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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丹老师品侨乡文化】 新会梁氏老照片里的故事（十九）

襄助新政赴湖南

江门名迹

自工业革命开始，人类
几千年来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理念早已被轰隆隆的机器声
逐一击碎。灾难，在一棵大
树的倒下开始，福报，在一棵
草木的成长起步。幸好，人
类已经觉醒，深刻意识到人
类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紧密关
系，并且行动起来，保卫地
球。那么，我们能为地球的"
绿"做点什么？

@22 传播与策划 2 班
吴丹：

蓝天白云，繁星闪烁。
我们坚持“像保护眼睛一样
保护生态环境”，从日常点滴
做起，绿色餐饮，低碳出行，
践行碳达峰碳中和理念，从
一言一行中领悟自然的力
量。只要积极付诸实践，但
行好事，就能为地球的“绿”
增添无限的惊喜和可能。

@22 传播与策划 2 班
张莹：

林草兴则生态兴，生态
兴则文明兴。守护每一片耕
地，呵护每一片绿叶，浇灌每
一片森林。草木丛生，绿意
四射。守住绿码，寻找生
机。让草木生长，让鱼鸟翱
翔，让你我共绘山水宏图。
草木青青，谱写“万里江山恣
意开”的生态华章。

@22 传播与策划 1 班
郭倩：

保护环境，人人有责。
这样一条深入人心的标语，
除了易熟记，更多的应该是
大家对保护环境的认可。草
木生灵亦是这地球家园的一
份子。保护环境是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去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收起践踏草坪
的脚步，停下采摘花草的手。

@22 传播与策划 1 班
林松斌：

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
园，环保不仅要内化于心，更
要外化于行。为此我们可以
使用节能的设备，降低碳排
放量。减少一次性制品的使
用、增强环保意识，完善回收
体系，种植树木和植物，增加
绿化面积。减少浪费，采用
节水器、浇水时段、雨水收集
等措施来减少用水量。倡导
环保意识，鼓励他人也加入
到环保的行动中。

@22 跨境电子商务班
黄美玲：

近年来，伴随着一系列
自然灾害的发生，人们逐渐
认识到构建生态文明、与地
球和谐共生的重要性。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成为社会共
识。生态环境与每个人的生
活都息息相关，我们要牢牢
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从遵守
基本的环保要求做起，从低
碳出行做起，从点滴小事中
做起。让地球微笑，让万物
呼吸。

@22 传播与策划 2 班
方淑慧：

“绿水青山，碧海蓝天，
世代相依，和谐共生”是我们
共同的愿望。壮丽的锦绣山
河，我们爱之敬之。保护生
态环境、铸就生态文明，是发
展之需、自然之愿，也是你我
之责。 作为当代大学生，
我们可以从身边小事做起，
如尽量堂食、合理使用空调
……点滴之间汇聚成保护生
态环境的磅礴力量，做生态
文明建设的实践者、推动者，
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

@22旅游管理1班 陈
旭东：

地球以绿色拥抱我们，
为我们划出舒适圈，我们却
不断撞击他，与其问地球能
为自己的“绿”做点什么，不
如问我们自己能为地球的

“绿”做些什么。从自身出发
为圆心，利用自己的资源为
地球的“绿”画出最大同心
圆，共同搭建“绿”。

（整理/苏玉婷）

微聚焦

以我之薪火，
为地球加点"绿"

温暖的火苗
茫茫人海中，无论是熟悉的还是陌

生的人群，总会有微小的举措闯进我们
凌乱而忙碌的生活。来自陌生人善意的
眼神，温暖的话语，来自亲人细致入微的
关怀和鼓励，对路人的帮助，微不足道的
细节，都会成为滋润生活，铭记在心的温
暖瞬间。

春天是生机盎然、鸟语花香的季节，
给万物带来一如既往的润泽。奶奶总喜
欢带我去老屋前她亲手打理的菜园子，打
开那扇老是发出“吱吱吱”声音的小木
门。我兴奋地跑到菜园中间的小道上，发
现碧绿色的青菜就要拔，经常听小兔子拔
萝卜的故事，看到一丛丛的叶子像一把把
绿色的扇子，泥土间隐约看见一些白色的
东西，我猜那一定是小兔子要拔的萝卜。
我迫不及待地蹲下身子，使劲向上拔，连
着那一筐花菜和萝卜都要挤出来了。奶
奶看见了也不生气，俯下身子摸摸我的脑

