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淴冷浴
□冯鼎元

广告

算盘是我国传统的计算工具，有着十分悠久
的历史，常被用来寓意“招财进宝”，如“金算盘”

“铁算盘”之类比喻，即是形容精打细算、会过日
子、会做生意的精明人士。前不久，牵动众多家长
心弦的中高考成绩纷纷出炉，然而你是否知道，在
以前，决定考生成绩的结分工作与算盘密切相关。

当年，我在教育局工作，曾参加过中考阅
卷。阅卷工作由教育科、招办和教研室共同组织
实施，一般情况下，三到四天考卷就可以批完，然
后进入结分阶段。

那时，太仓每年参加中考的考生大概有五千
人，结分计算面广量大，且由于计算机还没有普
及，相较笔算，用算盘结分成了最佳选择。最初，
结分用的算盘都是借来的，大小不同，挡位也不
一样。后来，考虑到算盘是当时会计的吃饭家
什，借用多天不太方便，于是招办统一购买了几
十只算盘专用。

中考结分工作包括三大部分。首先是与阅
卷相衔接的计算卷面成绩，此间分三步：第一步，
是复核每道题的分值。批卷时，阅卷教师一般用
心算，将得分点上所得的小分相加，算出整道题
的得分。复核就是为了保证每道题得分的准确
性，对于分值不大的题，一般仍用心算；对于最后
几道分值较大的压轴题，就会用算盘拨算。第二
步，是计算卷面成绩。用算盘将各题得分相加，
得出学生的单科成绩，并填写在卷子最上面的得
分框内。最后一步，要用算盘算出整本试卷的分

数总和。计算卷面成绩时，噼里啪啦的算盘声在
阅卷室内此起彼伏，发现高分时大家共同赞叹，
看到低分则相互惋惜。待全部成绩计算完毕，阅
卷教师会将整本试卷的总分以及其中的最高分、
最低分、及格数、优秀数报给阅卷组长。

接下来，就是计算学科成绩。这项工作一般
由阅卷组长负责，使用算盘将每本试卷上的总分
相加后，根据公式算出学科平均分，并根据各本试
卷的合格数和优秀数，算出学科的合格率、优秀
率。将上述结果与学科最高分、最低分一起上报
阅卷领导小组后，该学科的阅卷工作就结束了。

最后，就要计算每个考生的总成绩了。这项
工作的准确性直接关系到考生的录取命运。于
是，不仅古老的算盘又一次大显身手，操盘者也
是领导小组请来的一批会计能手，以确保又快又
准确地完成任务。根据计算结果，所有考生将按
成绩高低排序，并由此得出各个分数段的考生数，
作为划定最低录取分数线和各段录取分数线的依
据。当然，此时全市（县）中考最高分也一目了然。

随着科技的进步，如今，计算卷面分数和考
生的总成绩等都采用微机处理，算盘早已退出结
分舞台。但是，算盘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算盘不
仅具有计算灵便、准确等优点，还可以玩乐，比如
时下有不少老人别出心裁地在算盘上玩“限时加
法”“拨珠猜口诀”等游戏，因为在打算盘时需要
脑、眼、手密切配合，所以这些游戏在一定程度上
也起到了预防老年痴呆的作用。

中考往事话算盘
□陆钟其

在乡下，淴冷浴也叫汏冷水浴，其实就是游泳。
当年，炎夏季节，百姓没有空调降温，淴冷浴便是大
人与小孩极好的消暑纳凉方式。

七浦塘在老街脚下流淌。枕河人家开出门来，
便是宽阔的河面。午后，暑热难耐之时，老街上的少
年儿童们，便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家门，从各家的水桥
上纵身一跃，投入母亲河的怀抱。这当儿，还会有紧
随其后的孩子边走边喊：“淴冷浴去嘞！”

没有专人教我学游泳。听人说，沉头游水一学
就会，我便依样画葫芦，练习沉头游水：深吸一口气
之后，把头没入水中，腹中有了空气，整个身子便漂
浮在水面上，我手脚并用，不停地划动，待到憋不住
气了，便抬头换气。然而，只要一抬头，身体便迅速
下沉，我赶紧沉下头去，保持身体上浮，手脚继续划
拨。如此终而复始，渐渐地，我的狗爬式游水，便算
是薄技在身了。

