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拳拳报国心，时时强华念。
斗室育千树，寸心留百年；
白发仍昂首，夕照峰峦间。

今天是清华大学111周年校庆前夕，

也是李老师永远离开我们的纪念日。李

3月22日早晨翻看朋友圈，一个朋友

说到邓小岚学长：“马兰花开了，她却在

今天走了。”

走了？怎么可能呢？我当时怔住了，

不相信这是真的！

前几天还通电话，邀请马兰村小乐队

的孩子们到清华，参加北京交响乐团慰问

清华冬奥会志愿者的专场音乐会，说话

声音都非常正常，而我3月10日给她打电

话，她正在马兰村。音乐会原定于3月20

日举行，孩子们和老师包括小岚学长的宾

馆都订好了，无奈因疫情防控推迟，没能

最后一次见到亲切的小岚学长。当时她还

说，演出结束后能不能让孩子们上台合

影？我说，不仅要合影，还要请孩子们在

大舞台上唱一段希腊语的奥林匹克会歌

呢！几乎同时，化工系也在联系邀请她

3月24日回母系，与化工系学生座谈“向

美而行”，也请我回系里一起参加。怎知

道，3月12日下午3点38分我们的通话竟成

了永别！

跟小岚学长相识于2013年。当时负

用生命之火点亮心灵之光

——深切缅怀邓小岚学长

○赵  洪（1983 级化工）

艺教中心的老师们和邓小岚学长在马兰小

学。左起：郑小筠、邓小岚、赵洪、孙大鹏、

肖炳兰

老师的一生是蕴含了丰富厚重经历的一本

书，永远启迪和指导着我们。惟愿谨记先

生教诲，以其为榜样矢志不渝报效国家，

并引领更多的年轻一代沿着前辈的足迹奋

勇直前地走下去，我想这就是对先生最好

的缅怀和报答。                 2022年4月23日

责学生工作的校党委副书记史宗恺老师推

荐，说有一位清华学长，退休后一直在河

北一个村子的小学教音乐，希望我们艺教

中心也能出一些力。作为学校艺术教育中

心负责人，落实这项工作我义不容辞。

经时任清华校友总会秘书长郭樑老师

和化学工程系引荐，我们电话联系上了，

最后约定直接到马兰村小学汇合，看看村

里的孩子们需要什么帮助。

和我一同去马兰村的有单位党支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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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名党员，包括艺术教育中心原主任郑小

