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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拖着笨重的身体吃力地跨过了终
点线。终于跑完了！我大口喘着粗气。

“十一!”体育老师严肃地读着我的名
次。这给了我当头一棒，我咬着唇，握紧
了拳头，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了休息区。
突然身后传来欢快的笑声：“耶，我满分
啦！”听到这，我不禁伤心起来。“为什么别
人满分我却倒数，为什么？”我在心中不断
追问。我坐在石头上不断回忆着过去的
每个早晨，勤劳的同学们和爱偷懒的我形
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终于明白，偷懒的人
是不会有很多收获的。

第二天清晨，我早早起床，小心翼翼
地整理完内务就直奔后操场。我独自一
人在空旷的跑道上跑着，身旁是凉爽的
风、清新的空气。前几圈还好，到了后几

圈我的呼吸便开始急促起来，汗珠纷纷冒
出并飞落。好累好累……快要坚持不住
了！我在心中说：“不！我可以，加油！”大
步跨着的腿始终没有停下来，但是急促的
呼吸却难以控制，心也跳得飞快。

最后一圈了，我的腿已经开始发软了。
就在这时，一缕阳光照在了跑道上。我抬起
头望去，只见太阳从一层一层的云雾中溜出
来，并缓缓上升。不知怎的，那缕阳光仿佛
照在了我的心上，给了我无限动力。我的双
腿和双手仍在不停地运动着，离终点只有几
米了，我激动地迈着大步跨过了它。我用手
撑着膝盖，弯腰弓背不停地喘气缓和。

“哇，这么早！”这时一位同学惊奇地对
我说。我不好意思地笑笑：“笨鸟先飞嘛！”

此后的日子，清晨我都会十分积极地

到后操场进行训练。渐渐地，我发现我不
再把它当成一种任务，而是一种爱好。清
晨的阳光和一个人的跑道，对于我来说成
了一种生命的享受。

“第八！”
“第六！”
“第五！”
之后的跑步测试时，看着这一个个名

次的变化，我的内心无比激动，果然努力
与坚持是人生路上必不可少的。我开始
懂得每次跑步最后跨过的不是终点，而是
那段偷懒的历史。以前那个害怕困难、喜
欢偷懒的小女孩变得坚强奋进了！

又是一个清晨，那个奔跑的身影和那
缕阳光再次出现在后操场上……

（指导老师：陈格格 杨世洋）

一个人的跑道
城步第三民族中学288班 唐枥

夕阳洒下最后一缕余晖，
天空逐渐昏暗下来。书架上，
婆婆的照片显得格外灰暗。
看着婆婆的照片，我不禁陷入
了那段回不去的时光……

“乖儿，来梳头喽！”婆婆
拿着梳子从房间里走出来。
我撒娇说：“不要，不要，我不
想梳头！”“哈哈，乖儿，你知道
小孩子不梳头会怎么样吗？”
我瞪大了眼睛，天真地回答
道：“不知道。”话音刚落，婆婆
笑呵呵说道：“那样，婆婆就不
喜欢你喽！”这下可把我急坏
了，一把抱着婆婆的大腿，使
劲摇晃着她的身子，说道：“不
嘛，不嘛，我要婆婆喜欢。婆
婆，梳头吧！”我坐在婆婆身前
的小凳子上。婆婆轻轻地捋
顺我的每一根发丝。我惬意
地看着远方的山。那一年，我
五岁。

“婆婆，我走了。”我着急地
对屋子里的婆婆说道。“唉，乖
儿，还没梳头呢……”只见婆婆
拿着梳子从屋里走出来。我皱
了皱眉头，不耐烦地说道：“都
快迟到了，我真没时间梳头了，
我走了。”“可是……”婆婆欲言
又止。我背上书包飞快地走
了。那一年，我八岁。

“乖儿，梳头吧！最近学
了几个新发型的扎法，保准把
乖儿弄得美美的。”婆婆对着
正在进行题海战的我说。“作
业还有一大堆呢。婆婆，现在
您先别打扰我，我真要快点写
了，不然，今晚要通宵达旦
了！”我哭丧着脸说完，继续奋

笔疾书。婆婆拿着梳子，低沉
着脑袋，失望地走开了，轻轻
地关上了房门。那一年，我十
一岁。

“婆婆，给我梳头吧，头发
好乱呀!”看着镜子里那个头
发乱糟糟的“陌生人”，我恳求
道。婆婆叹了一口气：“多大
的人了，要是说出去还要婆婆
给你梳头，多丢人啊，自己梳
吧！我老了，不中用了。”我失
望地将梳子放在梳妆台前。

一天，我走到江边，晚风
肆意地吹刮着我的脸颊。我
在一户人家前停住了漫无目
的的脚步。只见一位妇女拿
着梳子，正在轻轻地给一位年
近百岁的老人梳头。她问：

“婆婆怎么样，我给你梳头不
痛吧？想到小时候，你给我梳
头可疼啦！”老人笑呵呵地回
答道：“你小时候爱挑食，发质
干燥，瞧，现在多好的一头长
发呀……”我愣住了，似乎想
通了什么，往家里飞奔去。

