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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树阴浓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
塘。”又到了夏天，蝉鸣喧嚣，枝叶繁盛，
晴空万里，云朵徜徉。

我记起那一年的初夏，在黛青色的
屋檐下，一位慈祥的老人坐在门前，用树
皮般粗糙的双手挑拣着眼前的辣椒。她
毫不在意这双暗黄、满是伤痕的手，她总
是专注地劳作着，总是乐呵呵地笑着，总
是漫不经心地说着。

奶奶又在院子里忙活了。我一蹦一
跳地跑过去，好奇地问：“奶奶在干什么
呢？”“在挑辣椒呀！”奶奶笑着对我说。
奶奶回答我时，眼神专注地看着手上红
艳艳的辣椒。只见奶奶的双手上下翻动
着，熟练地把挑拣好的辣椒扔进竹篾
中。我瞧了一会儿，觉得有趣，便一屁股
坐了下来，学着奶奶的样子有模有样地
挑拣着。

“奶奶，这辣椒应该是长在树上
的吧？”

“扑哧！”奶奶笑了起来，“傻孩子！
辣椒怎会是长在树上的呢。一颗辣椒籽
种在地里长成苗，苗再慢慢长大开花，就
会结出辣椒了……”我似懂非懂地点了
点头。

挑着挑着，我变得不怎么认真了。
我随手拿起一个辣椒，看都没看就把它
扔进了竹篾里。奶奶说：“你怎么看都
不看一眼就放进去了？”“这难道不是好
的吗？”奶奶拿起我刚才放进去的那一
个辣椒，和蔼地对我说：“你看，这有个
虫洞。”奶奶话还没说完，我的注意力全
被她那双充满岁月痕迹的手给吸引住
了。那双粗糙的手上布满了大小不匀
的斑点，掌心处一道道暗黑色的沟壑看
起来触目惊心。我大声地问道：“奶奶，
您的手为什么会有一道道裂痕啊？”“裂
痕？哈哈！这又不是什么大事。”奶奶
毫不在意地说着。我下意识地伸出了
自己的手，一双稚嫩的、还没有奶奶半

个手掌大的小手。看着看着，我的心里
充满了酸涩。

微黄的日光斜射在奶奶苍老的脸
庞上，稀疏的蝉鸣在耳边萦绕着。望
着眼前这位慈祥、辛勤劳作了一辈子
的奶奶，年幼的我仿佛明白了点什么：

“哦，我知道了！奶奶，您是不是在我
这年纪时，双手也和我的一样水嫩，是
不是也曾是个女娇娥？”奶奶听后控制
不住大笑起来：“我的傻丫头呀，这个
词你从哪儿学来的呀？”我不出声。奶
奶平复了自己的心情，然后语重心长
地说：“你还小，等你长大了便明白了
……”此时，皎洁的月光照射在大地
上。抬起头，感觉天空有点儿深幽，不
可捉摸。风儿轻轻地吹着，我静静地
听着、想着。

耳边传来蝉的鸣叫，奶奶那双写满
勤劳的双手又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指导老师：陈格格）

奶奶的手
城步第三民族中学288班 刘心媛

有调查显示，我国平均每年
死于溺水的儿童高达三万人。
对于我们而言，听到的只是一组
冰冷的数字，而这数字背后却是
一条条鲜活生命的消失和无数
家庭难以抹灭的伤痛。

曾经，我与大家一样，以为
死亡离我们很遥远，但有一件
事改变了我这个观念。那是去
年8月的一天，我像往常一样在
家里写作业，突然听到河边传
来惊天动地的哭喊声。我急忙
向河边跑去，当我赶到时，河边
已经围满了人，只听到大家七
嘴八舌地议论着：“怎么得了
啊，人就这样没了。”我努力挤
开拥挤的人群，赫然看到地上
躺着的年仅 7 岁的堂弟。那一
刻，我泪如泉涌，我不敢相信原
本生龙活虎的他就这样转眼间
烟消云散。而此时，他的爷爷
奶 奶 早 已 泣 不 成 声 ，几 乎 昏
厥。我更不敢想象远在广东打
工的堂叔堂婶听到这个噩耗会
是多么悲痛与绝望。如果可以
重来，他们一定不愿背井离乡；
如果可以重来，他们定不想骨
肉分离。同样作为留守儿童的

我深知，远在异乡的父母不仅
每天要承受着繁重的工作，还
要时刻牵挂着在家乡的我们。
他们电话里的每一句关怀都是
沉淀已久的思念，他们在电话
里的每一句嘱托都是难以释怀
的亏欠。我们在家若能多一分
自觉和自律，就是给父母增添
一分放心与和安心。