袋，阳光映照在她慈祥的脸颊，灿烂的笑
容在她的脸上绽放！整个菜园宁静又幸
福，快乐又祥和。

夏天是个火热的季节，有火辣辣的
太阳，也有绿树成荫、鸟语蝉鸣。我们来
到城市，清晨的一缕阳光透过窗户，照到
窗台上金黄色的向日葵上，是那么的温
暖柔和，我又抬头看看奶奶，她的脸上依
旧挂着慈祥的微笑，目光中充满宠爱，我
目不转睛地看着奶奶眼中的自己，她用
手划过我的鼻尖，我们在窗边玩闹着，奶
奶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犹如窗外的阳
光。

我跟随着校组织的学生会干部参与
了学雷锋志愿服务主题活动，来到了区里
的一家敬老院，在阿姨的带领下，我和同
学来到一个房间探望老人，老奶奶躬着
腰，手里拄着拐杖，步履蹒跚地走着，她满
脸皱纹，看出来饱经风霜。老奶奶与我们

聊她的过去，当谈起她当兵的儿子时，脸
上流露出抑制不住的笑容，满脸的皱纹舒
展开来，满屋子充满了幸福欢乐的笑声。
分别时，在门口转头的瞬间，门外的阳光
洒落在奶奶面前，老奶奶的笑容就像阳光
一样和煦，春风一样温暖，她的笑容是那
么灿烂，我仿佛看见了那年春天，脑海浮
现起老屋前的小菜园，想起奶奶对我的百
般疼爱，奶奶最灿烂温暖的笑容，是我这
辈子最难以忘怀的笑容。

弘扬爱心精神，为社会上需要帮助的
人贡献一份微薄之力。原本是合家欢乐
幸福团聚的日子，变成了挺身而出、请缨
前线的日夜奋战。在一次又一次的全民
核酸中，我看到许多老人家对使用智能手
机进行扫码充满了迷茫，我和爸爸妈妈商
量，想让一个老奶奶排到我们前面，他们
和后面的叔叔阿姨也没马上同意了，我帮
着老奶奶完成了核酸的所有流程，奶奶不

停地对我说谢谢，我的心里却感到心疼。
即使在这个人人戴着口罩的夜晚里，我还
是能够透过口罩感受到奶奶的笑容。我
注视着奶奶拄着拐杖摇摇晃晃的背影，心
中泛出一阵酸楚，一种无法用语言描述的
情感涌上心头。我仰望着那颗独一无二
的星星，“奶奶，如果你还在的话，如果你
也遇到了需要帮助的事情，我相信一定会
有人像我那样帮助你，那颗温暖他人的火
苗一定会继续传承下去”。

温暖是涌入他人心中的火苗，是照
亮着生活最明亮的那束光，更是穿过密
密匝匝的树叶、洒落在我身上、钻进心里
的那缕金黄色的阳光。于我而言，传递
温暖最大的回馈在于那真诚的微笑。对
他人多一份关怀的举动、多一份那灿烂
的笑容，社会就会多一份温暖的火苗传
承下去！

（文/22传播与策划2班 黎月友）

1897年，梁启超前往湖南长沙，出任
时务学堂总教习。同时受聘为中文教习
的，还有韩文举和叶觉迈两位康门弟子。
此时，大批维新骨干入湘，一时之间风云
际会，湖南成了全国维新人才最为集中的
地方。

梁启超于1897年10月底离开上海，
次月中旬才到长沙。同行的还有李维格、
韩文举、叶觉迈和王史等人。初来乍到，
他们大受礼遇。先是熊希龄、陈三立、江
标、黄遵宪等人亲自到小东门外的码头迎
接，接着一行人来到时务学堂。学生们在
堂前列队，热烈欢迎先生的到来。

由于陈宝箴正在主持武考，开学日
期推后，梁启超有一段闲暇时间可以结
交长沙的官员士绅，熟悉当地的风土人
情。先是学堂公宴，宾客盈门，款待优
渥。黄遵宪、江标、陈三立等人的热情自
不必说，五十七岁的文坛领袖王先谦也
主动出面，联合乡绅张雨珊一起在曾忠
襄祠设宴，为他接风洗尘。为表重视，席
间请了戏班子来演出，参宴的士绅名流
众多，可谓礼貌周到。赞助新政的皮锡
瑞是《时务报》的忠实读者，他见到梁启
超后，发现他其貌不扬，不善言辞，和想
象中的很不一样。名士易顺鼎邀请梁启
超和李维格两位总教习游览岳麓山，请
江标、熊希龄等人作陪。大家登山临水，
饮酒闲谈，甚是相得。

