踪他们阅读的效果”。

就这样，“松林书屋”的第

一个“六年计划”开始了。

杨松林和黄异霞也开始奔波

在各大书店和出版社。“我们首先

根据我的教学经验选择了一批书，

然后对比不同出版社的版本，选

出最适合一年级小朋友的书籍。”

杨松林回忆，为了选择一本课外书，

家里三口人扮演不同的角色，“我

是教育工作者，妻子作为家长，女

潜移默化培育一家子“学霸”
“如果没有父母的坚持，我们

都不会有今天。”7 月 23 日，湖南

省水利厅退休干部、李学树长子

李尤专告诉记者。

李学树年轻时在怀化溆浦的

战时中学读书。在那个战火纷飞

的年代，李学树认识到，能坐在

教室里上课，是人生最幸福的一

件事情。因此，李学树夫妻尽管

收入微薄，但是仍千方百计让孩

子上学。

“那个时候的穷，现在想来

完全理解不了，我印象很深刻，

父母上山砍竹子，用竹子换来的

红薯，就是我们全家的午餐。”

李尤专回忆，自己小时候穿的衣

服都是妈妈的，稍大一些就穿爸

5 名博士、14 名硕士、24 名本科生

浏阳达浒镇有个“书香世家”
爸的，而弟弟妹妹们，穿的也都

是他穿过的，衣服胳肢窝处的口

子开了缝、缝了开。舍不得吃、

舍不得穿，家里的所有花销，却

几乎都用在了买书和上学上。“父

母一直跟我们说，再穷不能穷教

育，砸锅卖铁也要送我们上学。”

李尤专回忆，他 7 兄妹求学过程

中，因为交不起学费和餐费面临

停学停餐时，父亲毅然卖掉了家

中跟随多年的大黄狗，才暂时度

过难关。

“读书的初衷不是为了改变

命运，我们就是打心底认为，读

书使人幸福，是一种应该坚持到

老的习惯。”李尤专说，小时候

就经常跟在父亲李学树的身后，

他写字，自己也拿着树枝在地上

写；他看书，自己也会在旁边找

书看；父亲看到有意思的地方哈

哈大笑，自己也会打心眼里觉得

高兴。“以前看书写字都是因为

崇拜父母，喜欢模仿他们，慢慢

地，读书也成为了我的一种习惯，

潜移默化对于家庭教育来说，太

重要了。”

正是有这种潜移默化，李学

树一家四世同堂的 50 多口人中，

走出了 5 名博士、14 名硕士、24

名大学本科生。

如今，李尤专的孙子已经上

小学了，回家做完作业后，就会

来书房坐在李尤专旁边和他一起

看书。说到孙子，李尤专语气中

不免透着些骄傲，“小屁孩作文

写得特别棒，他的语文老师表扬

他，‘四年级小学生写的作文比

高中生写的没得差’”。

帮扶 100 多名贫困孩子求学
李尤专说，有一段时期 , 几

乎所有的学校都已经不上课了，

可李学树还是每天都把村里的

孩子召集起来，给他们补课。哪

里有孩子不读书，哪里就有李学

树夫妻的身影。

“汤光华就是我父亲从水稻

田里拉回来的。”李尤专说，当

时正值考试之际，汤光华父母觉

得读书浪费时间，还不如回家种

田来得实际，非要汤光华下地干

农活。后来，汤光华通过高考跳

出了“农门”，进入了长沙电力局

工作。每年逢年过节，汤光华都

会来看望李学树，表达感谢，“没

有您这一拽，我可能还在地里面

朝黄土背朝天呢”。

除了劝学外，李学树夫妻还

四代人
合 影，
笑得像
花儿一
样。

“6年计划”，他收获一堆奇思妙想

儿就从孩子的角度来考虑”。

2018 年 6 月 1 日前夕，杨松

林和黄异霞将 48 本课外书快递

给了宋禹抒。

奇思妙想的“阅读跟踪表”
你以为到这里，事情就告一

段落了吗？杨松林笑着摇摇头。

杨松林告诉记者，孩子们一

年至少能读到 12 本课外书。可

怎样确保孩子们真正读了书呢？

和妻子讨论一番后，杨松林

决定设计一份阅读跟踪表，“让

孩子们将读完书后的感想画出

来，写下来”。两个月后，一叠

填满了孩子们奇思妙想的阅读跟

踪表从通道来到了长沙。

翻看着孩子们的童言稚语，

杨松林也会将这些读后感分享给

书的作者。不少作者得知杨松林

是将书赠送给留守儿童后，提出

不收他的钱，但杨松林都谢绝了。

“我们计划在每年的儿童节

和元旦送一次，今年儿童节，我

们又有新的伙伴加入了进 来。”

杨松林告诉记者，不少好友得知

后，纷纷想加入进来。于是，杨

松林开启了第二个“六年计划”，

选择了两个好友家庭，一起为 7

个村小 114 名孩子送去图书。“现

在，也有一些朋友和我提出想要

一对一资助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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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19 日，在长沙市委宣传部举办的 2019 年“红书签
· 爱满星城”全民阅读公益活动上，在现场为读者带来经典
朗读的嘉宾是杨松林。

杨松林是长沙市砂子塘小学万博汇校区党支部书记兼执
行校长，他的家庭今年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把书送
给孩子
们 前，
杨松林
一家三
口拍下
了一张
合影。

尽自己所能资助村里的贫困孩子

上学。李学树的邻居汤氏姐弟，

因为父母双亡而辍学在家。尽管

自己家里过得紧巴巴的，李学树

夫妻还是义无反顾地负担起汤

氏姐弟俩的读书费用，直到他们

大学毕业。如今，姐弟俩也跟随

李学树夫妻的脚步当了老师。至

今，李学树共资助了 100 多名贫

困孩子走上求学路。

“早十年前，村里的书江小

学因为办学条件差，面临撤并，

父亲心里十分着急，担心村里

没有学校，影响孩子求学，便

辗转镇政府和教育部门，要求

保留学校。”李尤专说，学校最

终被成功保留。如今，这所村

小在校师生有近千人，累计培

养学生近万人。

如今的书香村，学习氛围浓

厚，人人尊师重教、爱书尚学，

近些年就出了400 多名大学生，

成为方圆百里一段“佳话”。

夫妻携手开展家庭阅读公益课
在教学工作中，杨松林发现

经常有不少家长询问老师，到底

应该给孩子们看什么书。为此，

杨松林整合了教师团队的意见，

制定了一个含有 40 本绘本、80

本文学作品，适合一、二年级孩

子的书目，在学校推行。

“因为我所负责的校区全部

是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孩子们，所

以在选择课外书的时候一定要

格外谨慎。”有一次，杨松林选

择了一 个出版社的一 套注音图

书，本想全部推荐，放到书目中，

但是放心不下的他又和黄异霞一

起，逐字逐句地读了一遍，最后

只选择了其中的三本书。

同时，杨松林还带着这套书

目，和黄异霞利用假期、晚间休

息时间，到社区、图书馆、幼儿

园为家长们开公益课，“我们想

向大家说明，阅读可以成为家庭

教育的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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