“婆婆，我来给你梳头！”
我推开家门，激动地喊道。“好
好好，乖儿长大咯！”婆婆坐在
我身前的小板凳上面。我仔
细地捋顺她的每一根白丝，就
像当年她给我梳头一样。那
一年，我十四岁。

月亮升得更高了，婆婆的
遗照仍然在原地，却显得那么明
亮。梳子依然静静地躺在盒子
里，那两张小板凳依然还在，可
那段美好的时光已经回不去了，
那个我最熟悉的身影也不在了。
（指导老师：刘素梅 雷彩桂）

梳 头
洞口思源实验学校122班 梁卓昕

墙上的日历只剩下薄薄几张。母
亲伸手又撕下一张：“呀，快元旦了，姑
娘，你和我去趟你外婆家吧!”

寒风吹过池塘平静的水面，吹落了
角落渔网上堆积的尘灰。坐在小院里，
我的思绪回到了那年元旦。

那天，和煦的阳光洒满院子。“唉，
今天天气这么好？老爸鱼塘里的鱼还
没捞吧，正好今天都在，我们捉几条鱼
来吃啊!”二姨父说道。外公闻声而出，
虽未回答，手里却拿着渔具和渔服。

“来来来，我们都下去捉，看今天谁
捉的大。”外公发出号召。

“去年我就没赢你，今年我让你知
道我已经不是之前的我了!”大姨父边
说边招呼在一旁烧烤食物的父亲。

“我不来，我不来，次次捉不到，没
意思。让我姑娘替我去！我给你们搞
烧烤!”父亲说。

“嘿，我来！不让小瑜去，她还小！”
大表姐从我背后跑上来，穿了渔服就下
了水。

“姐！你摔了就好了，我们开开心
心过元旦，你就孤孤单单打石膏！”我一
边说一边朝她做鬼脸。

“你就说这种话喽！”巨大的浪花从水
面激起，四散在院子里。围杆给我挡住了
水花的洗礼，却没能替站在岸边玩水的弟
弟承受这本不该承受的“小惊喜”。

“妈，大姐姐拿水泼我！我再也不
喜欢大姐姐了！”弟弟说。

“不是！我没有！我是泼向老三
的！”大表姐说。

“不是！你别听大姐胡说，她就是
故意逗小弟的！我看得一清二楚。”二
姐在一旁帮腔，生怕大姐没有被骂。

系着围裙的大姨连铲子都没放下
就从厨房跑了出来。“好了！你，给我上
来，你就跟你弟妹们闹，没个样子！”大
姨指着大表姐很不高兴地说。

到了下午，浓浓的菜香从房间里传
来。大大小小各不相同的眼睛，齐刷刷
出现在灶台的边缘。

“还没做好呢，去去去，玩去！”大姨
父边炒菜边说。

“啊？可是我饿了，妈妈！”小表妹
边说边一个劲地朝我们眨眼。

“啊？可是我饿了，二姨！”小弟哀
求道。

“拿走！”二姨把一个装满了炸酥肉
的碗极用力地拍在我们面前。

“不够！我反抗！”小表妹又补充道。
“啪”，又是一碗。这时，父亲就开口

了：“吃什么酥肉，烤肉和烤串做好了！”
不一会儿，一群人便浩浩荡荡出现

在了院子里。烤网上最为显眼的便是
那条占了烤网三分之二的大鱼。不知
何时出现的二姨父，拍拍胸脯：“还得是
我捉的，你说是吧，姐夫？姐夫，你咋不
理我呢？”

冬天的白天总是眨眼就不见了。
漆黑的夜空里，点点繁星，格外突出。
院子里，各种美食的香味混在一起。

“姨，我想吃煎糍粑，红豆味的，谢
谢！”小弟望着二姨说。

“还吃啊？你都吃了那么多了，不
吃了吧？”二姨说。

“喊一句姨父，姨父是最厉害的，大
姨父去给你煎！”大姨父说。

小弟眼珠转了转，不一会儿，稚嫩
的童声在院里响起：“大姨父是最厉害
的！我爸爸没有大姨父厉害。”被夸了
的大姨父转身去厨房忙活了，只剩满嘴
红油的小弟站在原地被二姨父进行爱
的教育。

欢声笑语在院中回荡，给寒冷的冬
夜添上几分烟火气……

寒风将我吹醒，望着空空的院子，
总觉心里少了几分滋味。

（指导老师：李玲）

寒冬暖阳
隆回县司门前镇中学264班 欧阳紫瑜

终于放月假了。
校门口，母亲早已在那儿等我了。

“你怎么这个时候才出来？”
“好烦呢，每次放假前，班主任都会啰

里吧嗦地说一大堆。假期作业，安全问题
啦……她和您一样啰嗦。”我抱怨着。

“哦，老师的心同家长一样，都是为你
好呢。安全问题来不得半点马虎。”

“我们都是初中生了，还要管得如此厉
害，太烦心啦。”我继续抱怨道。

忽然，母亲问：“你觉得人生中最重要
的是什么？”

我一下懵住了，一时并不明白她提这
个问题的用意，好一会儿才答道：“家人。”

