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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说过：“读一本好书，如同和一
个高尚的人谈话。”我想，是这样的。当
我第一天翻开书页时，仿佛有一个人轻
轻挽住我的手，将我牵进一个奇妙而瑰
丽的世界。

在那里，有无数扇形状各异的门。我
不明白，我眨巴着尚还稚嫩的眼，看着
她。她只轻轻一笑，宛若春风。“去阅读，
去成长。”她告诉我。我望着一条条未知
的路，慢慢推开了一扇五彩缤纷的大门。

在这扇五彩缤纷的大门里，我认识
了坚强不屈的小锡兵；牺牲自己，成全他
人的小美人鱼；勇敢聪明的小飞侠彼得·
潘……我在这儿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我
在这度过两个春秋后，我发现这儿的书
早已不适合自己了。我转身离开，这年
我七岁。

我走出这扇门，又推开一扇神秘古老
的大门。在这儿，我看见了“醉卧沙场君
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的悲凉，也看见

“沉醉不知归路”的浪漫。我想，同是
“醉”，为何有异？我又读“所谓伊人，在水
一方”“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
人”“槛菊愁烟兰泣露”……读着读着，我

渐渐长大。我时而微笑，时而落泪，时而
蹙眉。我仿佛看到了“待踏马蹄清夜月”
的李煜的眼神，像灿烂的朝阳，洒脱又疏
狂。我仿佛又看到了他“无言独上西楼”
时的眼神，像极了没有繁星与明月的黑
夜，忧伤又绝望。转眼，两年过去，我转
身，小心翼翼虚掩这扇太古老的大门，这
年我九岁。

我又进入一扇造型典雅的大门，在这
里品出了朱自清对于时光匆匆的不甘，鲁
迅对于黑暗社会的不屈，沈从文对于幸福
生活的感恩与回报，冰心写的每一个字中
所包含的温情与力量……我仿佛也与他
们并肩站在一起，感悟生活、品味人生。
时间过得真快，真如朱自清先生所说的那
般——“像针尖上的一滴水滴在大海里”，
一年又去了，我猛然发现，自己已是一个
少年了，这年我十岁！我迈开大步，以一
个青少年的姿态走出这扇门。

我来到了一扇厚重的门旁，旁边有无
数花草蔓延、环绕，我心生好奇，吃力地推
开了它。这里，我看见了一腔热血的梁山
好汉，还有勇于直前、不屈不挠的西行师
徒，还有情意绵绵的宝玉黛玉。我忘怀不

了那些有谋有略的三国英雄！三顾茅庐、
草船借箭这些故事都如烙印刻在我的心
中，我惊叹于诸葛孔明的谋略、曹操的胸
怀大志、刘备的一颗赤心与勇敢……我还
看见《堂吉诃德》中千千万万人的缩影；从

《爱的教育》中，以一个孩子的眼光重新去
审视这个世界；置身《红岩》，与江姐一起
用一针一线谱写爱国篇章。我终于感到
世界之广。我发现，我已经十二岁了。我
正打算离开时，她出现了。

还是那抹淡淡的笑，宛若春风。只
不过我变了，我成长了，我见识更广了。
她为我打开一扇窗，金色的阳光打在我
的身上，我的身上竟多了一双翅膀！我
知道了，我明白了，这是书给予我的。书
与我已陪伴了七年，我该去见证更大的
世界了！

书，用不同的角色陪伴了我七年，如
今，我要飞得更高，站得更远！泪水早已
模糊了我的双眼，但我仍有墨香，仍有方
向！朦胧中我看见童年与我挥手。远远
地，我看见她与我招手。今生，我会与她
相伴——与她相伴的时光最幸福。

（指导老师：张红梅）

●成长

读书的美妙
邵阳市第十五中学初50班 孙艺欣

夕阳下，妹妹骑着她粉
红的小单车，以一往无前的
气势向前冲，把我这个走路
的甩得远远的。但她毕竟还
是个小孩子，看不见大人总
会慌张，又骑了回来。我笑
着摸她的头，她喊我走快点。

十天前，因为一些特殊
原因，姑姑在外有事，姑父又
出了小车祸，放不下文具店
和即将开学的女儿的姑姑，
无奈之下把还未满十六岁的
我喊来。可怜我一个只知道
吃饭的“米虫”，变成扛起一
家店的临时店主和一个十岁
孩子的临时监护人。

这个时候，做饭就是个大
问题，我和妹妹的口味是相当
不同，吃惯清淡的妹妹自然吃
不下我做的辣菜。一道我觉
得丝毫不辣的菜，在妹妹口中
都是辣得肚子疼。没有办法，
在厨房仅有的几个菜中，我只
好挑出一个在大部分小孩子
眼里熟了就好吃的菜——土
豆。味道竟然还不错，妹妹吃
了很多。还剩一些我本来想
倒掉，结果妹妹说放冰箱第二
天再吃。这无疑是对我厨艺
的一种肯定。那时候我兴奋
极了，但没有表露出来，只是
让妹妹多吃点。

