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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记事开始，奶奶总喜欢给我剪厚厚
的刘海，刘海总是完全遮住我的耳朵。

一年夏天，很是闷热。当奶奶再一次
给我剪刘海时，我挣开她，疑惑地问：“奶
奶，为什么要用刘海遮住我的耳朵？”奶奶
愣了一下，然后用布满皱纹的手覆盖着我
的右耳，再牵起我的手，引导我去抚摸右
耳下方的那块指甲盖大小的肉，说：“傻孩
子，你长了‘三只耳朵’，是不能让别人看
见的。”我摸着那块小小的肉，心里充满了
疑惑。

也许是耳下的肉对我的影响不大，它渐
渐被我遗忘。我不再留刘海，扎起了马尾。

到了小学，在集体生活中，一点小事都
常常引起同学们的讨论和热议，而我与别人
不同的右耳成了他们讨论的“热点”。

一天，一位女同学神秘兮兮地走到我旁
边，弯下腰，一把捏住我右耳下的肉。我被

吓了一跳，问她：“你干什么？”那位女同学笑
嘻嘻地说：“你这个是什么啊？是耳朵吗？
怎么跟我的耳朵长得不一样，你是不是有三
只耳朵！”我被她问得一愣，转过头小声地
说：“我也不知道。”那位女同学“哦”了一声，
便走出了教室。

由于那一次的惊吓，我又剪了厚厚的
刘海。

在一次课间，有三名同学向我走来，她
们脸上带着不怀好意的笑。我下意识捂住
了右耳。她们走到我旁边，弯腰打量我，说：

“有人说你有三只耳朵，可以让我们看看
吗？我们真的很好奇。”我听到这话，心里一
惊，摇摇头。她们相视一笑，说：“我们真的
很好奇。”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就有一位女同
学一把掀开了遮住我右耳的头发，说：“快
看，好奇怪的耳朵。”“什么，我要看！”“什么，
什么，我要摸！”在一阵推搡中，我只觉右耳

下方一阵剧痛。
从那以后，我剪了短发，厚实的头发贴

在我的耳边，给了我抬头的勇气。我从未见
过耳下那块肉长什么样，但我每次抚摸它，
它都给我柔软的触感。我曾想过剥离它，割
舍它。但当我用力扯它时，它又在告诉我，
不要在意他人的目光。慢慢地，我又开始露
出耳朵，尽管还是会引起他人异样的目光，
但我不再害怕也不再畏惧。

我接受自己与他人的不同，接受他人的
目光。

上了初中，我依旧保持露出耳朵的习
惯，我忘了自己与他人的不同。当我抬手摸
到那只耳朵，我就会微微一笑。我不再用刘
海和头发去隐藏它，我不会去厌恶和畏惧
它，因为我已经接受了自己。

我有一只“小耳朵”，它让我与众不同。
（指导老师：陈格格 周亚平）

第三只耳朵
城步第三民族中学288班 刘欣怡

在闷热的、充满了物理公
式的教室里，头晕胸闷的我捏着
鼻梁埋头写着自己的物理试卷。

数字和文字似都一样，一
样让我窒息。窗外的阳光有些
刺眼，抬头一看，四周全是低头
写题的。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
声编成一张无形的网，使我透
不过气来。日日刷题使我的激
情已然耗尽，像一条河被烈日
烤干。这时，吹来一缕夹杂着
热气的风，风带来了一个本不
属于这里的小家伙——一枚飞
翔的蒲公英的种子。它随风左
右摇摆缓缓降落，我本能地伸
出手抓住它，摊开手端详它，思
绪渐行渐远……

小时候我住在外婆家。外
婆家后面有一个矮坡，由于长
期无人打理，坡上长满了蒲公
英。每当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
开，它们旋转、飘飞，似调皮的
小精灵，我就会陷入一种奇妙
的幻觉之中。这些白茫茫种子
的曼妙舞姿，胜过烟花绚烂，胜
过银河飘渺，胜过百花妖娆。

每当这个时候，我总喜欢

站在“舞台”中央，伸出双臂，舒
张身体的每一个毛孔。我感觉
每一个发梢都有一个镂空的银
色铃铛，伴着清风和蒲公英种
子一起演绎这曲绝美之舞。每
当我弯下腰拈起一株蒲公英，
轻轻一吹，我似乎能听到一种
声音。

它们不知疲倦地寻找、寻
找……终于，它们找到了自己
的归宿。或许不是所有种子都
有幸置身于肥沃的土壤里。对
于蒲公英来说，寻找的本身似
乎就是它们生命的意义。

我慢慢抬头仰望依旧运转
的风扇。同桌似乎发现了我的
异样，手掌一下拍在我的试卷
上。我猛地回过神来，四处张
望，生怕声音太大打扰到别人
写题。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之
后，我低头看自己的手心，却发
现它早已不见踪影。我拿起
笔，深呼一口气，继续写题。这
时，我发现原来笔尖划过纸张
的沙沙声也可以合成一首美妙
的曲子，那么迷人动听。
（指导老师：张朝曜 李丽梅）

