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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考试成绩揭晓，我的成
绩还不错。看着试卷上的分数，
我不禁想起很多过去的事情。

考进武冈二中后，初中班主
任黄老师的那句话我常常在心
里默念：“不要灰心，坚持下去，
你会成功的。”记得初二上学期，
我因病在家一个月。虽然我坚持
自学不辍，但期中考试还是只考
了班上第五十名。我失望地坐在
教室里，不敢回家，不想回家。这
时黄老师出现在我面前，听完我
断断续续的叙述，他拍了拍我的
肩说：“不要灰心，坚持下去，你
会成功的。”那是一个冬日的上
午，下起了雪，我的心寒到了冰

点。黄老师的话，让我看到了希
望。从此我下决心努力读书，经
过一年多的努力，最后以高分考
进了武冈二中。

进入高中，学习难度加大，
同学都曾是出类拔萃的人，我
在与他们的竞争中，自信心受
到很大的挑战。这时我收到了
黄老师的留言，原来他从我妈
妈的口中知道了我的苦闷，他
要我坦然面对眼前的喧嚣，做
最好的自己。他的留言最后仍
是那句话：“不要灰心，坚持下
去，你会成功的。”

那个飘着冷雨的星期天我
拿起了手中的笔，给黄老师写了

一封回信《我选择了坚持》，并把
它投到校文学社，不想后来被校
刊《洞庭》杂志刊登了。当时虽谈
不上百感交集，却别有一番滋味。

我把这个别人认为是微不
足道的喜讯发短信告诉了黄老
师。过了几天我就收到了他送给
我的几本《时文选粹》，这些书第
一页的左下角都有他的朱印，里
面还夹了一张纸，纸上只有一句
话：“不要灰心，坚持下去，你会
成功的。”署名黄启宏。接过这些
书的时候，我流泪了，我仿佛看
到黄老师精心选书时的慎重，也
看到了他对我的殷殷期望。

接下来我就如饥似渴地扑

向那些书籍，那情形真如老鼠看
到大米一样。我的脑海里始终有
创作的冲动，只要有灵感，我就
挥笔而写，经过润色、筛选后发
往各地报刊。等待并不美丽，也
很漫长。一天我收到了几家报纸
的回信和样刊，当时那个开心
呀，无法形容。

如今，我的成绩在学校同科
目组中稳居前三名，也陆续在一
些报刊上发表文章，同时还被聘
为校文社的社长，这些成绩的取
得，都离不开黄老师的鼓励。

“不要灰心，坚持下去，你
会成功的。”亲爱的黄老师，谢
谢您。

◆心声

老 师 ，谢 谢 您
武冈二中高610班 邓 瑶

父亲默默地为我清
理着背包，给水杯灌好热
水，由于不太熟练，看上
去有些笨拙。我接过背包
准备走。他说：“我送送你
吧。”我点点头。公路上，
我与父亲并肩而行，我在
左，他在右，一路无语。我
抬眼打量了父亲一番，他
左手提着我的书包，侧影
有些佝偻。但我小的时
候，记得他的背影总是宽
厚挺直的，给人以无穷的
温暖和安全感。我时常趴
在他的背上“咯咯”娇笑
着，他也配合着左右摇
晃，做着鬼脸，一切欢乐
又温馨。

“我就送你到这儿
吧，剩下的路你自己走。
路上当心。”父亲低沉的
话语打断了我的思绪。我
条件反射般点点头，接过
他手上的书包。他冲我笑
笑，然后转身离开，只留
下一个背影。他的这一串
动作实在是行云流水，看
着没有多少留恋。我叹了
口气，继续向前走，心中
却思绪万千。

从前那个天真烂漫
的孩子，如今已长成一个
明媚少女。然而时光将我
的身体拔高，却将我与他
之间的情意变淡。孩提时
代父亲的慈爱似已一去
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严
厉与沉默。每当我孤身一
人在路上摸索前进，茫然
无措地想要得到父亲的
关爱时，却总是只能捕捉
到他留给我的一个冷酷
的背影。

秋 风 在 萧 瑟 地 吹

着，我揉了揉酸涩的眼
睛，裹紧了身上的大衣，
苦涩地想着此时此刻我
的背影，想必也是萧瑟
孤单的。快走到路口了。
我不禁回头——果不其
然，留给我的依然是父
亲那决然离去的身影。
虽已预料到，但心中仍
是难掩失望。我自嘲地
摇摇头，准备转身离开。

就在这时，已走到拐
角处的父亲转过身来。我
惊讶地睁大了眼睛。他似
乎是没想到我会回过身
子，愣了一瞬，随即脸上
露出了一抹笑容，目光穿
透寒风温柔地落在我身
上。他朝我喊了几句话，
由于太远，我努力辨认着
口型，说的是：“天凉了，
记得添衣。”