老街东端，有大石桥横跨七浦塘。大石桥成了街
坊少年玩跳水游戏的跳台。胆大者敢于站在高高的
桥栏杆上，玩高台跳水，只见他双脚并拢，全身笔直地

往河里跳，“扑通”一声，弄出好大一圈水花；胆小者就
在桥墩上往河里跳，桥洞的墩子上，坐着歇息、观望的
儿童，正悠悠地晃动着双脚，养精蓄锐，乐在其中。

忽然，有同伴一个猛子潜入水中，没了踪影。又
忽然，水面上伸出一只手来，手里握着一只河蚌。原
来，他在河底摸到了战利品。待到整个人浮上水面，
他一手擦脸抹去水珠，一手高举河蚌向同伴炫耀，然
后，猛地发力，把河蚌甩出老远。

“啪啪啪”马达声由远及近，有机帆船驶来了。“游
开，游开！”船夫害怕疾驶的船只冲撞到孩子，向正在河
中心淴冷浴的孩子大声吆喝。然而，顽童无意退让，
反而瞅准机会，伸手一把抓住船帮，让船拖着游行。
俗话说：“宁乘一个人，不拖一根绳。”船上多乘一个人
不太影响行船速度，船边或船尾拖一根绳，则会加大
行船阻力，更何况船边拖着的是一个人。船夫厉声呵
斥无效，似是恼火了，抄起竹篙虚张声势，这才吓退了
拖船的顽童。船夫愁眉舒展，笑骂一声：“小早死！”

最热闹的时段，十来个少年儿童在同一河段淴
冷浴，一时间，水面上十数个圆脑袋忽上忽下，随

波逐流。其间，有人向同伴泼水，打水仗；有人仰
面朝天，浮在水面上，一动不动装死人；有人踩水而
行……端的是，各显神通。

淴冷浴有些讲究：大汗淋漓时，不可以马上下
水，否则，寒气入骨，会生病；入水前，先以手掬水，泼
向胸前，以此刺激汗毛孔收缩，防止寒气入侵；秋后
天凉，淴冷浴次数要减少，时间应缩短；河里水草茂
盛处，谨行，慎游……

有一年，暑热逼人。我的父亲居然也同孩子们
一起淴冷浴来了。父亲是“旱鸭子”，不会游泳，他的
淴冷浴其实是孵水桥：坐在自家水桥条石上，让河水
浸没全身，图个凉快，顺便洗去一身劳累与污垢。忽
然，有机帆船疾驶而来，顿时便见“惊涛拍岸”，卷起
层层波浪。我着急地喊叫：“爷，当心机帆船，覅动！”
父亲胆小，早已紧紧抱住水桥边的木桩，全身贴紧条
石，一动也不敢动。船老大见状，连忙减速慢行，父
亲孵水桥得以有惊无险。

我憧憬着有朝一日多人结伴淴冷浴的热闹场景
重现眼前。

有首歌叫《谁不说俺家乡好》，我特别喜
欢。我的家乡在太仓市浮桥镇方桥村，古称
方家桥。相传，明末清初时，茜泾河北桥堍一
座“磨坊桥”旁边，有不少商人建房开店，形成
了“干”字形的街面，后来此地商业日渐兴盛，
便改名“方家桥”。我是喝着方家桥的水长大
的，所以对这里特别难忘，更别说我还在这儿
读完了令我记忆犹新的两年高小。

方桥小学坐落在方家桥西北侧的药家庙
内，前侧有一条清澈见底的庙前河，学校前场
有一棵千年古银杏树，树干之粗两个小朋友
手拉手都抱不住。学校里校舍呈口字型分
布，前三间分别是五年级教室、教师办公室、
幼儿班；左厢房是六年级教室；右厢房是一二
年级复式班；正屋三间分别是教师宿舍、三四
年级复式班和厨房。屋后还有一块供体育课
上整队练操用的场地。

两年高小，我遇到了和蔼可亲、诲人不
倦的良师，结识了同窗苦读、驰骋球场的益
友……

我在龚家宅小学读完初小后，升入方桥
小学读高小。当时，我们班的学生除了许多
和我一样来自其他小学的，也有本校直升上
来的，总共五十多人，人数格外多。我们的班
主任杨佩灵老师身材瘦小，但目光有神，对于
我们来说，她更像一位慈母，还记得她最常
说的一句话：“你们是新中国的少年，要遵守
纪律、尊敬老师，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相互
爱护，上课时要坐正，两手平放在课桌上，专
心听讲……”杨老师的亲切教诲令班上的几
个“皮大王”也不敢造次，只能安安静静地坐
着听课，也因此我们班的语文成绩尤为突出，
甚至培养出了多个优秀的语文老师。

课余，学生之间打闹时常发生，只要一有
情况，教导主任翁瑜老师总会第一时间出
现。翁老师善于调解学生间的矛盾，他对在
校所有学生的家庭状况和性格都了解得一清
二楚，尤其能掌握学生的思想脉搏，调解起矛
盾来往往“水到渠成”，被教育的学生也打心
底里佩服。据说，小学毕业后，很多学生只要
提起翁老师，敬畏之心便油然而生，可见翁老
师是多么了不起。

