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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竖撇捺，奇妙的结构，几千种组合，构
成了亿万人的文字—中文。中文传承有序，
从甲骨文到楷书，从文言文再到如今普遍通
用的白话文。中文的每个字都有其独一无
二的含义，它们的变化也代表了中华文化的
发展历程。

希望泰城校区中文双语班马立平一年
级的曹颖老师富有亲和力的教学态度深受
同学们的欢迎。本学期一开学，曹老师的班
便爆满，可见她的教育理念深受学生家长的
肯定。曹老师十分热爱汉语言文化，她担心
如今中国人步入他乡不过十几年，自己的下
一辈却连中文都不会讲了。对于放弃本身
学习起来既有优势，又有深刻文化内涵的语
言，她表示十分惋惜。难道历尽奔波来到了

一个不同的国家，口中说着不同的语言，开
始新的生活，就意味着要放弃汉语吗？曹老
师坚决否定。

中文的确有很多内涵在英文里无法解
读，但若认真去学，仍能吸取到很多精髓。
曹颖老师教学中最看重阅读，她说：“中文最
大的乐趣在于读书，因为阅读是学习任何一
门语言的第一个台阶。”在对一年级小朋友
的教学中，她也会着重纠正拼音与读写。她
常把单个字拆成几部分，以便于学生记忆理
解，并让他们了解这些字代表的含义。这样
的教学给学生们的脑海中刻下了一个又一
个汉字。

曹老师自己也是一位家长，为了让小女
儿对学习有兴趣，她担负起人师的责任。此

前，在教育自己大儿子的过程中，她深刻体
会到在对孩子的教育束手无策时的急迫感
－深知众家长心结的她，在成为一名老师后
拥有了双重身份，比起其他人更能理解家长
的心态。同时，曹颖老师也可以及时从自己
的女儿身上得到关于课堂教学的反馈，从而
更好地和家长交流。 为了这次采访，我们
也有幸听了一节曹颖老师的课。课堂上的
曹老师富有耐心，将自己置于孩子的角度，
弯下腰和他们亲切交流，并仔细解答每一个
问题。她的鼓励常常成为孩子们继续学下
去的勇气。

“我明白，学中文真的不是一桩容易的
差事。”曹老师这样说道。孩子们若是没有
家长“推一把”，很少会主动学习中文。能让

下一代了解自己祖国的语言，传播中华文
化，她也乐在其中。据她所说，就算在美国
用到中文的场合不多，但对于身在他乡的华
裔来讲，自己华裔的身份是刻在骨子里的事
实。中华五千年的文化全都在汉语的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近在咫尺的的希望中文学
校泰城校区，就是海外华裔学习研究中华五
千年文化的第一站。

希 望 中 文 学 校 泰 城 校 区 (Hope
Chinese School at Tysons Corner，简称 HCS-
TC) 的 地 址 是: 7731 Leesburg Pike，Falls
Church，VA 22043，每周日 下 午两点到六
点 上 课 ， 报 名 可 到 https://www.
hopechineseschool.org/ hcstc 泰城校区网页
注册报名。（摄影 陆强）

用温情浇灌花朵 用耐心呵护成长
——记希望泰城校区曹颖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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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闻李兵逝世噩耗，几不敢信，一旦确
认，涕泪沾巾。三十多年来，我与李兵以史
结缘，成为挚友。或共读史书，或交流心得，
或争论于窗前，或深谈于网络。即便是他在
大洋彼岸，也挡不住我们之间的友情。如
今，痛失挚友，百感交集，悲不成声。

与他认识始自于 1988年。那一年，我
刚读完黎汝清的历史小说《皖南事变》，正与
一些熟人侃侃而谈，李兵在旁边静静地听，
不言语。待我出门，他跟着我出来，向我借
书。从此便结缘。当年正逢改革开放，军事
历史界很多敏感的问题都开始见诸报刊、杂
志或书籍等出版物。如：富田事件、红军西
路军远征、皖南事变、攻击金门失利等等问
题，大量的历史资料，打开了我们的思路。

我与李兵在江苏电视台的工作本来没
有多少关联，他在节目部门从事节目的采
访、拍摄和编辑工作，我在转播车、演播厅负
责现场制作的技术工作。但是，共同的业余
爱好，使我们结为挚友。我们阅读有关军史
资料，交流看法，各抒己见，也有争论，甚至
于争论得面红耳赤，但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感

