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恍然进入了大学时期，在书店见到各种精
装的外国文学书籍，我总是匆匆离去。也许是
外国文学留给我的固有印象太不美好，而那些
被视为天才的著名作家们，在我看来也只是一
个个无法理解的人物。所以在知道我们开设了
外国文学课后，我一方面不屑一顾，觉得大概又
是一门枯燥的理论课——毕竟，这些作品实在
算不上有趣；一方面又隐隐担心，因为相比阅读
了大量外国作品的同学，毫无阅读兴趣的我又
该怎么取得好成绩呢？

怀着这样复杂的心情来到了课堂，坐在前
排的我其实是惴惴不安的。这种焦虑促使我一
会儿翻开教材看看排列组合的墨水渍，一会儿
在内心构思老师的形象——也许是个无聊的老
头成天照本宣科，也许是个莽撞的年轻人用过
剩的激情宣讲，总之，怎样看都符合外国文学在
我心中的样子——无趣，又鲁莽。

所以在沈老师走上讲台时，我既意外又惊
喜。仍然记得那天，沈老师穿了一袭裙装，金色
的长发和裙摆一样随风舞动，优雅而知性，就像
莫奈油画里的女子一样美丽。对于老师的喜爱
直接导致我对这门课程的兴趣，每次的外国文学
课成为了我最期待的时刻。沈老师无疑是我憧
憬成为的那种女性——腹有诗书，气质不凡。而
当课程进行得越多，与她的相处越久后，这种对
她的喜爱与憧憬又深化成了一种敬佩，对这门课
的期待也重拾了我对外国文学的热爱。

沈老师讲课时，总是旁征博引，又善于由浅

入深，所以对于缺乏一定知识储备的我来说，也
能够很好地跟上思路和进度；在讲述的方式上，
又重视运用多媒体和各种有趣的方法引人入
胜，相比容易产生歧义的文艺翻译，更为直观的
电影、音频等艺术形式无疑更有益于我们深入
感受和理解外国文学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是的，沈老师上课时经常会放相关的电影给
我们看，也会朗诵英文原著给我们听，我想，我重
新爱上外国文学大概有很大原因是因为这一点
吧。除了课本知识之外，沈老师也乐于跟我们分
享自己的见闻趣事和学习经验，她现身说法告诉
我们应当如何合理利用大学时间多读书来充实
自己；以自身考研经历教导我们更加正确地学习
做研究的方法；用自己骑行去西藏的故事为我们
树立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榜样。我想，沈
老师能够这样教导我们，关心我们的生活和困
惑，一定是因为充满对我们的热爱。而这份爱是
双向的，至少，沈老师优秀的授课无疑让我重新
爱上了外国文学和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

与外国文学“和好”后，我重读了许多以前
不愿意看的书，也回顾了许多曾经很喜爱的作
品，但不管是一直喜爱的《小王子》《简爱》之类，
还是曾经一看就头疼的现实主义题材，我都从
中看出了更加深厚的思想内涵，并且得到了可
能从未有过的审美感受。

如今，大学生活已过大半，我与外国文学的
感情也愈来愈深，可惜的是，当我查找起研究生
专业类别时，却没有发现她的踪影。幸而在与

外国文学的交往中，我亦结识了她的好友——
比较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专业即
刻在我的内心占据了一席之地。

令人觉得有缘的是，这个学期为我们教授
比较文学课程的宋德发老师是外国文学沈老师
的同门，而对我来说，他们也确实拥有着许多相
似却又不尽相同的吸引力。如果把沈老师比作
一位优雅的巴黎女士，那么宋老师更像是一位
幽默的英国绅士。

犹记得第一堂课上，宋老师以《来自星星的
你》为切入口引出对比较文学概念范围的论述，
颇为新潮的讲解方式叫我这个韩剧迷顿时集中
了注意。在随后的课程中，我总会叹服于宋老
师幽默而精辟的授课艺术。本着“也想成为这
样风趣又睿智之人”的想法，在享受课堂知识之
外，我更自主地翻阅起比较文学的相关资料
——至此，“比较文学”这位更显神秘和迷人的
女郎缓缓揭开面纱。

