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方讲桌，三尺讲台。9月10日，我国迎来第37个教师节，教育部推选出首批100个教育世家。即日起，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推出“天下桃李，悉在世家”系列报道，走进山东的教育世家，深入挖掘“传师道育桃李”代代传承的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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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声老师好 世间最动听
祖孙三代7人从教，合计教龄178年

文/片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郭春雨 李岩松

“退休不退岗”的老教授

张宏图的父亲张立国今年75岁，退休后
返聘到学校，从事报告文学的研究，每天早上
9点前，他会准时来到学校的报告文学研究所
上班，维持着退休前的工作节奏。

这是济宁职业技术学院的分校区，看建
筑风格，至少得有四五十年历史。校区里的
老树，郁郁葱葱覆盖着不大的院子。

进入办公楼，沿着昏暗的走廊走到尽
头，就到了张立国的办公室。门口挂着“报告
文学研究所”的招牌。推门进去，屋子不大，
两个大书橱就占了一半多。学校外面车水马
龙，一派热闹景象，办公楼里却一片安静，书
籍一层层占据了各个角落。

在这幽静的环境里，张立国一坐就是一
天，戴上眼镜，拿起笔，就开始工作。他还是保
持了从前的工作习惯，电脑用得不多，工作时
有什么灵感，就记录到卡片上。桌子上有本旧
新华字典，封皮没了，张立国就用白纸自己包
了一个封皮，上面工整地写着“新华字典”。

“这是我小时候用的字典，后来不用了，
我爸就捡回去自己用。”张宏图指指桌子上的
电脑说，“这台电脑平时基本就是我用，平时
会过来给我爸打印文章。”对于张宏图来说，
父亲是学校的前辈，也是自己的授业恩师，因
为父亲的缘故，自己爱上了报告文学和古典
文学，并且将之作为一生的研究方向。

在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张立国”三个字，
本身就代表着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从事报
告文学评论、理论工作30余年，张立国提出了

“集合式报告文学”的概念。
2002年，他一手操办成立了“济宁职业技

术学院报告文学研究所”，不仅在全国高校中
是“唯一的报告文学研究所”，而且在全国文
学界、社科界也是唯一，个人著作硕果累累。
现在，“教授”已成为张立国的代名词，在校
内只要不带姓氏，只说“教授说的”“教授怎
样怎样”，大家都知道说的是张立国。不过，
谈起荣誉，张立国总是摆摆手，“不提那个”。

他喜欢聊自己的学术研究，更喜欢聊起
自己的教学经历。他教过小学、中学、普通高
校、电大、高职，还给研究生开过专题课。丰富
的教学经历产生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教学经
验又进一步提升为独具特色的教学理念。

“不同学生有不同的教育方法，老师要注
意变通。”说起这个，张立国眼神闪闪发光，仿
佛又回到了课堂，“这就是教学的‘机智’，面对
不同情况，要注意变通，千万不要死背书本。”

张立国退休后，一线教师是不做了，但文
学研究一直没断过，有时候也会被老伴埋怨。
老伴想着，退休后老两口能一起出去转转，看
看外面的世界，但显然，文学中的世界更让
张立国着迷。记者夸他看起来年轻，他说自己
保持年轻的秘诀，就是“做研究，不退休”。

耕读的传承

张宏图的祖父、张立国的父亲张绪智，也
是位传奇人物。张宏图记忆里的祖父是位严
肃老人。祖父每天早晨起得很早，小时候的
张宏图总被他低声朗读外语的声音吵醒。

“睁开眼时，祖父不是在读日语，就是在
读英语，奶奶做好早饭后，他的朗读才算结
束，天天如此，从不间断。吃过早饭，就练书
法，如果叔叔家里有农活，他就到田里帮着
干点活。午休后，必是读外语、看书，日复一
日从不懈怠。”张宏图说，祖父这种勤奋执
着、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他永远不会忘记，
这也是祖父留给自己的珍贵遗产。

张宏图说，在父亲和亲戚们的讲述中，年
轻时的祖父是另外一个形象：那时候，他是一
个热血青年，曾徒手去抢日本兵的枪，最后被
日本人关进监狱并判了死刑，幸好赶上日本
战败才躲过一劫。新中国成立后，祖父从华北
革命大学毕业后，离开天津，支援山东老解放
区，被分配到临清女师。

因为祖父语数外大三门、音体美小三门都
能教，是中学“万能补丁教师”，且上世纪五十
年代已是国家二级排球裁判。1956年初，省重
点中学聊城三中孙百川校长将祖父作为人
才引进。不仅祖父，张宏图的祖母也是一位
教师，曾在聊城梁庄小学教书；他的叔祖父
张绪勇也是烟台的一名中学老师，曾出版过

《初中数学复习指导》，在恢复高考后的山东
学子中产生广泛影响。

“我的叔祖父张绪勇、我的叔祖母刘玉芝
都是教师，他们把一生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
了教学中。叔祖父是省内实施‘发现法教学’
的代表人物，当年山东不少中学数学教师都
观摩过他的数学示范课，后来，他在中学高级
教师的岗位上离休。88岁去世时，尽管没发讣
告，仍有六七十名各届学生赶来参加他的追悼
会，以示对恩师的怀念。更有一名学生自费为
他印制了精美的纪念册，我们至今都珍藏着。”
张宏图说，讲台上的叔祖父清贫一生，为人刚
直，他至今记得叔祖父的一句话：“我对你没有
过多要求，只有一句话——— 不许撒谎！”