情，反而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交流。
李兵去美国后，几乎每个春节都要打电

话给我，除了日常的问候以外，主要的话题
还是军史。有时还给我邮寄一些美国出版
的军事历史书籍，如：《诺曼底登陆地图集》、
《兄弟连》等等。学习研讨军史的过程中，李
兵思路敏捷，博闻强记，重视史实，分析得
当。与之交往中，我很受启发，受益匪浅。

2003年 11月，我去二十七集团军采访
有关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的史实，回来后写
作了《血战新兴里》一文，发给李兵，请他指
正。他给了我很中肯的建议。他认为抗美
援朝第二次战役虽然主战场是在西线，战果
也是西线较大。但是，东线的历史意义也不
能小视，东线我志愿军在零下 40度的严寒
条件下作战，粉碎了美军迂回江界的企图，
在柳潭里重创美军王牌骑一师，涌现了特级
战斗英雄杨根思，更是在新兴里成建制地歼
灭了美军“北极熊团”，将美军赶出东海岸。
他劝我将东线的战斗全部写出来，才是对先
烈与前辈们浴血奋战的永久纪念。在他的
激情鼓励下，我又开始收集资料，于 2005年

写出《东线之火——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东
线记事》。

2005年以后，我开始对胶东我军主力
部队沿革史的研究。李兵又给了我很好的
建议。李兵的父亲李法伍是胶东八路军老
兵，抗日战争时期在胶东军区十六团任团
长江燮元的警卫员，解放战争初期从胶东
渡海到东北，参加过新开岭、四保临江等
战役，辽沈战役参加了著名的塔山阻击
战，时任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二师三十
四团二营教导员，战后该团被授予“塔山
英雄团”荣誉称号。李兵告诉我，老父亲
亲历胶东抗战和东北解放战争很多战斗，
让我前往老人家做采访，尤其是胶东主力
部队渡海到东北的作战情况，后来入关参
加平津战役的情况，在北平受到中央领导
检阅的情况，以及南下一直打到广西的情
况。老人记忆力很强，思维清晰，谈吐生
动幽默。我做了多次采访，获取了大量真
实生动口述资料，也解决了不少部队沿革
中许多疑惑不解的问题。

2014年春，李兵来电与我谈起粟裕将

军的回忆录。我说了在研习粟裕的韦岗战
斗中发现《新四军文献》中的韦岗战斗图
与《粟裕军事文集》中的图不一致。李兵
告诉我，军史研究中经常采取比较论法，
即将两个有异的资料放在一起进行分析、
比较，从中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并建议
我到战斗现场一观，即可明辨是非，而且
韦岗就在镇江，离南京不远，完全可以战
地重游。受他的启发，当年清明，我去韦
岗战斗现场一游，考察粟裕率领新四军先
遣队进入和撤出韦岗伏击区的路线，考察
伏击阵地与公路走向，立即判明两幅韦岗
战斗图的孰是孰非，写出 《韦岗战斗研
读》一文。事过之后，又以李兵说的比较
论法，对新四军的上下会战斗与塘马战斗
进行了比较分析，写出《塘马战斗与上下
会战斗比较论》一文。

2017年8月，正逢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周年，拙作《虎将夏侯苏民》出版。此书出
版前后，我与李兵多次交换意见。夏侯苏民
是胶东战斗英雄，此前人们对他的英雄事迹
知之甚少。李兵在与我的交流中，对此书的
结构、语言等方面都提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使我受益良多。8、9月间李兵回到南京，我
送上两本拙作，并与之面谈良久，大有念念
不舍之感。

2018年9月，李兵应邀回国参加塔山阻
击战胜利 70周年纪念活动，在南京小停，我
们又做一次深谈。我当时正在写作两位胶
东老兵的年谱，向李兵介绍了采访与写作的
过程，他也给了我一些建议。并告诉我，以
后他每年都可以回来。

2020年初，中国大地正在防控新冠肺炎
疫情，没有想到，雪上加霜，更添挚友去世的
噩耗。回想与李兵三十余年的友谊，从此失
去良师益友，悲从心来。谨以此拙文，聊表
思念之情。

李兵走好！
2020年2月

缘自军史，念怀久远
——纪念挚友李兵

汪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