他温和的笑以及关
切 的 话 语 似 乎 化 为 实
物，落在我的头上轻轻
抚摸着。一霎那间，我被
父亲这不多的温情弄得
感动起来。此刻他温柔
的 笑 容 与 我 童 年 时 期
他 的 慈 爱 脸 庞 重 叠 起
来，我这才惊觉原来父
爱一直未变！只是随着
时间的打磨，父亲变得
含蓄，变得内敛深沉，可
不论何时何地，他的这
份爱一直在我的背后默
默守护。

我任眼泪在脸上肆
意地流着，笑着冲父亲招
招手。

太阳出来了。我踏着
满地金黄，一步一步坚定
地向前走去。

（指导老师：廖子凤）

◆记录

背 影
邵阳市第十六中学43班 邓炜婷

清晨，一阵催促声把
我从甜甜的睡梦中叫醒。

“快起床了，陪我去买些
东西！”一听到要出去，我
立马翻身下床，穿好衣
服，刷牙洗脸。接着，妈妈
拿上钱包和布袋子，和我
一同出发了。

我跟着妈妈来到了
人声嘈杂的菜市场。那里
的东西令我眼花缭乱：青
翠欲滴的芹菜、颗粒饱满
的玉米、奇形怪状的萝卜
……转了一大圈后，妈妈
买了青菜、辣椒、萝卜和
苹果。

买好了蔬果，妈妈又
带着我走进了专门卖油
的商店。在那里，妈妈买
了一大桶称心如意的油。
我们又走进了一家小商
店。“老板，这有盐卖吗？”
妈妈问道。“有。”老板拿
了一袋盐递给妈妈。妈妈
接过盐，付完钱就立马带

着我坐车回家了。原来，
在不知不觉间，已经到吃
午饭的时间了。

吃完午饭，妈妈又拉
上我出发了。她说我的衣
服有很多都穿不了了，不
是小了，就是短了；不是
短了，就是旧了，要去买
几件新衣服。我们不慌不
忙来到了一个卖衣服的
商场。不得不说，这个商
场还真是大，我和妈妈逛
来逛去，买了好几件新衣
服。等我们出去时，天已
经快黑了。

本以为这时候应该
可以回家了，可妈妈又将
我带到了下一个目的地：
文具店。妈妈为我和弟弟
买了笔、本子以及圆规。

总算忙完了，这真是
繁忙的一天。我躺在软绵
绵的床上，很快就进入了
梦乡。

（指导老师：胡志英）

繁 忙 的 一 天
大祥一中338班 伍锦凤

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马路四通八达，
车子络绎不绝，四处都盖起了高楼……这
里就是我现在的家乡。

记忆中家乡的天很是澄澈，天上的云
也恰到好处地点缀着，整个儿像一块空灵
的蓝宝石。家乡多山，四面都耸立着一座座
高山，好像在守护着我们的家园。还有许多
青翠的竹子环绕在屋后，小孩子们经常在
竹林里做游戏，那片竹林便是我童年的快
乐源泉。在我印象中最深刻的大抵是那一
望无际的稻田了吧。到了秋收时节，大人们
都忙着收稻谷，小孩子们也定会被遣去帮
忙拾那些掉落的谷穗。那样的日子是快乐
的，那样的家乡是美的！

记忆中的家乡固然是美的，但也是落
后的。我小时候，村子里已经通了电，但是
会时不时停电，到了晚上，又只能点上煤油
灯。每次上学时，都要经过坑坑洼洼的马
路，到一间破旧的小教室上课。每到冬天
时，那凛凛的寒风便从破碎的窗子钻进来，
饶是贴了几层报纸也无济于事，因为没有
取暖的设备，有一部分同学还长了冻疮，受
许多罪……

但是时代是不断发展的，一晃十多年过
去了，我们的家乡变得更好了，我们的国家
也更强盛了！虽然曾经有一段时间因为急于
发展导致空气污染，环境变差，但是后来国
家为了保护环境，又关闭了那些污染环境的
工厂，污水和废水都需要经过处理才能排
放，垃圾也不能直接烧毁……灰蒙蒙的天空
又变回了原来的澄澈，空气也恢复清新了。

现在的家乡，不仅环境优美，人们的生
活质量也提高了。每家每户都用上了白炽
灯，而且也不会经常停电了。马路不仅变得
平坦，而且还在不断拓宽。教室也是宽敞明
亮的，不再拥挤破旧，设施也更加完善，还
有许多高端的设备。现在的生活也变得智
能起来。

家乡能有这么大的改变，主要还是因
为国家的飞速发展。我相信未来的家乡，未
来的祖国，一定会更好！

（指导老师：杨玉如）

◆观察

家乡的变化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颜焓楚

上午，接到好朋友筱欣的短信，我高
兴极了，只知道捧着手机傻笑。筱欣说，她
在广州，过几天就回来，要和我一起聊聊。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可是当她说到交了
男朋友时，我心里顿时感到怪怪的。