后来，我升上六年级，语文老师兼班主任
换成一位高个子的男老师——黄建华老师。
黄老师上课的风格新颖、言词风趣，课堂上总
会传出阵阵笑声，气氛十分活跃，启发式教育
被他运用得炉火纯青。黄老师每提一个问
题，总要求学生踊跃举手发言。我个子矮，坐
在最前面，所以被点到名发言的次数特别
多。每次发言完毕，黄老师总是表扬我有独
立思考能力，并鼓励我继续努力……现在回
想起来，如今我能提笔写文章也要归功于黄
老师在那个时期帮我打下的基础。

当然，体育老师顾小秋也令我相当佩服，
且不说前滚翻、三角倒立教得我们人人皆会，
他带领的篮球队更是好样的。中锋曹国威引
球灵活，三步上篮堪称一绝；后卫陆俊良不仅
防守有法，而且控球和传球能力超群；外号

“坦克车”的陆英杰勇猛无比，在篮下左右穿
插，适时投篮，十投九中……在后来的浮桥地
区篮球赛场上，曹国威、陆俊良都是队里的主
力、篮球场上的佼佼者。

1955年7月，我从方桥小学毕业，被乃德
中学（现浮桥中学）录取。升入初中后，因为
语文、数学的基础知识在方桥小学学得比较
扎实，在第一学期期末，我被评为三好学生，
并登上了学校大礼堂的领奖台。方桥小学，
我的母校，是我人生起步的第一层阶梯。

转眼间，66年过去了，如今我再次寻访方
桥小学旧址，那里早已旧貌换新颜。一幢幢
民居修葺一新，粉墙黛瓦、屋舍俨然。昔日的
校园边新修建了小游园，清新雅致。当年的
老同学也都退休了，大家相聚时说起儿时的
学习时光，仿佛回到了从前那个青春年代。

一天，我正坐在沙发里聚精会神地阅读
微信公众号“牛弹琴”的时评，手机突然震了
一下，屏幕上方弹出“杨蕴芬的聊天记录”的
字样。杨蕴芬是我高中的同班、太仓县中学
（现太仓市第一中学）退休会计。我赶忙打开
“记录”，看到她说：“我报名学书法，学的是欧
阳询的楷书，给你看看我学写的字。”紧跟文
字的是两张书法作品的照片。

欧阳询是一代书法大家，他的楷书特点
是严谨工整，平正峭劲，字形稍长，分间布白，
中宫紧密，主笔伸长，显得气势奔放、有疏有
密……我仔细“研究”了杨会计的字，感觉她
写得不错，“米”字格的运用非常得体，汉字结
构也把握得相当有分寸，书写笔画规范有
力。于是，我建议她书写一副对联或一首诗
（词），拍摄下来发给太仓市有关报刊，感觉蛮
有希望发表的。

“哈哈，我写的字只能粗看，实际写得太
差了，只能算作消磨时间。”杨会计十分谦虚，
看到她老有所学，我不禁想到自己也曾想去
老年大学学二胡，但一查招生简章，超过80
岁就不接受报名了，于是，我好奇地问她：“你
是通过什么途径报上名的？”

“我报的是网上书法班。”杨会计告诉我，
她从小喜欢画画，年轻的时候没有时间学，退
休后去老年大学报名学了一学期国画，老师
说画国画字也要写得好，于是，第二学期
她去报了书法班。后来遇上拆迁，她家搬
到了南郊的群星花园，离老年大学远了，
就没有再去了。“这次我看到微信上有免费
书法课，尝试着听了六节，觉得他们的教
育方法很到位，就报名继续学，学的是欧阳
询的楷书，共36节课，付了1300元。现在
上了24节，我发一课内容给你看看，要求还
蛮高的……”

我还没来得及看完聊天记录，杨会计就
已经把“楷书真经”的链接发了过来。我打开
一看，那上面通过“穴位图”、“结构决”和“举
一反三”，把一个一个字的结构、布局和书写
特点，解析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难怪引起
了她的极大兴趣。

杨会计对书法的执着，也深深感染了她
先生，老两口闲来没事，相互切磋，一起学学
写写。如今，网络课可以用手机看，也可用电
脑看，非常方便。每星期上两次课，每次学两
个课时，从下午两点上到五点，中间休息十分
钟。每个星期一下午，老师还会作点评或安
排考试。学完了楷书，杨会计又继续报名，学
王羲之的行书。

耄耋老人学书法，老有所学，幸福感满
满！

我在方桥读高小
□潘志冲

耄耋老人学书法
□唐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