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孝存：梦未圆，也快乐
□周晓方

红烛赞

年近八旬的老教师张孝存有很多

梦想。

1977年年底，著名学者周有光给

张孝存发来一封信，答复相关文字改

革专业研究生招生事宜。在此之前，

张孝存有机会在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

驻地拜见了仰慕久已的周有光先生，

就语文现代化的诸多问题聆听大师的

指点。他感慨道：“这是我一生中难忘

的一刻。”

在此之前的 20 年里，张孝存一

直怀有一个由朦胧到清晰的文字改

革梦。

1958年秋天，张孝存升入高中，开

始学俄语。他似乎特别钟情于字母，

立即爱上了这门课程。可以说，对语

言学科的偏爱几乎贯穿于他求学的全

过程。高中毕业时他报考北京外语学

院，但落榜了。不甘心落榜的张孝存，

在家补习功课的同时又到中苏友协俄

语班听课进修。他再次参加高考，在

等待发榜期间，母校青岛四中正急需

俄语课代课教师，给了他上讲台的机

会。不过代课仅一周，他就接到华东

师大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后来知

道，他的俄语入学考试得了98分。

并不喜欢文科的张孝存之所以选

择中文系，完全是出于对语言学科朦

胧的向往。在大学期间，他对现代汉

语课的语音、文字、词汇、语法等都有

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文字改革方面

的内容更加关注。他在图书馆翻阅大

量资料，补充印证相关内容。为给自

己日后语言方面的研究打好基础，他

阅读了周有光的《汉字改革概论》以及

若干文改史料丛书。读了郭沫若的

《日本的汉字改革和文字机械化》，又

在旧书店淘到《汉语拼音方案在科技

方面的利用》及近乎全套《文字改革》

杂志，爱不释手。他见到外语系的一

位同学用英文打字机写英语稿，令他

眼界大开。为了实践汉语拼音的机械

应用，他购得一台老式英文打字机，用

来击打汉语拼音。这些尝试和体验，

奠定了他日后参与讨论汉字编码的知

识基础。

张孝存通过《文字改革》杂志联系

上刘泽先先生，又认识了上海天平仪

器厂的周寿令，共同探讨有关字频、词

频、速记等问题。

孜孜以求的追梦，使张孝存有时

在梦里也有“奇遇”，有一次，他在梦中

去了北京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成为

那里的科研人员。

但梦毕竟是梦，现实情况是，1974

年，张孝存又回到第二故乡青岛，进

入青岛铁路中学（今青岛第66中学）

任教。教学三十年，在完成本职教学

任务的同时，他还尝试了多个课题的

研究。

这期间，山东大学殷焕先先生曾

给张孝存发来一信，告知其文改专业

研究生招考消息。但邮件错发到青岛

九中，他很晚才看到，失之交臂。但他

也意识到，自己当时综合条件并不佳，

这个机遇难以成为继续求学的契机，

只能徒唤奈何。

80年代初兴起学历热，吸引了众

多因“文革”耽误学业的中青年投入进

修行列，相应的，教师奇缺。为此，张

孝存先后受聘在青岛教育学院、函授

大学、电视大学等讲授或辅导《现代汉