与筱欣的相识或许是有缘。小时候，
父母工作忙不太管我，常常将我一个人丢
在家里。我最爱看电影了，经常到离家不
远的电影院的“儿童售票处”买票。筱欣也
一样。小孩子是最容易玩熟了的，那时候
不懂得什么友谊，只知道我俩很玩得来。
我和她小学、初中、高中都在同一个学校，
因此关系自然是特别好。可是去年高一的
时候，她不想念书了，去广州一个商店当
了服装推销员。

筱欣回来了，我们逛街的时候不约而
同来到电影院。看着那个已经旧旧的“儿童
售票处”，想着小时候，两个小女孩手牵着
手，任凭人群中有多拥挤，两只手总紧紧牵
牢，不自禁地，我望着筱欣，她也看着我，我
们相视而笑，心里都感觉到一种温馨。回家
的路上，我们手牵着手如同小时候那般亲

密。我听着筱欣说她在广州的故事，她的“罗
曼史”，她的处世哲学。听着听着，我感觉到
一种不和谐横亘在我们中间，但手牵手的温
暖又把这种不和谐压抑下去。

谈话间，我明显觉得筱欣变了，再不
是以前那个天真、单纯、孩子气十足的筱
欣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里有一种失
落的感觉，这种感觉很浓很浓，把我憋得
很不好受，我在心里怀念那个单纯的、与
我手牵手踮着脚买票的女孩。

不过，毕竟是多年的好友，不管怎样
变化，我们有些时候还是能够心灵相通
的。筱欣已觉察到我们之间存在的隔膜，
尽管我们没有吵嘴，但在感觉上好像吵了
好多回。

几天后，筱欣要走了，我没有送她。其
实我很想送送她，表示一下我对她冷淡的
歉意。但我终究没有送她。一时间，我觉得
自己很想很想她，竟然独自一人走到电影
院，久久地站在“儿童售票处”发呆。我在
想，那个我曾经最熟悉的朋友，怎么会变得
如此陌生呢，我一时迷惑了……

◆成长

熟 悉 的 陌 生 人
武冈二中高610班 邓颖

那是在五年前吧，她在她众
多子孙的围拥中，安详地合上了
眼。那时，我是目睹了的。她是我
的亲人，我没有什么害怕与不
忍。她的儿女子孙们，一共二十
多个人，全拥在她那狭小的、破
旧的房间里。房间墙壁因油烟的
熏染和岁月的剥蚀，黄色的土砖
早已黑得看不清纹理，只有几十
瓦的椭圆灯泡放射着微弱的光
线，灯泡外围被蜘蛛网缠绕。黑
压压的人群似乎把这气氛都压
得沉甸甸的了。

她 的 大 儿 子 ，轻 声 唤 着
“妈”，唤着唤着，她便没了声响。
他拿了一个热饭团放进了她的
嘴里，道一句：“妈，你走好！”随
后，鞭炮声响起，声音在空荡的
空气中传得久远。我的曾外祖

母，就这样平淡地走了。
肃杀的秋，不见一丝生机。

天空阴云密布，叫人分不清傍
晚白昼。人们匆忙地准备着菜
肴，个个面容严肃沉重。哀乐
在环绕着老屋的几座山间回
荡，随着客人们的陆续到来，
它似乎成了他们的伴奏。我蹲
在屋外的一块荒土地上，无聊
地玩弄泥土，抬头间，碰巧遇
到一片枯叶飘落。我知道，落
叶归土了。

屋后准备饭菜的地方，是一
片忙碌景象。宾客们磕着瓜子谈
笑，遇到许久未见的熟人互相寒
暄，打趣几番，小孩子们哭的哭、
闹的闹、叫的叫。屋外噼噼啪啪
的鞭炮声响个没停，吹喇叭唢呐
的，敲锣打鼓的，演奏着激昂顿
挫的乐曲。一声长长的吆喝声，
伙计端着菜盘上菜了。先是一盘
精致小菜开人们的胃，随着上一
些大菜，当然，最多的还是豆腐。
众多人的宴席，无论怎样，总是

热闹的。
她的最后一次宴席，她没能

目睹这热闹的景象。
喧嚣声、问候声、痛哭声、烟

花爆竹声……声声不入我的耳，
我只守在冰柜旁，擦擦上面泛起
的雾，看看静静躺在里面的她，
望着她那安详平淡的面容发呆。
外面的宴席很是热闹，躺在这里
的她还是如此平淡，就好像这么
些年来，她虽没了丈夫，她虽已
老掉了牙，可照旧自顾自地过着
舒心的日子。

她的最后一次宴席，其实对
她来说也是平平淡淡的。

她平淡地来，平淡地走。思
考她那平平淡淡的一生，我静静
淌下了泪水……

（指导老师：刘剑）

◆回望

最 后 的 宴 席
隆回县第二中学初195班 王梦蝶

睡莲 梁厚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