我曾一度误解了比较文学的内涵——于我
而言，至多是在外国文学的基础上生搬硬套一
些x+y的对比。令人惭愧的是，彼时浅薄的我
未能警惕这种大而化之的思维，故而长久地将
自己安适于所谓“东西方”二元划分的井底之
中。然而，在较为精确地了解了比较文学的学
科性质之后，我方才觉察出一丝忧伤。与文史
哲形同水乳，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语言学密
不可分，犹如各位师哥师姐总结的那样，这是一
门堪比乱炖火锅的高容量学科。

未来的我也许会选择走上这条看上去道阻
且长的路，在比较文学的广阔天地里，我是渺小
一蜉蝣。也许，我会在与但丁、歌德、弥尔顿的
会晤中疲于奔波，也可能被弗洛伊德、海德格尔
折磨得筋疲力尽。也许，我会对这深厚而无限
的知识而感到迷茫和无力。既然有太多未知的
领域，那就慢慢地将知识的圆推展出去；既然看
得越多越觉察到未知，那就循着探路者们的指
引去找寻正道。

●成长

求学记
湘潭大学中文系2017级汉语言文学3班 李京桦

我与故乡分别已有两年多了。
故乡是一个不出名的小城，像一个婴儿

一样，很温暖地躺在群山的怀抱里。故乡没
有高楼大厦，没有川流不息的人群，没有车
水马龙，有的是离离原上草，有的是沉淀在
时光里的青砖白墙，有的是夏夜老樟树下摇
着蒲扇的老大爷。

故乡，今日我见白云想起了她。白云是
蓝天的游子，而我是她的游子。

我在她的冬日里出生，她的冬日，暖暖
地飘着雪。今日寒骨的异乡的秋风，使我又
想起了她。

记忆里故乡从来没有这如此的寒风，她
好像是一座春城，她跳动的心脏温暖着家乡
的人们。那栋很平凡的水泥楼，挤挤的，我
就在那里成长。

春日，故乡的小院中开满了花。红的，
白的，紫的，把白色的墙点缀成了一幅画。
院子很小，花儿很挤，似乎要开出这个院儿，
开到大街上去——那是故乡的杰作，那是故
乡请来的春天。

夏天，不少花儿收场了。此时老樟树密
了，好像撑住了天。出了小院儿是一条老
街，它是故乡最珍贵的宝藏。老街上没有热
闹的人群，只有太阳底下撑着棚子的铺子。
最让我神往的是中间那个冰铺和茶坊。冰
铺，只有夏天才会摆摊，摊前总是挤着放
了假的孩童们。他们手中握着汗水浸湿
了 的 块 票 ，踮 着 脚 ，去 看 那 冰 柜 里 的 冰
棒。冰铺往里走，是茶坊。当街的一个曲
尺柜儿，是账台。茶坊总有令人痴迷的清
香。古时，这是城门外，也许客人送到这儿，
就此一别，天各一方了。这个茶坊，又寄托
了多少人的情愫。

秋日，没有人种田，故乡很平常地活着。
到了腊月，家家户户开始办年货，这是

一年中人们除了工作以外最忙活，却又最开
心的事。上了小山，看故乡的袅袅白烟——
这是人间烟火。故乡冬日从来不会太冷，因
为她知道，远方的游子会在新年回来。只是
没想到，我也成了她的一个游子了。

今日，在远方，看着异乡的云，异乡的高
楼，异乡被巨型广告灯映着的天空，我又想
起了她。想起了她的四季，想起了她的茶
坊，想起了她种种的温暖，想起了她的灯火，
在记忆里忽暗忽明。