◆回望

追梦圆舞曲
新邵县第一中学 何沛珊

光阴很温柔，温柔地照拂
着我们这些孩童长大。光阴又
好残忍，残忍地摧毁着我们挚
爱之人的身躯……

听到爷爷住院的消息，电
话这头的我再也无法平静。听
爸爸说，爷爷当时有些小感冒，
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依旧上山
干活，结果就晕倒在山上了。
被发现的时候，救护车都不愿
意拉了，说他没得救了。听到
这里的时候，我的泪一下子就
涌了出来。

校园里有两棵银杏树。银
杏叶黄澄澄的，明艳艳的，以前
我总爱站在楼上欣赏那束束扇
形的黄叶子。可今天，我看着
在风中飘舞的银杏叶，忽然感
觉它就像人的生命一样，总有
一天会在风中凋零的。由此，
我不再喜欢银杏叶了！

印象里的爷爷，总是佝偻
着身子，穿着军绿色的外套、军
绿色的胶鞋，而胶鞋上总是沾
了很多泥浆。爷爷只有小学文
凭，所以他总是希望我们一家
人好好读书，有出息。小学的
时候，我是那么不懂事，总是缠
着爷爷让他给我买零食吃。有
一次吃坏了肚子，爷爷慌慌张
张地背着我去医院。妈妈知道
后怒斥我。是啊，山路那么陡，
爷爷本来就佝偻着身子，我应
该扶着爷爷才是，而我竟然让
爷爷背我走！万一摔倒了咋
办！每每想到这里，我总是要
责怪那个不懂事的自己。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挨过
这几天的。我每天浑浑噩噩
的，人在教室，心却早已飞到了
爷爷身边。

终于，爷爷缓过来了！他
的精神好了很多。我长出一口

气，这才意识到，这几天，我仿
佛就没有畅快地呼出过一口
气，似乎每一根神经连同自己
的呼吸都是在紧绷着。爷爷精
神还不错，谢天谢地！

月假一回家，我便飞奔去
爷爷奶奶家。幸运的是，爷爷
已经顺利出院。可是我的奶
奶，她却认不得我了。

“奶奶，我是芷珊。”我一遍
遍地重复着，急切而又心酸。
爸爸和我说，前几年，奶奶几乎
一个人都不记得，但她只记得
芷珊，考了第一的芷珊。可现
在，她连我也忘记了，仿佛她的
世界变成一片空白。

光阴啊光阴，你可真是残
忍呀！

在我的声声呼唤下，奶奶
终于想起来了。她说：“你长得
太快了，小时候都还没怎么好好
抱过你，现在一眨眼就是十多岁
的大姑娘啦。”奶奶的背非常弯，
整个人还不到我的肩膀高。我
站在她旁边，虽然笑着应着，眼
睛却是红红的。不过我还是很
感恩，感恩奶奶能够再次记起
我，虽然她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就
问了我四次：“今晚你是在家里
住，还是要回学校住？”

相处的时光总是很短暂，
一转眼就到了要离家返校的时
候了。临走之前，我抱了抱爷
爷奶奶，这是我第一次和他们
拥抱，仿佛只有抱住他们，我就
能实实在在地抓住幸福。但
是，要说再见的时候，我却怎么
都说不出口。我也无法准确地
找到车的门把手，因为我的眼
中一片模糊。

光阴啊光阴，请对我的爷
爷奶奶温柔一点。

（指导老师：马静 林日新）

◆感悟

岁月的忧伤
武冈市展辉学校英才部九年级 戴芷珊

绕过算不得曲折幽秘的山路，便到了这
座古寺。

雨丝微凉，斜织出一片朦胧的帘幕。撑
伞行走在青石板上，小径两旁的树枝在雨中
微微晃动。不远处传来诵经声，涤荡尽了心
中的劳累。

寺前的广场很大，人并不多。寺门正对面
是一块赭红色的石壁，上书四个大字“咫尺西
天”。从广场径直走向寺门，慢步走过一座石
桥。在桥上抬头，便可见隐藏在郁郁葱葱树叶
间的“灵隐寺”的牌匾。桥下，山泉清澈地淌
过。我走过那座古桥，袖口被水汽和雨丝打湿，
耳畔是苏东坡和黄庭坚同样倾听过的泉声。

循着泉水，且行且吟。“明月松间照，清
泉石上流。”只有王摩诘的诗才能传达出此
时的禅意。

年长的知客僧领着我缓缓前行，路上未
说一语，只是带着清淡的笑容。路上，看到有
猫在树间追捕蹦跳的鸟雀。它刚伸出爪子，
却被僧侣喝住，只能回到树丫上继续假寐。
寺中，满目皆绿，有清泉在青苔间的淡绿、有
杨柳在岸边的鹅黄、有古樟枝头的浓绿。