追随父辈的脚步

在父辈影响下，张宏图毕业后，也成为济
宁职业技术学院的一位老师，三尺讲台上的
22载春秋耕耘，张宏图追赶着父辈们的脚步，
也成为父辈们的骄傲：作为副教授、中国报
告文学学会青年理论家委员会委员，张宏图
在国内报告文学界也著作颇丰。多年来，在
学术和文学期刊以及国家级报纸上发表文
学评论文章40余篇，在中国传统文化课程教
学和非遗传承教学等方面都有着不凡成就。
2018年荣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2015年、
2020年两获山东省政府文化创新奖……

“就教师这个职业来说，我觉得很难达到
祖父和父亲的高度。”张宏图说，父辈们最让

他羡慕的，就是亲如父子的师生关系。“在我
们家，凡遇大事，爷爷的一个学生，我叫他炳
生叔，都会到场。逢年过节来家里问候爷爷奶
奶自不必说，爷爷奶奶去世时，他均作为孝子
披麻戴孝，带着老婆孩子跪守灵前三天，这也
是我钦佩、羡慕祖父的地方。”张宏图说，父亲
离开教学岗后，每年都会有学生来家里看
望，学生们聚会时，也会邀请父亲一起参加，

“我觉得作为一位老师来说，这样亲密的师生
关系，本身就是对执教生涯的最大肯定。”

“腹有诗书气自华”，世代相传的家风和
文化，浸染出儒雅和卓尔不群的气质，这也
是张宏图吸引妻子张伟华的地方。

作为济宁技师学院的一位老师，张伟华
还记得两人刚开始相处时的情景，“他不爱
说话，俩人一起时都不知道说什么。我那时
候都不想跟他交往了，觉得这个人有点闷。”
回想以前，张伟华笑容灿烂，“后来发现，他
的理论水平和文学造诣都很高，常常在教学
上给我很多帮助，这是他最吸引我的地方。”

张伟华告诉记者，自己的父亲也是一位
教师，兢兢业业工作40余年，父亲影响了自
己的择业观、工作观和后来的择偶观。

“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跟妹妹一
起坐在父亲的自行车上去学校。到了学校之
后，我们写作业，父亲就去备课、教学、批作
业。父亲那种严谨的工作态度深深影响了我
们。”张伟华说，长大后，自己和妹妹都成为
教师，走上了一线教学岗。

一脉书香

出生在教师之家，书香是最好的家风和
传承。“祖父在冬日阳光下，晒着太阳读书的
情景还历历在目，祖母常常向人讲起她因忘
情读书而烧煳饭的故事。而父亲秉承家风，从
上大学到退休，每天基本都是凌晨2点睡觉，
几十年如一日勤于读书，尽管他已退休多年，
但仍苦心经营着报告文学研究所，每天在办
公室里读书写作。”张宏图说，家里最“值钱”
的东西，就是书房里的藏书。

在张宏图家的书房中，一块“书香之家”
的牌匾，好似无声中诉说着全家人的荣光。

“全家人以购书、藏书、读书、写书为乐
事。我们家先后被评为齐鲁书香之家、全国
书香之家、济宁市五好家庭，家有藏书3万余
册，最早的版本始于光绪年间。”张宏图说，
作为教师，热爱读书有两大好处，一是不断
丰富自己，更新知识，对传道、授业、解惑能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二是教师热爱读书，
能为学生起到表率作用。特别是经常举办的
读书讲座，吸引了大批学生参与。

“诗书传家、立德树人，已成为我们家延
续了三代的家训家风。”张宏图说，现在家里
有了俩宝宝，作为教育世家的第四代，他在教
育孩子时，着重引导他们向写作方向发展，现
在上小学的大儿子已经在杂志上发表过童
诗，“我希望家中第四代将来也能选择教师这
个职业，将‘桃李满天下’作为毕生追求。”

“老师好！”这句问候，张
宏图从小听到大。

小时候，“老师好”是问
候爷爷和父亲，等自己长大
了，成为济宁职业技术学院
的一名老师，学生见到他也
会问声“老师好”。

在张宏图家，教育是一
场接力，爷爷张绪智、父亲张
立国都是老师，妻子张伟华
也是老师，家里祖孙三代7人
从教，如果算上张宏图的堂
兄妹，则有10人从教。

从新中国成立到今天，
扎根教育事业至今70余年，
三代合计教龄178年。“教育
世家”的荣誉，是三代人共同
努力的荣耀。

张宏图的爱人张伟华是济宁技师学院

的一位老师。

张宏图和父亲张立国一起工作。父亲是

张宏图文学研究道路上的领路人。

“教育世家”家庭关系图谱。设计/许晨

张张宏宏图图全全家家福福，，他他说说

希希望望家家里里的的第第四四代代也也

是是教教育育工工作作者者。。

教 师 节 特 别 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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