语》《普通逻辑》《法律逻辑学》等课程，

并参与撰写多部逻辑学教材，分别担

任《简明逻辑实用词典》《逻辑学学习

指导》第二主编、副主编。1988年8月，

他出席全国青年语言逻辑工作者学术

讨论会，提交论文，尝试用数理逻辑的

方法进行研究，为丰富规范模态词的

内涵作了有益的尝试。同时于1987年

为铁中高二学生开设逻辑选修课，并

着手编写中学生逻辑学资料。

80年代末，电脑开始普及，为打破

中文输入法的“瓶颈”，面对当时所谓

“万码奔腾”的局面，张孝存先后拜访

了双音双拼作者刘卫民、声数码作者

唐懋宽、自然码作者周志农、双拼盲文

设计者黄乃、五十字元作者张国防等

众多先锋人物，听取他们的真知灼

见。在悉心考察各类中文输入法之

后，张孝存于《电脑》杂志发表《汉字编

码纵横谈》论文，指出编码方案必须与

国民知识背景保持最大的亲和性。在

《中文信息》《文改之声》杂志发表《向

娃娃提供优秀的中文输入法》等多篇

文章。针对当时王永民表示“砸锅卖

铁也要把五笔字型打入中小学”的呼

声，张孝存认为中文电脑教育是语文

课的延伸，《汉语拼音方案》是中西键

盘文化的最佳接口，“拼音+智能”才是

电脑中文键盘输入法的理想选择。他

力主抵制五笔字型进入中小学，以避

免其对基础语文教育造成大面积的伤

害，他强调一切形码都不应作为基础

教育的可选方案。他和许多有识之士

的努力得到国家教育主管部门的支

持，叫停了五笔字型进入中小学课

程。他的多篇文章被收入清华大学出

版的社科文献光盘。

1992年8月，张孝存应泰安教育学

院邀请，前去主持电脑写作基础讲习

班。1996年至1998年，受聘在青岛霍

尔姆斯学校教授中文电脑课。还多次

应邀为青岛市工人文化宫“每周一讲”

做电脑输入法讲座。

当时，他所在的学校尚未开设电

脑课。他就组织学生到四方机厂技校

机房学习电脑，教学生学习汉字录入、

文字处理。还到九中加盟课外小组活

动，主题就是拼音输入。当时使用的

软件是方世增先生送给他的中文语词

处理系统。方先生与北京大学朱守涛

合作，研发出“智能ABC输入法”，开启

了拼音输入法的新纪元，这也是周有

光先生学术思想的结晶。奇怪的是，

方、朱二人的知名度却远不如王永民。

1999年底，一种名为“全息码”的

输入法设法在全国推广，并纳入所谓

“世界中学生运动会全国电脑大赛”。

张孝存认为，这种轻率之举如不刹车，

必将对中小学电脑教学带来严重的负

面影响。2000年初，张孝存与北师大

陈星火老师一起赴国家教育部直陈利

害，呼吁大赛立即刹车。最后，这场闹

剧不了了之。

2004年退休后，张孝存开始从事

老年电脑教学。授课内容涉及电脑基

础、网络应用、图像处理、幻灯片制作、

视频制作、动画制作、系统维护等。在

《上海老年教育研究》杂志发表《老年

大学电脑教学耕耘手记》等论文，他甘

做普及电脑教育的拓荒牛。

2015年，张孝存主动到市北区社

区教育学院主持电脑教学，在社区教

育、终身教育的田野继续播种耕耘，以

华东师大培育出的精神营养和谆谆教

诲为动力，为母校争光，为社会奉献。

最近，他又萌生一梦，构思编写以中小

学生为读者对象的逻辑学读物。

张孝存的梦，丰富，多彩，绚烂，有

的实现了，还有很多未能如愿。对此，

遗憾之余，他也经常自嘲道：“梦未圆，

也快乐。”