我的人生还很长，也许以后离她越来越
远，但我的心中永远有一块土地，留给她。

●观察

又想起了她
长沙市雅礼中学1621班 向皓堃

大人们常说，希望远离城市的喧哗躁动，
放空自己，去亲近大自然。而我呢，希望自己
就生活在一片森林中。

清晨，我睁开双眼，听着繁花嫩叶中的鸟
儿们唱出悠扬婉转的曲子，听着碧绿河塘里
青蛙发出呱呱的叫声。渐渐地，动物们的声
音越来越多了，这些各不相同的声音汇成一
支歌，似轻风流水般吹拂，流进我的心田。这
支歌似乎是一把钥匙，它开启了花儿的房
门。花儿羞怯地打开了花瓣，它不再遮掩自
己的美貌，让自己的芬芳充满人间。那轻微
的花开声与草儿钻出泥土的声音碰撞在一
起，为这支歌锦上添花。

我来到小溪边，小溪一路欢唱着，拍打着
堤岸。我将手伸进溪水中，一股清流从我的
指缝间淌过，让人心旷神怡。这支歌与叮叮
咚咚作响的溪流似乎结为了一体，溪流更欢
快地跑了起来。溪水上了岸，给初生的小草
带来了甘露。

不知不觉，太阳已经悬挂在了头顶。阳
光抚摸着溪流，溪流不再奔跑了。我来到一
片草地，温暖的阳光透过了密密的枝丫，斑斑
点点地洒了下来。我躺在阳光沐浴的草地
上，闭上双眼。

夜幕降临了。我生起篝火，鸟儿们在上
空飞舞盘旋着，花儿散发着芬芳；树叶在风的
吹拂下，声音婆娑。这支歌又欢快地响了起
来，我笑了，汇集成的声音在森林上空久久回
荡着。

待到梦醒时分，我惺忪地睁开双眼，已是
午后。我走到阳台，看着树叶上细碎的阳光，
听着蝉的鸣叫。我觉得，我已经生活在一片
森林里了。可爱的人们，我们应该用心去聆
听大自然的声音，感受大自然的美妙。

●心声

晒出我的幻想
邵阳市二中初二31班 邓子昂

小时候，爸爸经常讲他们看过的战斗故事
片，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永不消逝的电波》。地
下工作者李侠在敌人搜捕的危急时刻，争分夺
秒将电报发完，直到敌人用枪口对准他的脑
袋，他“嘀嗒嘀嗒”，用电台向组织发送最后一
句话：“同志们，永别了！”战争年代，一条信息
情报，一声“嘀嗒嘀嗒”，往往决定一场战争的
胜败，关系千军万马的生死存亡！

历史进入和平年代，信息传输的方式有了巨
大进步，那“嘀嗒嘀嗒”的声音早已不复存在，但“嘀
嗒嘀嗒”的初心和使命却丝毫没有改变！2017年6
月25日，绥宁县委办公室接到一条信息：全县将有
暴雨袭击。县委领导立即批示并连夜组织危险地带
5000多名群众疏散转移。随后，暴雨导致山体滑坡
500多处、房屋倒塌400多座，但群众因安全转移无
一伤亡。2017年，市委办公室向省委办公厅报送了

“一村一辅警”工作机制的信息，引起杜家毫书记的
高度重视，“一村一辅警”的做法在全省推广，大大
加强了农村社会治安。可以说，一条小信息，引发大
决策，推动大发展，化解大危机，促进大和谐！可以
说，信息工作者是发现问题的雷达，是传输情报的
天线，是党委政府的“千里眼”“顺风耳”，是架通党
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高速列车!

然而，做好信息工作，需要千千万万的信息
工作者默默无闻、辛勤劳动、无私奉献。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对秘书工作者的要求：“坚持极端
负责的工作作风，坚持无怨无悔的奉献精神。”

