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审稿：朱长青 责编：刘振华 版式：肖丽娟 总检：尹一冰2021年1月7日 星期四

床上，手机被暂收的我不由得辗转
反侧酝酿睡意。大抵是午睡过久的缘
故，终日困扰我的瞌睡虫倒是在夜间跑
得一干二净了。

闭眼，睁开，又是一轮翻滚。
终于，折腾累了的我倒是能暂时摒

除杂念来感受身周。身下躺着的是父亲
精心挑选的床，很符合他一向的要求
——偏硬。据父亲说睡软床对脊椎不
好，我小时候夏天就是一层床板、一床
凉席，冬天就将凉席替换成薄棉被再加
上一层被单。后来我长大了，父亲对硬
床的执念才渐渐放开了。

身上的被子是一层薄被，大抵是父
母结婚时别人送的，内里红艳艳的，很是
喜庆，外面则为它披了一件有着兰花样
式的青色衣裳。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同
样披着淡雅花衣的另一床厚被子。那被
子足足有十二斤重，是父亲特地为我去
打的。主要是由于我睡姿太差，多次在冬
日里将被子蹬掉，然后“荣幸”地得了感
冒。于是前几年赶集时，父亲特地打了一
床厚被子给我，奸笑着说：“哼哼，我看你
这次还怎么把这床被子踹掉。”

那床被子很大，许是因为棉花足够
蓬松，躺在里面并不压抑，反而感觉被
一堆吸饱了阳光的棉花朵簇拥着。又好
像遨游在被太阳照得暖烘烘的云朵里
面，很是惬意。

正这样想着的时候，耳边忽然传来
虫鸣和蛙声——或许并不是忽然，他们
一直都在，只是我静下心来才听到罢了。

虫鸣仿佛是一个开关，打开了一道
远古的记忆封印。那时候我还住在父亲
工作的厂里，有一段时间晚晚都能听到
虫鸣。其实虫鸣并不稀奇，稀奇的是那
个声音，离我们非常近，但我却一直找
不到它的藏身所在。直到有一天晚上，
父亲忽然神神秘秘地跟我说，给我看个
好东西。父亲带我到旁边的一个大竹竿
旁。我一脸疑惑，正要开口。他把食指放
到唇边做了个噤声的姿势，然后慢慢地
带我蹲下，原来大竹竿下面有一个大
洞，而那位歌唱家还在欢快地歌唱呢。

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那歌声消失
了，歌唱家也不见了。我想它大概到别
的地方流浪歌唱了，唱自己的青春，唱
自己正肆意的年少。

至于蛙鸣给我的感觉，并不美妙。
小时候，我的房间地势低，好几次都被
青蛙误闯了进去。每次看到，我都是几
乎跳着喊父亲将其请离，还得多检查几
遍，免得有漏网之“鱼”。

正想着外面那位歌唱的是不是我
曾经见到的歌唱家，墙上光影忽然晃
动。我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是月光下
竹影随风而动了。墙上微动的影子，让
儿时的几个场景浮现。

在一大片竹林前，父亲一边工作，
一边听我讲学校里发生的趣事。或是给
我摆龙门阵，讲各种稀奇古怪的故事。
亦或是让我讲述未来想做的事情……
有时我就听着故事看竹叶摆动，有时就
以雨打竹、风吹叶为背景音讲述我的宏
图大志。除了听与看，曾经的许多玩具
也是父亲用竹制作的，如竹玩具枪、弓、
口哨，还有那系在斜竹竿上的秋千……

渐渐地，光影弱了，虫鸣声小了。从
前的场景缓缓消散，我却恍惚间想到自
己迷失在繁杂的网络世界中，不知不觉
间忽略了很多一直在身边的东西，如虫
鸣、竹影还有爱。

被遗忘的爱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希望文学社 张芳

我背着书包穿过走
廊，来到了一间宽敞明亮
的教室——338 班。看着
同学们一张张熟悉的面
孔，心想：开学一个多月
了，我班的“达人”可不少
呢！你们想认识他们吗？
那就随我来吧！

搞笑“达人”——周家兴

说起周家兴，同学们的
第一印象想必就是搞笑
吧！你瞧，他那滑稽的动作
和诙谐的语言，无时无刻不
使人发笑。在班会上，他和
其他同学表演的小品让人
忍俊不禁；在课堂上，也正
因为有了周家兴同学，气氛
才活跃了起来，不管什么问
题，他都会高高把手举起。
在尴尬的时候，他也能一个
笑话打破这冷场面，用诙谐
的语言让整个课堂都热闹
不少。周家兴同学在工作
上也十分认真，总会认真指
导同学们打扫卫生；在值日
生没空的时候，总是主动把
垃圾倒了。这就是周家兴，
一个幽默、活跃、负责、让我
们的课堂更有趣的人。

