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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会觉得，世界真的好奇妙。想着
从小到大依旧半知半懂的悬疑问题：“我是如
何形成的？又是如何长大的？”其实不明白的
时候会想象那个最美好的故事，男人女人爱
得深切，难舍难分、情到深处、自然而然。

生活，却不会是这般顺其自然，不会是无
风无浪的大海，亦不会是鸟语花香的山谷。
生活所拥有的是无尽的想象空间，你不知道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就像你不了解你的未来，
你无从知晓你的命运。

因着深切的爱而出现的我们，是对于生
命的最高尊重以及爱情的执着追求。爱的精
华之所在，情的完美之所成，感谢她选择了
他，他爱上了她，从此有了我。

我是山间那颗小顽石来到你身边之前一
定修满了全部的福分，才有机会遇见你。而
因你们出现的我们，十指连心、环环相扣，

而后收获了想要的幸福。一路走来，都
不容易，谢谢你，从未放弃；谢谢你，给我机
会，与你相遇……

今天路过儿童医院，看到了一幕幕有些
揪心的画面：

那些孩子软绵绵地趴在父母的肩上熟睡
着，脸上带着微微的潮红，薄薄的细汗顺着鬓
角滑下，滴落在父母早已晕湿的衣服上面。
北京的七月，热气在脸上蒸腾得发烫，一把扇
子扇出来的风早已不足够一大一小的需求，
但那些母亲往往还是会把孩子抱得更紧些，
留着小鼻子在外呼吸，剩下的尽量贴近自己
的身体，另一只空着的手拿起扇子扇着阵阵
微风，孩子感受到微风袭来的时候，嘴角微微

扬起，似乎在梦里也做了一个美美的梦。
儿童医院外围的车道早已经是堵得水泄不

通，寸步难行的地方，那些小病患的父母在车道
中快速地穿梭着，不想耽搁一分一秒，与时间竞
争着、赛跑着，瞬间爆发了全身无尽的能量。

看着如一支箭般行走着的男男女女，内
心有些动容，那是他们各自的心肝宝贝啊，谁
也不想宝贝有什么事情。儿女是父母最大的
牵挂，在他们心里，你是一切，也或许已经超
越一切了。

想起三岁之前的日子，总是会盼望着父
母早点归来，似乎那时候门口的动静是全身
心的关注点，眼睛总巴巴地望着门边那两双
熟悉的拖鞋，一双大，一双稍小，并排着整齐
放在鞋柜旁，有些落寞地等待着它的主人。

那时候，被父母放在心尖上宠着、疼着、
爱着，在他们眼里，无论我们多少岁，都依旧
是个不懂事的孩子。所谓孩子，就是需要时
刻担忧着又放心不下的存在。

母亲总是抽空打过来电话询问着学习的
近况，有时候太忙碌反而忘记了之前说好的
每周两三次电话的约定，我没什么事情，但母
亲却按耐不住地亲自打过来。聊聊家长里
短，却从不提及她自己羸弱的身体，大大小小
的毛病总是令人担心，问及这个问题的时候，
她总说：“报喜不报忧嘛。”听着电话那边传来
的微微沙哑的声音，我也不愿去揭穿母亲的

“谎言”，只是慰问着，让她照顾好自己。
父亲是个有些矛盾的复杂体，有点大男子

主义，又有点小“娇气”。平时不怎么和父亲打
电话，可能是因为本身是女孩的缘故，很多小心

思只愿和母亲悄悄地吐露着，为此父亲总是说
我“偏心”。看着他微皱的眉眼以及抹不开的鱼
尾纹，我有些心疼地安慰道：“只是因为有些事
情不好跟你说嘛。”这时的父亲只能皱紧眉骨的
几条缝，不满意地摇晃着头。我想，那时候的父
亲，一定恨不得重新投胎做一个女人。

