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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向海林

在湘西自治州永顺县有位退休

教师，他文字功夫精深，对古文译白

颇有研究；他不是史学家，却编写了

《溪州铜柱铭文探读》和《土家话日常

用语集》， 为旅游发展和土家族历史

文化的传承， 尽到了自己的一份力

量。 他就是永顺县芙蓉镇 84 岁的退

休教师程怡训。

今春，记者 3 次访问程老，穿过

宽广的芙蓉广场，闻着荷花池里的泥

土清香，拾级而下，河边有一栋小砖

瓦房，这就是程老居住的地方。

程怡训耳聪目明，看不出已有 84

岁高龄。 程老 1950 年开始在土家族

聚居的农村小学里任教，多年来与土

家村民交朋友， 对土家族的历史、文

化、风土人情十分熟悉，收集了很多

关于土家族的历史文化资料。

1988 年，程老退休后，开始对收

集的资料进行整理。 他花费 23 年的

时间撰写出《溪州铜柱铭文探读》，把

溪州铜柱上的原文进行翻译、 诠释。

为了弄清楚每一个字、词、句的含义，

他悉心查阅资料，对五代十国时期的

历史文化进行研究，走访土家山寨百

余个，访问土家族老人几百人，行程

上万里，并与一些研究土家文化的专

家进行细致探讨。

工夫不负有心人，程老所作的溪

州铜柱铭文译文挂在了国家重点文

物—————溪州铜柱的旁边，让游客在

观看溪州铜柱的同时，更深层次地了

解铜柱的历史文化背景，感受土家族

的文化底蕴，获得了游客们的赞叹。

“我把溪州铜柱上的原文翻译成

白话文， 还有很多争议和探讨的地

方，像铭文上的‘复溪州铜柱记’，我

认为这就是溪州铜柱铭文的原有标

题，而部分研究者则认为是后来加上

去的，其中的‘复’字，我理解的意思

是‘再次’，因为彭仕愁的先人曾在其

他地方立过铜柱，所以理解为是彭仕

愁继自己的先人‘再次’立铜柱的意

思，只是立的地方不同而已。 因此，这

铭文上面的很多内容还需要讨论和

研究，我现在年岁已高，希望在我之

后， 有人能够继续研究我们的宝物，

让它发出更灿烂的光辉，为地方的旅

游事业的发展增光添彩。 ”程老告诉

记者。

程老在研究溪州铜柱的同时，还

抽出时间撰写了厚厚 7 大本《土家话

日常用语集》， 记录了土家族日常用

语和汉语的互译以及土家族日常用

语的读法，有很多内容都被旅游公司

借用。“传承湘西土家族历史文化、为

芙蓉镇的旅游发展添砖加瓦是我晚

年的追求和夙愿。 ”程老师笑着说。

邵阳县金江中学教师蒋艳秋

在同事们心中是个拼命三郎。 不

久前， 她在家访回校的路上跌进

池塘，当晚高烧不止，被同事送到

当地医院输液治疗。 校领导劝她

休息几天，可她偏不听劝，第二天

清晨拔了针头就往学校里赶。

蒋艳秋 1996 年毕业于邵阳

卫校。 毕业后，她开过诊所，当过

营销员……但不管干什么工作，

她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实现自己的

梦想———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教

师。

2007年， 蒋艳秋迎来了 3 个

就业机会： 一是在县移动公司上

班，月收入高达 3000 多元；二是

去县中医院工作； 三是参加教师

录用考试， 到边远贫困乡镇学校

当教师。 当时，蒋艳秋的孩子才 1

岁多，第一、第二个选择可以带给

她优厚的物质条件和温馨的家庭

生活， 而第三选择则意味着低薪

水和夫妻长期分居。 正当她不知

何去何从时， 一位小学同学从乡

下来看她并告诉她， 现在农村学

校教师奇缺， 家长把孩子送到城

里读书， 教育投入几乎成了农村

家庭的全部开支。

思前想后， 蒋艳秋在报名截

止时间的前一天，不顾父母、爱人

的坚决反对， 偷偷报名参加了教

师录用考试， 结果以优异的成绩

被录取了。

蒋艳秋任教的金江乡地势偏

远、经济落后，学校总共 9 个班，

按编制需要 22 名教师，但如今在

岗的教师却只有 17 人，连代课教

师都请不到。 蒋艳秋甘愿在这样

艰苦的条件下坚守着。 虽然不是

科班出身，但她干得很投入，精心

钻研教材，反复揣摩资料，认真撰

写教案， 几乎每节课后都要找学

生交流，听取学生意见，总结教学

的得失。2008年至今，蒋艳秋所教

班级的数学成绩在全县初中质量

检测中名列前茅， 她所带的班级

连续两次被被评为学校先进班集

体， 而她本人也连续被评为乡优

秀班主任、乡优秀教师，2010 年还

被评为县师德标兵。

现在， 蒋艳秋的丈夫在邵阳

市工作， 孩子由住在县城的父母

照看，一家人分居三地。 她每月的

工资只有 760 元，除去车费、电话

费和生活费，所剩无几。 但蒋艳秋

没有为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她

说：“相比家里， 农村的教育更需

要我。 ”

农村需要我

通讯员 王昴

八旬退休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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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老说自己还不

老， 除了撰写文章，他

每天都会种花养草、练

晃身功， 保持身体健

康。 向海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