细心“达人”——孔睿

孔睿是我的同桌，通

过一个月的了解，我发现
孔睿同学真的是一个十分
细心的人。每一次老师发
下来的资料也好，试卷也
好，她总是细心地放在一
个文件袋里，并且还分了
类，语数英各种试卷都摆
放得井然有序。她在布置
数学作业的时候会一一向
我们解说清楚，每一次老
师在课堂讲的典型例题也
总是仔细认真地抄下来。
因为她的细心，每一次考
试她总是名列前茅。如此
细心的同学，让我如何不
欣赏呢？

学习“达人”——谭雅兮

你看，这是谁？她就是
我们班的学习委员——谭
雅兮，她正在课桌上认真地
学习呢！一双清澈的眼睛
盯着书本，钢笔在纸上沙沙
地写着字，似乎正在解一道
数学题。在课堂上，她认真
地做笔记，爽朗大气的字让
我们赞叹不已；在班会上，
她字正腔圆朗读的《木兰
诗》让我们自愧不如。

这就是我们班的“达
人”，一群积极上进、充满
活力的中学生。

（指导老师：胡志英）

我的同学
大祥一中七年级338班 李嘉佳

同学们，你们想过没有，在你
的青少年时代，谁陪伴你的时间
最长？

他伴你成长，点燃你的心灯，
给你温暖，鼓励你大声地说出自
己的想法，让你对未来充满期待！

他，就是敬爱的老师！是老师
呵护、关怀、引领着你，从一个懵懂
无知的孩童，成为意气风发的少年。

有人这样评价老师的职业：
一辈子诲人不倦，一辈子敬业奉
献。这是对老师最好的评价，同
时也是一个老师的基本素养。

所谓“诲人不倦”，就是要满
腔热情，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掌握
的知识传授给学生，直到学生学
会应当掌握的知识为止。“诲人不
倦”，说的就是老师的品格、性情、
节操。而老师的这些品质会对我
们产生终身的影响。

首 先 ，“ 诲 人 ”者 必 先“ 诲
己”。老师除了不断学习专业的
知识、提升教学技能以外，还应崇

尚精神生活，乐于进行精神对话，
成为学生精神旅途上的不倦客。

其次，要做到“不倦”，老师应
有一颗敬业的心。老师的一生都
在做一件事——教书育人，但这
件事却是职微而责重的。乐于奉
献，淡泊名利，默默地耕耘在三尺
讲台上，并且以苦为乐，甘于寂
寞。在“敬业”精神的支配下，才
能做到真正的不倦。

在我们的校园中，我看到了
老师们真诚奉献的敬业精神，看
到了潜心治学的职业精神，看到
了诲人不倦的育人精神。为了让
学生每节课都有收获，他们总是
反复推敲，精心准备。为了及时
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他们总是
不厌其烦，循循善诱。他们热爱
教育事业，诲人不倦，孜孜以求。

“三寸粉笔，三尺讲台系国
运；一颗丹心，一生秉烛铸民魂。”
敬爱的老师，谢谢您！

（指导老师：宁双桂）

●心声

老师颂
新邵县陈家坊镇中学265班 陈虹妹

小时候，父亲“呼噜呼噜”的鼾声令
我惊奇，不懂事的我总是喜欢用小手敲
着他那圆鼓鼓的将军肚问：“爸爸，你的
肚子里有什么东西在打鼓吗？”

父亲笑着说：“这个鼓呀，作用可大
了。如果有小偷来我们家偷东西，听见
后，会被吓跑的。”我放心地点点头，挽
着他的手，甜甜地说：“原来，爸爸一直
是我们家的守护神啊！”

时光飞逝，我长大了。不知道为什
么，长大了，我反而越来越不懂事了。
也许是明白了那并不是什么守护神在
吓小偷，也许是责怪那鼾声老是扰了我
的公主梦，我实在听不下去父亲那如雷
贯耳的呼噜声了。有一天，我竟然对父
亲说：“你以后不要打呼噜了，听着那声

音，我睡不着。”
父亲满脸愧疚难过的样子，没有说

话。从那以后，我很少听到父亲的呼噜
声了。后来才知道，父亲每次都是等我
睡着后他才去睡，有时候，他甚至要等
到深夜。后来呀，我升入中学，离家到
学校住宿。我庆幸终于彻底摆脱了那
令人厌烦的呼噜声。日子在繁重的学
习生活中一天天流逝，呼噜声渐渐淡出
了我的世界，直到那一天。

那是临近期末的时候。我是一个
争气的学生，为了考一个好成绩，学习
起来经常废寝忘食。那天晚自习，我突
然感觉天昏地旋，竟晕倒了。醒来时，
我发觉自己竟躺在医院的病房里。静
静的深夜，飘来一阵令我熟悉，却又那