风吹花落泪如雨。因为她和他，我不知
流了多少泪。数不完的亲情牌总让我毫无抵
抗能力。

父亲，一位外表严肃内心童趣的男人，他
平时总是笑嘻嘻地开着玩笑，逗笑我们之后
总会极为慈祥地望着我们。他自身喜剧色彩
十分浓重，因而总能让他把才智发挥得淋漓
尽致。但生气时的父亲会变得可怕吓人，一
本正经、一板一眼，容不得半点马虎。

母亲，一位外表柔美内心刚强的女人，她
总是会掌握并使用感情牌，于情于理地劝说
着、辩解着。生气时的母亲变得有些惊人，她
脱离了原先的温柔设定，变成了冷漠无痕的样
子，刀子嘴豆腐心的她说话变得不再过脑子。

而我似乎已经习惯了如此的生活模式，
父亲搞怪的时候，总是略带讽刺地“鄙视”他
的演技，嘴角却忍不住笑意。生气时的父亲
总是一阵雨一阵晴，他的情绪变化之快——
不过三分钟。母亲生气的时候，便是我施展
磨人谄媚大法的最佳时机。

还好，你们还在，我有时间和你们开玩
笑；我有精力和你们打闹；我有机会做只磨人
的小人精。

就请你我一起慢慢向前走，不急，我还要
与幸福多待一会儿，不想独自离开……

◆感悟

我知道的那份爱
南京审计大学泽园书院2015级 隆丝竹

一名普通的退休干部，仍每天下午坚持去图书
馆看书、看报，风雨无阻。他秉持着“应知学问难，在
乎点滴勤”的信念，几十年在书海中遨游，以好奇之
心观望整个世界。他，就是北塔区罐头厂82岁的刘
双寿爷爷，也是我心目中的“刘书迷”。

世事皆有因果，万事皆有缘由。这得从刘双寿
爷爷小时候说起，他的父亲和老师对他要求非常严
格，经常对他说：“不努力读书的话，一辈子卖苦力。”
这一切都深深刻在他心中，使他读书非常刻苦。可
是由于家庭贫困，身为长子，他义无反顾肩负起家庭
的重担，成为父亲的助手，只读了三年半私塾，便没
有机会读书了。他只能暗暗地流泪，羡慕同龄人命
好，有书读。到1954年2月，刘双寿爷爷进邵阳市锅
厂做学徒，被分配到手工生产锅炉，滚烫的铁水常常
滴到脚背上，每天10小时的工作使他腰酸背痛。他
扪心自问：自己难道要一辈子过这种生活吗？决
不！那么，唯有读书才能改变命运。所以每到医务
室敷完药后，就背上书包三步并做两步，去上业余夜
校，这样他一直坚持了两年。

功夫不负有心人，书本赋予了他广阔的见识和
智慧。领导赏识他，他入了党又提了干。之后，先后
调到市零售公司和市交易所工作，又调到邵阳市政
府工交办，抓工厂的生产进度，从1958年到1963年，
每晚上夜校，中午自觉练字。他还喜欢写文章，多次
投稿并被选中，工作上也得过许多奖，这一切都与他
的好学刻苦是分不开的。

常言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刘双寿爷爷也是
个实践家。1997年退休至今，无论天寒地冻，春夏秋
冬，每天下午他都去松坡图书馆翻阅报纸书籍，如《人
民日报》《光明日报》《邵阳日报》《文萃报》等。家中书
架上一排排书本也见证了他的好学，月刊《世界知识
画报》一订就是30多年，还有《纵横》《半月谈》以及各
种传记等都是他的珍宝。他喜欢将重要内容摘抄，十
多年已经积累了16本厚厚的大本子。他以书本上的
道理严格要求自己，使自己不断进步，对养生之道更
是注重，墙壁上贴着各种注意事项，严格执行。刘双
寿爷爷还每晚都看新闻联播，紧密关注国家大事。他
经历过中国战乱和屈辱的年代，深深地为祖国繁荣强
大而高兴，他深信“科教兴国”“文化强国”，对教育非常
重视，经常教导我们一定要好好读书。