张孝存老师

王海宁是青岛工业设计协会副

会长、高级工艺美术师。

最近我在与海宁先生交谈时，他

说曾设计过几套“青岛风景”的火花。

让王海宁记忆犹新的是，1982

年他设计了一套“崂山风光”火花，次

年火柴新品投放市场。当时王海宁

就职于青岛市轻工业研究所，从事工

业设计和包装装潢。在接受这一设

计任务后，他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

查阅资料、规划构思、绘制草图、几易

其稿，最后顺利完成。

20世纪80年代初，崂山慢慢解

开面纱，崂山旅游也刚刚兴起。大多

数游客会选择行车路线方便的南线、

走马观光地看看龙潭瀑和太清宫等

几个景点。来回五六个钟头，算是较

为完整的一次崂山旅游。但游览过

后，总会流行着一句“不去崂山是遗

憾，去了崂山更遗憾”的口头禅。

其实，崂山风光自然秀美，不仅

有中国海岸线第一高峰的崂顶，凭借

“海上名山第一”之称以及“泰山虽云

高，不如东海崂”之誉，崂山更是闻名

遐迩。如何巧妙设计，把“崂山十二

景”融入一幅整体感的立体游览图、

也让慕名而来的海内外游客不再心

生遗憾，便成了摆在王海宁面前的挑

战课题。

华楼叠石、飞瀑潮音、九水明漪、

巨峰旭照、明霞散绮、蔚竹鸣泉、云洞

蟠松、龙潭喷雨、太清水月、华严佛寺、

狮峰宾日、海峤仙墩，这些就是著名的

“崂山十二景”，而王海宁大部分都没

去过。此时，每一个构思、每一根线

条、每一次落笔、每一种组合，完全靠

他的想象和洞察，再加上他对崂山在

道教文化、佛教文化、民间传说、神话

故事等诸多方面的熟稔和认同。

主题明确，如何表现？王海宁最

终选择国画与壁画相结合的形式，力

求突破概念化和程式化的表现手

法。以前的设计都是单个画面，王海

宁说，他想应该去改变一下。依照

“崂山十二景”在平面地图中的方位，

他首先考虑将崂山的时间与空间概

念以及自然特色与人文理念融合起
来，然后再逐个将“十二景”散落在地
理方位中、形成“收是一幅画、放是景
点图”的联票拼接格局。当你放眼望
去，将是一帧史诗般的立体的崂山全
景图。若再仔细回看，又能准确找到

“十二景”，达到形式的完整与内容的
和谐完全浓缩于一幅画面之中。

设计的时间大致用了一个多月，
海宁回忆道，绘制时是直接画在卡纸
上的，至少画过二三稿。先是铅笔
稿、再是彩色稿，绘制时先要将每一
幅景色的特点找出来、再将“十二景”
贯穿起来、最后调整“十二景”之间的
自然融合关系，以形成大景的气蕴与

个景的优美。画稿完成要印刷的尺

寸，要比实际的成品大一些。

如今当我们把这套火花捧在手

中时，细看个景，突出主题；远观大

景，完美无比。“十二景”的四字名称

也分别在每一枚卡标中由印章篆体

和加粗黑体列明，红黑相对、形成视

觉撞击；字体呼应、融会古今对话。

几行文字说明，也是对“十二景”应有

的解释和推广，既有知识性又有趣味

性，更符合火花收藏者的心愿。而每

一枚卡标中的阴文与阳文印章的交

相呼应，似乎也在诠释道教文化的阴

阳理念。

凭借精妙构思与新颖设计，王海

宁创作的这套“崂山风光”火花获得了

山东省评比的奖项。细问受奖名称，王

海宁笑着说，实在是记不起来了。“奖”