么陌生的声音。我心中一怔，扭头看向
声音的源头。我看到了我的父亲——
他坐在病床旁的一把木椅上，神情憔
悴，紧闭双眼，眼角似乎有泪痕。他可
能太累了，已然睡熟。病房里充满着他
悠长悠长的呼噜声。这一刻，我呆住
了，完完全全地呆住了！看着他额头间
的几道皱纹、黑发里的几缕银丝，我蓦
然感觉到一股浓浓的父爱袭遍全身。
那一刻，我觉得那悠长的呼噜声格外美
妙，超过了世界上任何动听的声音！那
声音，让我忘却了病痛；那声音，让我感
觉无比安心；那声音，让我充满了重新
站起来的力量；那声音，让我觉得我是
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父爱，就像那呼噜声一般，很容易
被我们忽视，甚至被我们误解，但是它
的博大就如同大海一般把我们包围。
现在我终于明白，父亲那如雷般沉重的
呼噜声里，包含的是对女儿深沉而厚实
的爱。

（指导教师：陈华云）

●感悟

爱在鼾声里
新邵县陈家坊镇中学270班 谭雅伊

生活，对于每个人来说，它
的意义都是不一样的。有的人
认为：生活就是一个不断追求
上进，不断获得更加美好的体
验的过程。有的人认为：生活
是无可逃避的，我们只能被动
地生活下去，最终迎来生命的
终点。每个人的生活态度决定
了他生活的方向。

曾经一段时间，因为种种
原因，我一直在生活的低谷中
徘徊。我不断抱怨：生活是如
此的无聊，活着的意义究竟是
什么？在那段时光中，我活着、
生存，就是为了迎接明天，甚至
是明天的明天。在我看来，日
子无非就是这样，并没有任何
希望可言。我仿佛也在一步一
步坠入黑暗。然而，人生就是
这样，你越脆弱，生活的痛苦就
越会成倍地放大，这使你越加
迷惑，毫无方向。

或许是我自己错了，其实
生活一直都掌握在我们自己手

中。在自我的反思与开导下，
我渐渐发现生活的本质意义：
生活是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
改变，也不会因为天气而改变，
最终能改变你的生活的，是你
看待生活的态度。

当你匆匆忙忙走在上学
的路上，你是否在想这一天应
当如何度过，却忽视了你身边
渐渐远离的树木，那轻轻地从
你耳边吹过的清风，那夹杂着
小摊早点的香味的气流，还有
你身旁匆匆穿过的人群。这
些你匆匆忘却的，就是你想得
到却无法得到的生活的意义。

那一刻，我恍然大悟。我
悔恨：快乐本就如此简单，我竟
白白流失了这么多时光。同时
我也期待：未来，我的生活会因
此而更美妙。这转念之间，就
是另一种态度，也是美好与希
望在我生命中的绽放。

（指导老师：肖了平）

那一刻的绽放
洞口文昌中学1805班 张子谦

家是我们生命中的一部
分，一首漫长而精彩的人生插
曲。在这里，父母用慈爱为儿
女撑起一方晴空，儿女用孝心
给父母奉上一缕慰藉。我的家
就像一个小小的避风港，使我
幼小的心灵得到抚慰，使我感
到亲情的温暖，使我对于下一
次的拼搏充满了自信……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眨
眼间小学时光匆匆而去，跟它
一起流逝的，还有家中的温
暖。步入初中，读寄宿的我，
在家中的时光少之又少。每
个月，一大半时间都是坐在书
桌前奋笔疾书，刚写完老师布
置的作业，又要为下次月考而
奋斗。

每个星期，父母都会从百
忙之中抽时间来看我。每次

来，无不带些东西——生活用
品、水果、牛奶……我从不缺些
什么，有用的我都有，即使没有
的东西，父母也都给我拿了过
来。例如箱子里的那个闹钟，
除了开学第一天的晚上用了一
次，就一直放在那儿了——每
次起床时，舍友都会喊我起床，
不怕因贪睡而迟到。每次父母
来时，都是面挂笑容的，无论是
烈日当头还是大雨倾盆，也无
论是满头大汗还是淋成“落汤
鸡”，他们都站在那儿，等着下
课铃打响，只为了见到他们的
孩子。

在家里，他们省吃俭喝，只
为了孩子在学校过得好一些。
家不只是一座房子、某个地域，
家里有亲人，家中有亲情。

（指导老师：付军）

家
隆回县第二中学初二172班 秦金源

白曰破晓
我沐浴着日光
走过这小镇
昔日的欢声笑语
在我眼前浮现
昔日的小巷

蝉鸣蛙叫
深幽又曲折
我驻足在此
流连忘返
（指导老师：刘海棠）

小 镇
城步三中253班 欧阳胤昉

我需要一个太阳，
照亮我的世界。
让少年的心不再迷茫，
让我的双眸充满希望。

我需要一片星光，
撒在我热爱的地方。
使我告别孤独和悲伤，
让我相信爱的力量。
（指导老师：刘文娟）

我需要
武冈市第二中学初中部1908班 邓为民

●诗园

青少年文艺
投稿邮箱：syrbfkb@163.com

●成长

●观察

绽放 刘玉松 摄

●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