对比刘双寿爷爷，令我感到惭愧。随着电脑、智
能手机的出现，“低头族”越来越多，很多青少年沉迷
于游戏、购物中。少年强则国强，而少年强则必须从
读书强开始。刘双寿爷爷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观察

好学的“刘书迷”
衡阳师范学院2016级汉语文学专业3班 屈晟

每年的这个时候，家对面的那块小丘上，总有几
个活泼的小孩在田野里嬉闹，手里拿着长辈专门为
自己“定制”的捕蝴蝶的网，在田间小路上欢快地追
赶着早春的蝴蝶。蝴蝶苏醒了，也就代表着用不了
多久，油菜花就要盛开了。

我在外婆家度过了我的童年。我和村里的大多
数孩子一样，也是个留守儿童。外婆和外公非常勤
劳，每一年都会在家对面的小丘上种十多亩的油菜，
自己撒种，自己施肥。每天放学回家，我都会带着我
儿时的好伙伴——家里的小黄狗，去外婆的油菜地

“视察视察”。
每当油菜花开得最旺盛的时候，在暖暖的太阳

光照耀下，金灿灿的。那是希望，是收获前的美景，
难怪外婆她们会笑得那么开心呢！而我，总是会带
上我的专属扑捉网，叫上几个小伙伴，还有那只小黄
狗，追蝴蝶，捉蜜蜂。也会趁大人不注意的时候，偷
偷地摘下一朵自己精选的油菜花，和同村的小姑娘，
玩起过家家的游戏，把油菜花插在她们的头发上。

油菜花，虽然没有玫瑰茉莉那样地芳香，也没有
芙蓉那么地高调，更没有牡丹花那样的奢贵。是的，
在有些人的眼里，油菜花是那么的不起眼，而在我的
心里，它是我见过的花中最鲜艳的，最高贵的。孩子
们、大人们的笑声，融洽在这春天遍野的金黄中，是
最美妙的旋律。而油菜花上蜜蜂嗡嗡声，小渠里的
春水声，则是这满园春色里最伟大的演奏者！

如今我离家远了，在县城里读书，带着梦想，奋
斗着。又是一个春天，在学校的自己，听到母亲说，
家里的油菜花开了，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过去，我的金
色童年，我童年里的金色。这一年，花开盛季的时
候，恰逢学校月假，一回到家，还是和童年一样，放下
书包，往油菜花地奔去。

油菜花又开了，可是外公你却再也看不到了。
但你带给我永恒的记忆，永远也挥斥不掉。独自来
到你的坟前，和你聊聊天，今年的油菜花又开了，而
且比往年的更加金黄。 （指导老师：刘剑）

◆回望

金色记忆
隆回二中高二615班 肖鑫威

“老师，这是我们的最后一
课，以后还能再见面吗？”

“能！一定能！”老师充满自
信。

这是我们最后一课的序幕。
与之一起出场的，还有一种凝重
的气氛，一种依依不舍的情感。

“别担心，我不会骗你们的，
打起精神来，让校长和老师们看
看我们的风采。”老师又给我们鼓
了一次劲，“开始上课了！”

“来，我们再吟诵一遍开学时
学习的《声律启蒙》。”

“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
空……”多么熟悉的歌啊，多么亲
切，多么令人怀恋！接着，思绪开
始穿过时间的长河，一幕幕欢乐
的场景飞快掠过……

时间定格在了我们的第一节
课上。老师笑着对我们说：“同学
们，这一年里，我将和你们一起学
习对联。对联可是很奇妙，很神
奇的。首先，我们来感受一下古
人是怎么读书的，先给大家听一
首歌……”

上个学期第一节课恍如昨
日，今天却是最后一节课了。老
师显然也带有些许伤感的情绪。
我和另一位同学上台谈了这两个
学期学习对联的一些心得体会，
我们俩都谈得很激动，我们必须
代表同学们向校长汇好报。于是
我慷慨激昂地说：“是邹老师在我