筠、中心宣传办公室主任孙大鹏、艺术教育

中心党支部宣传委员肖炳兰等几位老师。

我们到马兰村时，小岚学长已经先期

到达那里了。第一眼见到小岚学长，完全

看不出她是“高干”家庭出身，穿着打扮

朴实得就像是一位邻居阿姨，面带微笑，

慈祥又温暖。我们先去祭奠了长眠于此的

7位报社战士，又去了遇难同胞纪念碑，

那里安葬着马兰村19位为掩护报社同志而

惨遭杀害的村民。在父母曾经战斗过的土

地，小岚学长扎下了根。在马兰村小学的

教室，我们观摩邓小岚学长给孩子们上音

乐课。孩子们手里的乐器有好几种，都是

小岚学长自己或者朋友赠送的，有什么就

拿来什么，孩子们喜欢哪种就学习哪种，

也没有乐队编制的概念。当时，孩子们齐

奏了《欢乐颂》合唱主旋律，淳朴真挚的

音乐之声在山村回荡。

我们当晚就住在学校的教室里，用书

桌拼成床，旁边一个小屋子，是专门给小

岚学长的“卧室”。

那次，我们带了很多便于学习的乐

器，还有一些文具，捐赠给了马兰村小学。

2013年夏天，小岚学长策划了马兰村

小乐队“森林音乐会”，艺教中心的路健

老师开车带着学生艺术团交响乐队的四重

奏同学参加了那场音乐会。小岚学长因为

筹备音乐会摔伤了腿，很遗憾没有出席当

天的现场活动。

为了能让山里的孩子们开阔眼界，

2014年国庆节，我们中心特地邀请马兰

村小乐队的孩子们到清华园，观摩大学生

交响乐队的哥哥姐姐们排练，他们自己也

在近春园荒岛举行了露天小音乐会，吸引

了很多师生驻足观看。孩子们还登上了新

清华学堂的舞台。看到小岚学长开心的笑

容，真心感受到她对孩子们的爱。

2019年，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我们在新清华学堂举办了大型交响合

唱《黄河》，我特地邀请小岚学长回母校

观看。可惜当天组织活动事情比较多，只

匆匆与座席里的小岚学长打了个招呼。

2021年6月3日，小岚学长又给我打电

话，希望再次举办马兰村小乐队森林音乐

会，邀请清华师生参加，我答应一定参

加。但因为疫情不稳定，没能成行，这成

了永久的遗憾！

2022年2月4日，当冬奥会的现场播音

员播报，演唱希腊语奥林匹克会歌的是

来自河北山村的马兰花合唱团，我立刻

就反应，这是不是小岚学长教的马兰村的

孩子？

2月5日早上8点，我就迫不及待地

拨通了小岚学长的电话，确认了那些来

自河北山区的孩子就是马兰村的孩子

们！我说：“您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去

马兰村吗？”她说：“每个月都去，现

在高铁方便了，直接坐到县城，再找车

去村子里。”她还说：“来去这点辛苦

没什么，就是怎么教孩子们学音乐颇费在马兰村和孩子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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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思！”

是的，小岚学长不是学音乐的。她

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毕

业后分配在山东省泰安制药厂，在那里工

作了24年，1994年取得高级工程师技术职

称。1995年回到北京，在北京市公安局科

技处工作至1999年退休。音乐是她的爱

好，她自幼学拉小提琴。据她说，大学报

考专业时，父亲嘱咐她，你要选一个既符

合自己的爱好，又能符合社会需要的专

业。小提琴老师建议她考清华，因为清华

有个音乐室，那里有一流的音乐教师，都

是教授级的，于是，小岚学长进入了清

华。在学校期间，她参加了学生弦乐队的

活动，和同学们在北京的各大剧场度过了

许多难忘的时光。在人生最艰难的岁月，

是手里的琴始终陪伴着她。她的清华老同

学们永远忘不了：在宿舍走廊尽头，那个

瘦削的背影，低着头默默地拉着琴！我

想，只有从内心深处感受到音乐力量的

人，才能发自内心地、执着地去传递这股

力量！

第一次见小岚学长，她就说，她来马

兰村有两个目的，一是用音乐熏陶孩子

们。她坚信：音乐能实现心灵的感召和人

格的重塑。她说，不论你是在悲伤的时候

还是在快乐的时候，音乐都能让你感到

向上的力量！山区的孩子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爱调皮捣蛋，坐不住，音乐是用来

“磨性子”，让他们能通过演奏音乐静下

心来，学音乐的孩子们学习成绩也越来越

好。她对我说，老区人民为革命胜利牺牲

那么多，他们的后代应该过上好日子。二

是，她希望尽自己所能，把孩子们带出大

山，看看外面的世界，让他们知道美好生

活的样子。她请著名音乐人阿里创作了马

兰村村歌《美丽的家园》，孩子们将这首

歌唱到了北京，唱到了中央电视台的舞

台。今年冬奥会，又有一批孩子走上了面

向世界的大舞台！

小岚学长的不辞而别，留下很多遗憾。

但我觉得她是最最幸福的，她是倒在

了马兰村的月亮舞台上，倒在了生她爱她

的土地上，躺在了她深爱的孩子们身边，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都在实现着自身的

价值。她虽然没有像别的老人那样颐养天

年，但奔波里有她的幸福和满足。正像她

的家人在讣告中写的：“她生前最后的18

年里，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在河北省

阜平县马兰村的儿童音乐教育，这给她带

来快乐和满足……”是快乐和满足，不是

劳累和清苦！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马兰

村孩子们的演唱，让纯净的童声飞出了马

兰村，飞出了中国，飞向了世界，这是

对小岚学长最大的慰藉和18年付出的最好

回报。

是的，邓小岚学长不是学音乐出身，

但她对山区小学生音乐教育的价值，却远

远超出了音乐技艺本身。她让我们思考：

人生的价值该如何实现？即使年迈退休，

我们又该选择怎样的人生？

纵然留有很多遗憾，但我发自内心祈愿

老人家一路走好！把美好的音乐带到天堂！

我们会继承小岚学长未竟的事业，用

音乐扶贫支教。如果疫情允许，希望能促

成月亮舞台上的“森林音乐会”，用音乐

纪念、感恩这位可敬可亲的学长，也实现

她的夙愿！让更多的孩子在音乐中感受美

好，对美好人生充满期待，一起向未来！

信美永固，盛德留芳。

小岚学长，您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2022年3月22日于新清华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