对于王海宁来说，更像是“励”，是又一

个新的起点和高度的开始。

80年代青岛火柴厂委托王海宁

所在的轻工研究所开发和设计新产

品，这套崂山火花便是其中之一。王

海宁提及，这套火花在设计时，单是

草图阶段，他就花费了好长时间。在

表现方法上，也尝试过多种效果，最

终选择了可横拼和竖接的形式。他

说，这一构思考虑更多的是崂山的自

然景观，而整体效果也基本能比较全

面地体现崂山的精神和特色。王海

宁随口说出的这一定论，让人感觉他

在艺术创作上的严谨和谦虚。

设计的艰辛，让他至今还保存着

这份设计的原稿。当时的设计全靠

手绘，没有现今如此便捷有效的电脑

辅助工具。印刷制版时，也是直接用

了他的手绘稿。王海宁补充说，这套

火花设计时的定位是用于高档特色

火柴，工厂还考虑增加当时比较少见

的外盒包装。后来由于成本原因就

改为普通装了，也就是今天我们看到

的这套十二枚的火花。

三十五六年过去了，火柴早已淡

出我们的日常生活。而我所收藏的

火花却成了记忆的一条线索和回忆

的一段情缘。今天，崂山已成为青岛

名副其实的一张名片，而从设计火花

的年代那仅仅只有一块钱的游览票

价，到去年一张景点门票要130元来

看，足以说明游览崂山之火。据说，

今年的通票又涨到了160元，而唯独

火柴，尤其是海宁先生设计的那套火

花，今日已不能再相见。

“崂山风光”火花的设计者王海宁
□张 勇

聚艺厅

设计家王海宁

常常会念起一个人，那就是我

的高中语文老师朱飞。

首次见到朱飞，是在刚升入高

中时的开学典礼上。一个很有些干

瘦的小老头，像先前在哪本卡通书

里见过的人物。看上去快六十岁

了，其实那时他不过才五十出头。

朱飞时任年级组长，典礼上他致的

开篇辞。我发觉他讲话的时候很喜

欢扬眉，当他扬起双眉的时候，额上

的皱纹就清晰而深邃地显露出来，

等到他把双眉舒展下去，那额便似

被熨烫了一回一样平整了许多。这

表情丰富滑稽又显得可爱。

朱飞是班上唯一坐着授课的老

师。原以为只是他的习惯，后来才

知他一直身体欠佳，稍站立久些就

会觉得累。课堂之外，老师与学生

的交往是甚少的，我对朱飞性情的

揣摩也只通过课堂。大概他是那种

性情耿直古奥又有些愤世嫉俗之

人，每每在讲解课文的中途，朱飞老

师似乎总喜欢将一些“节外生枝”的

段子穿插其中，语言里充满着幽默

与机智。许多同学是常常会在课上

开小差的，朱老师这些充满个性的

话却每每能给人提神，并引起同学

们的会心一笑。

不曾想年过半百的朱飞老师居

然还拥有一副极好的歌喉。我们的

校歌就是由他作词并亲自教我们演

唱的。犹记得当年他坐在讲台前，

声情并茂地演唱着，并时不时地辅

以手势的样子。同学们的情绪委实

都被调动起来了，大家群情振奋地

跟着他把这首夹杂着通俗和民族唱

法的校歌学唱起来：“西山山麓鄱湖

之滨，升起一颗璀璨的新星。我们

来自希望的田野，我们来自水乡山

村……”这个干瘦的小老头不止拥

有一副极好的歌喉的，且还拥有一

颗年轻的心。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的，这位经

常念叨着“牢骚太盛防肠断”的老

师后来却有次在课堂上因我大动

过肝火。那一次，他让全班同学默

写王勃的《滕王阁序》，且居然首次

下得讲台来开始挨个同学检查。他

检查得非常认真，几乎一个没漏过，

可我那次却不知犯了什么浑只字没

写。朱飞老师走到我这边问时，我

只是摇了摇头。我眼瞅着刚才还微

笑着询问我的朱老师即刻动了怒，

剩下的同学也不再查看了，疾步

就走回讲台边，然后将一本书重

重地摔在了讲桌上。我头也不敢

抬，听他用了愤懑的口吻说——

“我原先还比较看好这个女孩，认

为她文章写得还可以，没想到她这

样自暴自弃……”

我记得我一边眼角挂着泪花，

一边在极短的时间内把那篇古文默

写了出来。课后我跑去找他，还未

告诉他我已默写完时，朱飞已换了

和颜悦色的面孔对我了。

第一次高考落榜后，我有半年

时间蛰伏在家。朱老师托人带了封

信给我，别致的信纸，非常精美的竖

体字书写格式。我想不保存都不可

能了。他对我的落榜表示难过，希

望我能再返校复读。他的话很是给

我鼓舞，仿佛蒙昧的灵魂里打开了

一个缺口闪进了一道亮光。然而，

当我重回到学校，再见到他时，未曾

想他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

最后一次见着朱飞老师是那年

九月。那时我还在为着择高校而奔

波，朱飞老师像往常一样把我送到

他家门外。我和他约好等一切稳定

下来再跟他联系。但后来进入高校

我却一直未能抽出空去看他。再不

久我便去了外地实习，一去就近一

年。实习一回来后我便打算去看看

朱飞老师，但得到同学告诉给我的

消息说，朱老师已去世，抢救未及

时，猝死在医院的手术台上。

得知这个消息的刹那，我感到

非常震惊与沉痛，回味与朱老师最

后的相见，竟没有一丝预兆。于是

懊悔之心油然而生，恨为什么没有

去看他，更恨当初在他执教之时为

什么没有做个好学生。

同学告诉我朱老师具体的去世

日期，推算起来，就在距那个时间的

头一星期，我曾从外地给他寄过一

张贺卡和一封短信。我记得那张贺

卡上是一幅平安夜的画面。我祝福

他拥有三百六十五个平安的日日夜

夜。我不知道他是否在离世之前已

收到我的祝福。如果没有，我愿望

他在九泉之下能感知到，有一名学

生，将永生怀念他。

追思录

我的老师朱飞
□何美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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