妹妹那群调皮的小伙伴
又是一个难题。文具店不
大，小孩子们却颇多。妹妹

又是个只知道玩不管事的，
带着小伙伴把店里搞得一团
糟，还影响做生意，怎么喊都
喊不住。之前看她们挺好奇
我的手机“助手”，就让她们
玩一会，了解一下，结果一发
不可收拾。只要我把手机放
桌上，她们就都跑来喊“小爱
同学、小爱同学”，从来不经
过我同意。很多时候我都勉
强忍住不发火，后来实在忍
不了了，直接把小孩子们都
喊来，包括我妹妹。跟她们
说自己弄乱的东西要自己清
理干净，弄坏的要赔；我不喜
欢别人玩我的手机，要玩至
少要经过我同意。好在她们
都是些比较听话的，也可能
有点害怕，后面就去旁边广
场玩了。

去菜场买了些肉和饺子
皮，喊上小姑娘们一起包，一
起吃。听着她们一边唧唧喳
喳聊着学校的事，一边叫着姐
姐饺子真好吃，心里突然很满
足。这种早起看店、喊妹妹起
床，上午买菜，中午做饭，晚上
辅导妹妹写作业、带小姑娘们
玩的日子真充实，也很快乐，
比之前一天只玩手机和吃饭
的那几个月开心多了。

累还是比较累，但用自
己赚的钱，养着自己爱着的
人，真的很幸福。

（指导老师：杨玉如）

●青春

成长时刻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希望文学社 周贞渝

天空瓦蓝，
每一片云都无法被指认。
天空瓦蓝，
每一朵云都不知所踪。

在云天接壤处，
你可看到，
梦想在升起，
奇迹在酝酿？
（指导老师：刘剑）

云
隆回县第二中学高一729班

谭佳怡

彷徨
在云与海的中央
是看见好结果才去努力
还是努力才能看见好结果
（指导老师：肖东光）

选择
隆回县第二中学高一733班

范凌豪

“摩擦力、引力，还有……还有什么力
呀？”“怎么算……还有一个力呢……”历史
课上，一个复杂的力学题目在我的头脑里
飞快地旋转着。如果利用牛顿第二定律
……压力可以忽略？噢，对了，可以忽略
……结果出来了，出来了！我兴奋极了，用
手一拍桌子，大叫一声。抬头看看窗外，灿
烂的阳光正洒在窗台上，多么让人惬意！我
沉浸在攻关胜利后的欢乐中。谁说理科乏
味，文科才真没意思呢！什么文学、历史、哲
学，全是些夸夸其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
下都不怕”。

“邓瑶，你在大喊大叫啥呀？”历史老师
的呵斥声猛然在我耳边响起。我往旁边一
看，不禁傻了眼，不知什么时候历史老师就
站在我面前了。但我不想认错，就咕哝着
说：“我是学理科的，不学文。”

历史老师见我强词夺理，火冒三丈地说：
“学理科就不要人文素养了，就可以上课无法
无天大喊大叫了……”历史老师的眼神是犀
利的，表情是愤怒的。我脑袋一晕，就发了呆，
后面他怎么骂我就听不进去了。

放学路上，我又开始思考起数学题目
来，想得入迷了，结果一不小心就撞到一个
小女孩。我连忙道歉，不过小女孩一点也不
生气。她见我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就问

我：“姐姐，你拿的是什么书呀？”
“《高中数学五年高考三年模拟》。”我

把书冲她扬了扬，问，“小朋友，你家住哪
呀？”

“就在那边！”她朝东边的新大楼指了
指。噢，我明白了，是新搬来的。

“几岁了，小朋友？”我蛮有兴趣地问。
“七岁了，你呢？”她歪着脑袋看我。
“是你的二倍还多。”
“ 二 倍 是 多 少 呀 ？”她 脸 上 露 出 了

愁容。
“二倍是……你没上过学吗？”
“刚上一年级。”
“噢，这个二倍嘛……”我放下书包，故

意卖弄地说，“二倍嘛，就是两个七岁——
十四岁，懂吗？”小女孩眨巴眨巴眼睛，似乎
懂了，又好像没有懂。

“大姐姐，你是武冈二中的吧，那是我
们这里最好的学校呢！”

“你咋知道的？“我感到很惊讶。
“我看到你的校服呀。”她看了看我，脸

上漾起崇拜的笑意，“你成绩一定很好，一
定会讲很多故事吧？”我点了点头。

“那……你给我讲盗火神吧。”小姑娘
用嘴咬着手指头，一双明亮的眼睛期待地
望着我。

“这……”盗火神，听说过，好像是古希
腊神话，可怎么想不起来了呢！于是我随机
应变地说：“这故事你应该听好多遍了，就
换一个吧。”