我们的生命不仅属于自己，
还属于关爱我们的每一个人。
为了预防学生溺水，学校积极开
展“十个一”的教育活动，老师时
常宣传“七不两会”安全知识。
在这样的环境氛围熏陶下，我们
不仅增强了安全意识，领悟到了
生命的真正意义，更感受到了被
关爱的幸福与满足。

生命不会重来，人生没有彩
排。我们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
希望，我们要珍爱生命，努力学
习，担负起历史和时代的重任。
这是对祖国、对社会、对父母、对
老师最大的回报和感恩。同学
们，请别让水变成亲人的眼泪。
让我们携起手来，预防溺水，珍
爱生命！

（指导老师：黄更祥）

●思考

预防溺水，珍爱生命
邵阳县谷洲镇初级中学207班 黄惠英

每个人都有过青春，都想给她点上
一个完美的符号，但青春又如何能遂我
们所愿？每个处于青春的人，有着稚子
的天真，却又开始学着像个成人一样思
考问题。他们也曾自鸣得意，他们亦会
敏感脆弱，也曾痛快淋漓地哭喊，但过
后他们会将眼泪拭去，戴上自己专属的
假面。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班上的人开始
叫我“秀秀”。起初的我满心欢喜，认为
自己终于被接纳，能够融入这个小群体
了，后来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秀儿”为
网络用词，它并非是夸你优秀的意思，而
是指你的一些举动与常人不一样。当终
于明白这个词语背后的意思，我曾一度
陷入迷茫：上课认真听讲，积极回答老师
问题难道不是一个学生该做的事吗？为
什么这也能够成为攻击人的理由呢？后
来的我，终于开始学会看人的脸色，学会
装作对别人的言辞毫不在意，甚至还会
答上一句：“秀秀的脸皮一向很厚。”有一
句话真是说对了：装作刀枪不入的样子，

就要做好万箭穿心的准备。读到庄子的
《逍遥游》，我疯狂地迷恋上了宋荣子。
“辩乎内外之分，定乎荣辱之境”，宋荣子
是潇洒的，是超凡的。我曾幻想，有朝一
日能达到宋荣子的境界……

但丁说，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
吧！将自己逼入绝境的，只有自己，过于
在意他人的想法，就会迷失自己的本心。

“你的脸上云淡风轻，谁也不知道你
的牙咬得有多紧。你走路带着风，谁也
不知道你膝盖上仍有曾摔伤的瘀青。你
笑得没心没肺没人知道，你哭起来只能
无声落泪。要让人觉得毫不费力，只能
背后极其努力。我们没有改变不了的未
来，只有不能改变的过去。”刘同《你的孤
独，虽败犹荣》里的这段话，不知看哭了

多少青年男女。
晋朝的陶渊明，出身于官僚世家，但

正是这样的家境，让他看透了官府的腐
败，厌倦这世界的喧嚣。“少无适俗韵，性
本爱丘山”便是他的人生写照。他并非
是做不好一县之长，谁能说大司马陶侃
的曾孙，武昌太守陶茂之孙无治世之才
呢？他看得通透，看得明白，他只是不想
理会，他向往着闲适自然的田园生活，而
非污浊恶臭的官场。他毅然回归田园，
顶着社会舆论的压力、家人的误解，他依
旧遵从自己的本心。晋人读不懂陶诗之
美，但唐人懂。

因而，我的人生态度是：踽踽独行，
我自风华！

（指导老师：陈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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踽踽独行，我自风华
武冈一中439班 李玲婕

初中生活是什么样的呢？有人说是
成堆的试卷，也有人说是无尽的题海。
于我而言，那是我宝贵的青春。

记得初中时的一次秋游，是去爬
山。老师说：“我在山上等你们，到山
顶后有一个小惊喜哦。”原本萎靡不振
的大家都兴奋起来了，对于爬山都起
了兴趣。

一开始我们的速度可快了，甚至还
有用跑的，一路上有说有笑。但这样的
状态并没有维持很久，没过一会儿，大家
累了，坐在石头上休息。只有几个体力
好的还在爬。又过了会儿，我们休息好
了又开始爬山。我一直跟着大部队走，
直到后来有一个很长的坡，我爬了一半，
不自觉往下看了一眼，一种眩晕感扑面

而来。同学们一个一个超过我，我和大
部队也越拉越远。我才意识到：我恐高，
身体不自觉地蹲下，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我害怕了。

“如果害怕就闭上眼吧。”是一个很
温柔的声音。我闭上了眼。

“抬头看，天上就是光。”
当我抬起头来，看到一只伸出的手，

我也把我的手伸了出去。明明天气不算
热，可我的手却是滚烫。在她的帮助下，
我走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难关。我们走过
树林中的小道，吹着凉爽的秋风，不久便
到了山项。山顶是一片银杏树林，到处
是金黄色。