正如杜家毫书记的指示：“重要的紧急信息报告
不过夜。”一天晚上9点，我接到联点乡镇群众电
话，称某村村民办喜酒20多人食物中毒。我立刻
赶到办公室编发信息，可是，婆婆的电话催个不
停，我那不满半岁的孩子要吃奶了。此时此刻，
一边是电话里孩子撕心裂肺的哭声，另一边是
刚才群众的电话铃声仿佛变成《永不消逝的电
波》里那“嘀嗒嘀嗒”的发报声！人民群众生命安
全高于一切！我坚持编完信息直到送达领导手
中。回到家时，孩子已经熟睡，眼角还残留一颗
小小的泪珠，我顿时眼泪哗哗直落。其实，这样
的事情，在我们信息工作者中又何止千千万万？
别人在节假日里和亲人团聚，我们在办公室里
与电脑相伴；别人在五彩灯下翩翩起舞，我们在
方格纸上苦苦耕耘……但是，我们无怨无悔！因
为，这是我们的初心；因为，这是我们的使命！
1835年，17岁的马克思在中学毕业论文中写道：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幸福而劳动的职
业，我们感到的将不是一点点自私而可怜的欢
乐，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万人！”

革命导师列宁说过：“忘记过去，就意味着
背叛！”让我们永远记住那“嘀嗒嘀嗒”的电报
声，让它变成中国人民追梦路上的号角声！这
样，无论是和平年代还是战争来临，我们一定
能够看清不管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战线，
我们一定能够打赢不管是有硝烟的还是没有
硝烟的战争！

●感悟

永不消逝的电波
周鹿鸣

哥哥从小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军人，今
年他终于如愿以偿，成了一员光荣的海军
战士。接到入伍通知，全家人非常高兴，这
不仅仅是哥哥的喜事，也是全家人的喜事。

哥哥入伍这天正好是中秋节，爸爸妈
妈特意为哥哥举行了欢送仪式。爷爷、奶
奶、叔叔、阿姨等很多亲人都来送行，在欢
声笑语中，大家都为哥哥送上美好的祝
福。酒宴结束后，妈妈为哥哥整理了行装，
然后，我们一家坐车送哥哥去武装部报到。

到了武装部，哥哥在一位解放军叔叔
的带领下走进了更衣室，没过多久，哥哥从
武装部大厅走了出来。我感觉眼前一亮，
一个威武雄壮的军人展现在大家面前。只
见哥哥穿着一身蓝白相间的迷彩服，戴着
一顶印有“八一”字样的军帽，胸前挂着一
朵大红花，上面写着“光荣入伍”四个金色
大字，脸上露出一副很自豪的笑容。我看
着哥哥那帅气十足的神态，情不自禁地跑
上去，紧紧地抱着哥哥。哥哥高兴地把我
举起来，在原地转了几圈，把我的头都转晕
了。当哥哥把我放下来之后，他发现军装
不那么整洁了，用手整了整军帽，拂了拂军
装，拍了拍军鞋，心怕我把他心爱的军装弄
坏了。瞧！哥哥是多么爱惜他那身军装。

突然，一阵急促的哨声传来，原来是新
兵要开始列队了。哥哥在我的脸上轻轻地
拧了一把，立即提着包转身跑步到操场。
他站在队列里，像一棵苍松一样，昂首挺
胸，一动不动。正是午后太阳最热的时候，
空旷的操场上又没有树荫，不一会儿，一颗
颗豆大的汗珠顺着哥哥的脸颊往下流，很
快就把新穿的军装浸透了。我看了心痛不
已，便向妈妈要了餐巾纸和矿泉水想给哥
哥送去，却被爸爸拉住了。他向我说道：

“哥哥现在已是一名军人了，不要怕他流
汗，只有吃得起苦，才有本领去保卫祖国。”
我只好收住了脚步，默默地把纸和矿泉水
放了回去。

又过了一会儿，操场外响起了阵阵的
喇叭声，原来是接新兵的车子来了。车停
下来之后，新兵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有
力的步伐上了车。哥哥隔着车窗向我们挥
手告别，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

望着慢慢远去的客车，我的眼睛湿润
了，这将会是我和哥哥最长时间的离别。
从小到大，哥哥一直像一个小男子汉一样
陪伴在我的身边，是我的保护神。我真心
希望他像保护我一样去保卫祖国，早日成
为一名钢铁战士！

（指导老师：李向华）

●记录

我送哥哥去参军
武冈市实验小学（11）班 肖雨荷

金色时光 周文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