休整几天后，梁启超一头扎进学堂的
工作中，简直比在《时务报》时期还要忙。
一方面，学堂的事情头绪纷繁，同时还要
给《时务报》供稿；另一方面，国事日蹙，常
常令他忧心。好在湖南的美食很是可口，
而且有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住，生活
非常方便。他打算在此安定下来，认真办
好学堂。

时务学堂的成立，顺应了甲午战败、
列强瓜分中国危机的时代要求。梁启超
刚来不久，陈三立就召集一些士绅讨论时
局，打算商量一个破釜沉舟的救国之策。
出于对时局的忧心，梁启超感到热血沸
腾，欲哭无泪，夜不成眠。几天之后，他先
后给陈宝箴上了两封书。在前一封信中，
他分析了中国当下面临的瓜分困境，大胆

地建议湖南自立。第二封信则更进一步，
规划了完整的地方自治改革方案，认为湖
南要实行新政，核心是兴民权，而兴民权，
必须先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 对于
这些建议，一向沉稳的陈宝箴未置可否，
但他对梁启超等人的激进行为采取了默
许的态度。

1897年11月29日，时务学堂正式开
学。年仅二十七岁的熊希龄任提调（即校
长），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曾任《时务报》
翻译的李维格则出任西文总教习。做老
师，为国家培养人才，是梁启超由来已久
的梦想，因此他对时务学堂的事十分上
心。早在去湖南之前，他就写信给陈三立

和熊希龄，详细探讨了他对时务学堂的招
生办法、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问题的看
法。在信中，他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自己的
雄心壮志：“既拟举此一二年之日力心力
专用于此间，则欲多成就些人材出来。”并
且从救国的高度来看待时务学堂的作用：

“今日救中国，下手工夫在通湘、粤为一
气；欲通湘、粤为一气，在以湘之才，用粤
之财，铁路其第一义也。”他还和朋友们商
量怎样确立教学宗旨。大家提出来的参
考意见有四种：渐进法、急进法、以立宪为
本位、以种族革命为本位。当时梁启超极
力主张第二第四两种宗旨。康有为也来
到上海，一起商量去湖南以后的教学

方针。
梁启超利用时务学堂的讲坛，宣传维

新变法主张，在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武
冈、沅州、郴州、岳阳等地的书院都仿效时
务学堂，进行教育改革。次年春天，南学
会开讲，盛况空前。《湘学报》当日刊登了
梁启超的《南学会叙》，阐述了学会对于挽
救民族危亡的重要性。随后，熊希龄、唐
才常又创办了《湘报》，宣称“本报与学堂、
学会联为一气”，三者一起成为维新宣传
的新阵地。一时之间，湖南民智骤开，士
气大昌，维新事业呈现出生机勃勃的
态势。

（文/李丹）

张将军家庙
在江门市新会区双水镇豪山村

北面，有一座具有较高历史、文化、
建筑艺术价值的张将军家庙。近两
米高的石柱围栏内，有一组高大宽
敞的琉璃檐口建筑物。家庙中心主
建筑的门额有一块花岗岩石匾，上
面镌刻着“张将军家庙”5个苍劲有
力的大字。每个字高达0.8米，为清
光绪钦差、广西同办待讲衔、翰林院
编修钟德祥的手笔。

整组建筑物坐南向北，前、中、
后共三进，左、右廊贯通，砖、木、石
结构，呈祠堂式建筑模式。整组建
筑连前、后院，占地约2800多平方
米。家庙主体建筑宽 25米、进深
52.55米、顶高10多米，宽达10米的
前庭院落空地，统一以长2米、宽0.4
米的花岗岩石条铺砌，很有气派。
家庙中心主体建筑为硬山顶，抬梁
与穿斗混合式梁架，画栋雕梁，石刻
工艺精湛。门口两侧有高出地面
0.6米的鼓台。二进前有月台，两侧
偏厢是悬山顶式阁楼。其规模大，
造工精，显现了典型的晚清建筑风
格和岭南特色，可算是清代南方建
筑的代表作。

（文/木言 图/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