“送给你。”她编了一个银杏叶环，戴
在我头上。

“别人都编花环，你怎么编了个银杏
叶环？”我调侃道。

“这不是更显得我的特别嘛。”
“确实很特别。”
“冉冉秋光留不住，满阶红叶暮。”
“真好听。”
“嗯，我最喜欢的一首词。”
过了不久，太阳要落山了，夕阳

与山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有那
么一刻，光确实照在了我身上，不只
是太阳的。

后来，我和她成了很好的朋友，无时
无刻不在一起。不过，好景不长，初三那
年她转学了。我们之后的联系也不如往
常那样密切。后来的后来，我们就彻底
断了联系。似乎是快中考了，她的手机
被没收了，她的手机号也被注销了，具体
原因我也不清楚。明明通讯那么发达，
我们就是在人海中断了联系。

中考后，我又去了一次银杏林，编了
一个银杏叶环，好像就是她编的一样。

（指导老师：杨玉如）

银杏叶环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胡灵

餐桌上的每道菜，几乎都
是奶奶在那块小小的、美丽的
菜园里种出来的。

小时候，我与爷爷奶奶生
活在农村。每当清晨我一醒
来，站在床上看向窗外，便看
到奶奶在菜园里辛勤劳作。
那个场景，我至今都忘不了。
奶奶一会儿提水，一会儿松
土。旁边的篮子里，有萝卜和
白菜。奶奶提着菜回了家，楼
下水池便传来“刷刷”的洗菜
声。我赶紧下床穿好鞋子，跑
到楼下。只见奶奶在水池旁，
搓着萝卜上的泥巴。

菜园里还有长得高高的
莴苣、大个儿的卷心菜，以及
爬得很高的四季豆……彰显
着整个菜园的生机与美丽。

当时我总爱在奶奶的菜
园里挖挖砍砍，为此奶奶给我
做了一把小锄头。于是我就
整天和奶奶待在菜园里，奶奶
浇水施肥，而我则挖土抓蚯蚓
玩。虽说是玩，但奶奶也给我
讲了许多种菜的知识。

例如菜是要按时令种的，
什么时候播种、浇水，奶奶对
此了如指掌。每次播种前必
定先翻好土，菜才能长好，播
种后要常浇水。

直到现在，奶奶还有一块
菜园，虽不是我童年时的那
个，但我也常常去奶奶的这个
菜园里拔菜、锄土。

小小的菜园，记录了奶奶
的辛勤，还有我的美好的回忆。

（指导老师：胡志英）

奶奶的菜园
大祥一中338班 李嘉佳

夏天的风，时紧时慢，像
个天真的少年，跳着、笑着。
它为翠绿的树叶奏乐，为文静
的小草伴舞，为田里劳作的农
民驱散炎热。它穿过碧绿的
田野，田野泛起层层绿波。夏
风也像一个幽默的漫画家，时
而给天空抹上一片红霞，时而
又勾画一条长河，时而又把炊
烟压弯了腰。

雨，在夏天是豪放任性
的。夏天的雨，像倾盆瓢泼，
把大地上的尘埃溅得老高。
小时候，我认为淋淋夏雨是一
件令人向往的事。于是就背
着大人走进雨幕里，仰起脸，
张开嘴，让雨肆意冲刷我的
脸，让豆大的雨点滴打在舌头
上。等到大人发现时，我早已
成了一只“落汤鸡”——哦，
不，是只“落水狗”——因为我
是属狗的。

夏天的田野是最值得书
写的。地里的作物经过太阳
的暴晒，大都变得没精打采，绿
叶蜷缩了，花朵合拢且低垂

了。可田野里的水稻却愈晒
愈有精神，还争先恐后地抽穗
开花了——淡淡的禾花香让
人不由得联想到秋后丰收的
喜悦。夜晚，乡村的人们安睡，
可田野的蝈蝈和蝉却反而更
热闹了。这时，你若想去欣赏
田野的小夜曲，那就拿着一把
大蒲扇，到田野里去走走、去看
看吧！田垄上，你可能会遇到
有农民在调水，或者有三两个
少年在水边照泥鳅。夜风凉
丝丝的，你走在窄窄的田垄上，
肯定会“听取蛙声一片”。

有人喜欢万紫千红的春
天，也有人喜欢硕果累累的秋
天，还有人喜欢白雪皑皑的冬
天，而我则更喜欢绿树成荫的
夏天。夏天是一个欢乐、热烈
的季节，更是一个充满希望和
生命力的季节。我喜欢让夏
风轻拂我的额头，看夏雨洒向
大地，听蝉鸣藏进我的梦里
……

（指 导 老 师 ：林 日 新
陈艳辉）

可爱的夏天
武冈市展辉学校羽丰文学社 易群策▶莲花 刘玉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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