“那就讲木马计，要不讲灰姑娘也行。”
天哪！这都是什么呀，我怎么一个也没听

说过。不讲吧，岂不有失名牌高中生的身份？
“你的老师会讲吗？”我马上这样问她。
“会呀！”她扭动几下脖子，很自豪。
“我说的是数学老师。”我赶忙纠正。
“她也会呀。普罗米修斯真好，他为了

人类的幸福，宁愿被挂在高高的悬崖上，被
老鹰啄食内脏，他的心多好，那天我眼睛都
哭红了，真的。”她恳切地望着我，眼睛湿润
润的，但仍遮不住那期待的光。

我的心猛然一动。我拿什么讲啊，我根
本不知道什么盗火神，就知道数理化……
而一个优秀学生不仅需要数学知识，也需
要其他知识呀！小女孩想听故事，而我肚里
连一个也没有，我算一个优秀学生吗？

“我……”我慌乱地看了一下手表，看
看天就要黑了，就马上撒谎说，“不早了，明
天……明天再给……给你讲吧！”我语无伦
次地回答着，看都不敢看她。

“大姐姐，明天一定要讲啊！”
“好……好！”我觉得脸上发烫，头也不

回地走了。我好像看见那小女孩还在用期
待的眼睛望着我，眼睛亮闪亮闪的，像溶进
了阳光一样，闪着美丽、诚挚的光。

回到家里，我仔细地反思了自己。唉，
看样子，一个学生仅仅学好数理化还是不
行的，今天也是太尴尬了。

尴 尬
武冈二中高610班 邓瑶

我一直不喜欢我家门前
的这条街道。这里，除了灯
红酒绿的宾馆，就是金碧辉
煌、奢华至极的饭店，到处都
是浓浓的烟尘味，令人反
感。可是，那一天，我却喜欢
上了这条街道。原因很简
单，因为在这里我发现了一
个令人向往的书屋。

这家书屋的规模并不
大，就两个门面，店里有三四
个图书管理员，他们的样子
都很和蔼，说话轻声细语。
屋子里陈列着一个又一个木
头书柜，书柜上分类摆放着
各种书籍。二楼，是专门供
人阅读的。店主设置了舒适
的皮沙发，天蓝色的塑料椅
子。一旁，还有一个饮水
机。书屋里整日播放着清新
动听的音乐，令人陶醉。

这家书屋就像藏着一块
磁石，牢牢吸引着我。我能
感觉到，开这家书屋的人一
定热爱读书，也热爱生活。

“小妹妹，是来看书的吧！别
站着，上去看吧，要是渴了，
就去接杯水喝。”一个看上去
十七八岁的大姐姐走过来，
笑语盈盈地对我说。她的身
上，围着一件黄绿相间的工

作服。她的眼眸清澈，眼神
里流露出来的真诚和善意令
我的心为之一暖。

我走上二楼，找了一个
靠窗的位置坐下。我捧着从
书架上取下来的《简爱》，像
捧着什么大宝贝。我深呼吸
一口，吸着那墨香，一页一页
地翻看着，感觉到内心的充
实和欢乐。我如痴如醉地看
着，像和谁赛跑似地记忆着
书中的好词佳句。

之后，我成了这家书屋的
常客，在这些大饭馆与酒店之
间，这家书屋的存在就像一个
天堂，每次进去待一会儿，心
灵都能得到熏陶和洗涤。而
且，这里的每个人都是那样友
好和善，他们不会用鄙夷的眼
神来看你，不会用恶毒的语言
驱赶你，无论你是否有钱，他
们都欢迎你的到来。每次，当
我畅游书海，忘记周围的一切
的时候，我的身旁，不知不觉
间就会多出一杯水。是一杯
还氤氲着热气的清水，里面漂
浮着一朵可爱的小菊花。我
放下书，轻轻地喝一口这茶
水，一抬眼，就能对上那些个
大姐姐盛满笑意的眼神，让人
备感温暖。

书 屋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希望文学社 陈星

(上接3版)
作为乡村产业发展壮大

的建设者和精准扶贫的参与
者，周作枚先后获得“湖南省
创新创业带动就业先进个人”

“邵阳市最美扶贫人物”“湖南
省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农民
工”“邵阳市优秀共产党员”等
荣誉，她创办的合作社被评为

“湖南省示范农民专业合作
社”和“巾帼脱贫示范基地”。

周作枚不仅是脱贫致富
“领头雁”，还热心公益事
业。她经常个人出资，为经

济困难的村民送去油、米、面
等生活物资，常与他们交心
谈心，鼓励他们勇敢面对生
活，努力奋斗奔小康。

迈入小康时代，周作枚
豪情满怀，计划继续扩大药
材种植规模，全力开发新的
药材品种，科学管理企业，力
争通过三到五年的努力，基
本建成湘西南最大的药材种
植示范基地，通过发展药材
种植产业，让更多群众过上
幸福生活，让家园更加山清
水秀、富美宜居。

▲耧斗菜
刘玉松 摄

●诗园

●记录

●回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