钻过着绿色的小径，三两步便豁然开
朗，前边是飞来峰，并不很高峻却很突兀。

从峰间乱石中流下清冽的泉水，汇成一方小
池塘。峰下有座亭子，我与老僧坐了进去歇
息。从亭中可清楚地看见池塘里的生灵，十
几尾肥硕的锦鲤懈怠地待在莲叶下发呆，而
一只长得有点丑的青蛙看了我一眼就马上
跳走了。老僧双手合十，默念了几声经文。
正恍然间，发现又有一只猫懒懒地踱着步子
走了过来，惬意地趴在老僧边上打盹。他见
我望过来，苦笑着说这几只猫是寺里用来捉
偷灯油的老鼠用的，迫不得已让它们双手沾
满“罪孽”。我心中一动。

踩着湿润的青石板进了院子里。一路
上，几名劳动的僧人，见了我一一行礼；我自
是回礼。墙角有个年幼的小沙弥逗着麻雀，
他见了我也奶声奶气地向我问好。

寺里的佛像庄严肃穆。雨声渐大，起身
时忽闻院子那头的股堂开始唱起经文。

老僧不见了，我也不急着去寻他。庭中

有一口井，雨混着晨曦打入井底，又带着传
出隐约的蛙声。实不知井底之蛙的滋味，苦
耶？乐耶？我笑着摇头。

东厢转出那名老僧，笑着问我何所思。
听完后，老僧哑然，但和我闲聊时也不再显得
那么生硬了。陪他走到后殿，与他有意无意
地打着机锋。他听出了我的理屈词穷和调笑
的意味，也不恼，笑着继续往前走。过了大雄
宝殿，我正目不斜视地步行着，却听他带着惊
讶和微恼轻“咦”一声。扭头去看，发现他快
步上前，小心翼翼地从天王脚下的烛台上抱
起一只熟睡的小奶猫，转身行到廊里。那猫
早醒了，他一放手便跳下地去，欢快地跑开
了。我在旁看着，脑中所想的是两句谒语：

“欲做诸佛龙象，先为众生马牛。”
佛像脚下那香烛和青灯还在燃着，有袅

袅烟丝升起；回望，门口的金刚依旧怒目，神
色狰狞威武。

游 灵 隐 寺
武汉大学文学院 杨桢宇

“你们几个，没听见铃声吗？一个一个
跑哪去啊？”鱼尾姐边说边拿木棍敲打着桌
子，眼神却未曾离开那几个试图偷摸着离开
的“臭小子”。

“我去上厕所。”“我也要上厕所。”“我也
是。”说完，这几个“臭小子”一股脑儿全跑没
影了，留下鱼尾姐在那干瞪眼……

为什么要叫“鱼尾姐”呢？这个称号，是我
们从她的名字里总结出来的。别看鱼尾姐平
时对我们很温柔，一副很好相处的样子，这一
切都只是在我们未曾触及她底线的情况下所
享有的待遇。鱼尾姐的严，那不是一般严。在

班级中，没有人是不惧怕她的。每次犯了什么
事，她总能找到最有效的方法来惩罚犯错者。
久而久之，大家都被整怕了，也不敢轻易放肆。

但鱼尾姐的课是十分生动有趣的，总能
让人深陷其中，不可自拔。“开琼筵以坐花，
飞羽觞而醉月……”语文课上，鱼尾姐将同
学们引入那酒酽花浓、群贤毕至的桃园，欣
赏“惠连”们的助酒佳咏。可同学们都不喜
欢背诵默写！我们思考佶屈聱牙又博大精
深的古文，沉浸其中；我们热爱遥远而朦胧
的诗文意境，流连忘返。然而，一旦加上背
诵和默写的任务，就犹如披上了一道枷锁。

这让鱼尾姐很是苦恼，每天冥思苦想，为找
出适合我们的方法绞尽脑汁，夜不能寐。

一天上课前，她让我们玩了个简单的小
游戏——你问我答。“你觉得语文为什么要
背诵默写呢？”她问。大家各有各的说法，貌
似每个人说的都十分有道理。一个胆大的
同学举起手，反问了鱼尾姐。鱼尾姐的回答
使我们深有感悟：“背诵默写，其实是一种仪
式。背诵能使人一字一句地读，一丝一缕地
品，这样才能体会文章的精髓；默写逼人与
遗忘作斗争，那文章的精神便悄无声息地刻
入灵魂……”

鱼尾姐的一番话使我们久久不能回过
神来。她那悦耳动听的声音回荡在我们的脑
海中，有一下没一下地震动着我们的耳膜。

鱼尾姐的故事很多。她的教育很独特，
柔中带刚，等我长大，我也想成为一个“她”。

（指导老师：宋阳玲 陈彬）

◆观察

“鱼尾姐”的语文课
城步二中枫岭文学社 肖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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