的人生里掀起了一场剧烈的文艺
复兴和启蒙运动，我将终身爱上
对联。”另一位同学也兴奋地喊
道：“我发现自己的语文水平提升
的很快，这个世界和原来的大不
一样。”20多节课下来受益匪浅，
大多数同学都能作出像模像样对
联了。

“这太好了！”老师像个小孩
子一样手舞足蹈，“来，我们这节
课还有很神奇、更美的对联呢！”

接下来，老师教我们作嵌字
联，并亲自给我们20多个同学每
人作了一副。他先将同学的名字
在幻灯上放出来，然后引导我们将
名字的每个字组词，选取最恰当的
词语来立意。最后他才将他自己
创作的对联放出来。每次看到老
师的作品时，我们总是惊呼，我们
怎么就没想到呢？也难怪，老师是
全国著名的对联家，邹宗德这个名
字在楹联界如雷贯耳，我们怎么能
达到他那水平呢？今天我们这么
多同学得到了他的作品，而且还是

他亲笔书写的，大家高兴的心情就
甭提啦，我们是何等地幸运啊！老
师的对联中分明蕴含着对我们的
深深爱护、殷切期望，我们一辈子
都不会忘记的。老师和蔼可亲的
笑容中也分明流露出对我们的不
舍，说明我们这些学生是合格的，
老师对我们是满意的。我们真的
是太幸福了！

本来，按学校本期的时间安
排，我们的课程是已经结束了
的。这一次课是按同学们的要求
学校同意增加的，整整一个上午，
中间也没有休息。学校领导坐在
后面听课，还有许多慕名而来的
师生和校外的楹联爱好者。老师
可能觉得时间不够用，上课的速
度明显加快了。讲完20多副嵌字
联后，又开始讲评我们的作品。
老师总是将我们的优点说透，再
点出我们的不足，而且大多时候
都是由我们同学们自己完成的，
让我们融会贯通。同学们也十分
踊跃，畅所欲言，说到精彩处，老

师还有奖品，大家都以能够领到
老师的奖品而感荣耀。有时，老
师还偶尔给我们展示一下他的

“绝活”，引来此起彼伏的赞叹声：
“好！”“豪气十足！”“太美啦！”老
师就像个孩子一样，变得和我们
一样年轻，乐不可支。课堂氛围
十分活跃，没有一个开小差的同
学。其实，我们也没有开小差的
机会，嵌名联、自己的作业、奖品，
哪个不是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啊？
我们的大脑都在跟着老师的思路
高速运转。时而凝神思考，时而
注目倾听，时而上台展示，时间在
不知不觉中流逝，只剩下最后半
个小时了，老师还有许多想讲的
课没有讲完，还有许多知识没有
传授给我们，他最后用比较快的
速度给我们讲授了新的知识：《对
联中几种特殊的对仗形式》。老
师的速度虽然快，但我们也能听
懂，因为他已经给我们打下了很
好的基础。

“同学们，很可惜，时间有限，
我不能将所有的对联知识都传授
给你们，这里只是抛砖引玉而已，
将来还靠你们自己去学习，去领
会，多观察这个世界，你们会爱上
对联！”

掌声雷动过后，我的泪水早
已打坏了时间的机器。

再见了，生动的对联课！再
见了，可爱的老师！

◆记录

最 后 一 课
隆回二中632班 孙智勇

夜色里
对待任何一点光亮
都无比奢侈
如几年前的那只萤火虫
突然掉进深渊般的
墨水瓶里……
今夜我走在梦境里
蛙鸣声宛若鼓点
混杂着带了腥味儿的风
我放肆地吸一口气
在这含了腥味儿的气息里
漫步 沉醉

◆诗园

漫 步
张 乐

荷花荷花 杨民贵杨民贵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