之后，老妈的脸变得严肃，说：“上周，
你的那个好朋友小梨骑摩托出车祸死了。”

“什么，他出车祸死了？他才十三岁呀。”
我一听，心跳骤然加快，一阵头晕，头重重地
撞在了车门上，疼痛迅速从额头蔓延到脚底。

“他私自把他爸爸的摩托骑出去了
……”

“他才十三岁，怎么可以骑大人的摩托
上公路呢？多危险啊！”我不解地说。

“是的，出事了，才知不听大人话的害
处。”母亲讷讷地说。

我默然了。上次月假时，我还与小梨
约定：这次月假回家后，一起到村活动中心
的球场打羽毛球。

下午，我在田埂上遇见了一只小黄狗，一
看便知是小梨家的。一个月不见了，我与它
变得陌生了不少。它没有早先那么精神了，
毛色有点乱有点脏。我默默地对着小黄狗
说：阿黄告诉我，你的主人，我的朋友小梨在
哪儿？小狗似乎听懂了，朝公路上跑去……

当初，小梨在世时，我常逗他家狗。那
时，我会藏在拐角吓唬他，可狗会对着我吠，
似乎在向主人报讯，让我的阴谋破产。春日
的阳光倾泻而下，在水泥路上洒出点点光斑，
旁边的迎春花一丛丛、一簇簇……小黄狗轻
摇尾巴向前奔跑，踩在银白色的光斑上，踩在
掉落的迎春花瓣上。忽然，小黄狗停了下来，
向后张望，大概发觉了我没跟上它，便担忧地
顺着原路返回，寻找我的气息。可我，又该去
哪里寻找我的朋友的气息？

小狗又跑起来，扰动了已经落地的迎春
花。那着急忙慌的模样，像极了五年级报名
当天的我俩、快要迟到的我俩、在雨天狂奔
的我俩、偷偷跑出去打篮球的我俩……

我到家里拿了一根火腿，投喂给它。
小黄狗对着我摇头摆尾，然后叼着火腿找
个隐蔽的地方吃去了……我呆呆看着它远
去的背影，眼泪不禁又涌了出来。

远远地，小黄狗又朝我奔来……或许在
它那个小小的世界里，我如今已成了它的主
人，它肯定希望我像它原来的主人那样陪在
身边吧。可是，我明天就要回校了。而且，
我也绝对不能带它到学校去的呀。

我家前面有一道土坎，坎上铺满了迎春
花藤。因为才是早春，藤上只开了少许金黄色
的花。小黄狗朝我走来了，尾巴一摇，一朵小
黄花便掉在地上。我知道迎春花是为春而生
的，可为什么会有一朵鹅黄色的花在早春便
轻易掉落呢？

（指导老师：林日新 马静）

◆心声

珍惜这个春天
武冈市展辉学校英才部八年级 苏彦文

在我的家乡——城步，每
年都会举行龙灯节。

又是一年龙灯节。我怀
着激动的心情，等到了晚上。
街道上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人们欢声笑语，都不约而同地
向广场走去，迫不及待地想去
一饱眼福。

走着走着，突然有人拍了
我一下。我心里一惊，回头一
看，原来是表哥。表哥已经几
年没回来过年了，面对这样的
盛况，他兴奋地说：“我从来没
见过这里有这么多人，今年可
真热闹啊！”我与表哥许久未
见，于是，我决定与表哥一同
去看龙灯。不一会儿，我们就
来到广场上。人潮汹涌着，人
们笑着、闹着一齐向那光亮处
涌去。这里早已围满了人，费
了好大力气，我们才进去。会
场上已坐满了人，我们只好在
围杆上趴着看。

只见十六条巨龙盘旋在
广场中央，它们来自城步各个
乡镇，承载了各地的特色。随
着主持人热情洋溢的开场白，
城步龙灯节正式开始！

首先出场的是两条吊龙，

它们通体散发出黄色的荧光，
在黑夜中显得尤为亮眼。吊
龙前有一人举着一颗玲珑透
亮的珠子，是为“龙珠”。很
快，二龙戏珠的好戏就上演
了。只见一号吊龙突然杀出，
直奔龙珠。二号吊龙反应迅
速，像箭一般飞出挡在它前
面。一号吊龙俯下身子，从二
号吊龙下方飞速钻过。二号
吊龙立即想缠住一号吊龙，但
无奈一号吊龙钻得太快，迅速
将龙珠围住。龙珠已是一号
吊龙的盘中餐，只见它不疾不
徐地慢慢盘旋而上，最终夺得
龙珠！表演结束后，场上爆发
出雷鸣般的掌声。

接下来出场的是爬龙、草
龙、滚龙等等，真是让人目不
暇接。最后，十六条龙一同游
出大门，在大街上表演。我和
表哥迅速跑出大门，来到一处
高地，看十六条龙表演。在这
热闹的场面中，听着铿锵的锣
鼓声，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家乡
独特的年味以及传统文化的
魅力。

锣鼓声远去，精彩的舞龙
表演却令我久久难以忘怀。

家乡的龙灯节
城步第三民族中学288班 陈楚翼

海棠花 郑国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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