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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最是喜爱盛夏了，因为
可以喝到外婆亲手做的酸甜可口的梅
子汤。

依稀记得，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
我和外婆在小院里乘凉，蝉一直在“吱
吱”地叫个不停。蚊子在耳边“嗡嗡”地
飞来飞去，外婆拿着蒲扇，慢悠悠地给
我扇风。我依偎在外婆的腿上，感受外
婆给我带来的缕缕舒适的清风，惬意
极了。忽然，外婆微笑着对我说：“小
琪，你想不想学做梅子汤啊？”我那时
还小，想着麻烦，便撒娇着对外婆说：

“不嘛不嘛，外婆，我现在只想喝你做
的梅子汤——酸酸甜甜好好吃。”然
后，我便眼巴巴地望向外婆。外婆被我
逗笑，便用手指点着我的鼻头：“你呀
——真是个好吃货！”于是她便起身，
走进厨房里给我做梅子汤。

外婆做的梅子汤是我们小巷最有
名的，经常有小孩来做客（蹭吃）。外婆
也从不吝啬，把做好的梅子汤端给了
他们，笑眯眯地看他们“呼哧呼哧”喝
着，恰像一个老艺术家在欣赏自己的
作品一样，那么愉悦、惬意和满足。选
好梅子，是做好梅子汤的关键。外婆选
的梅子，个儿最大、味儿最甜、颜色最
鲜……经过外婆一番精心酿造的梅子
汤，也就成了我童年的最爱。

后来，我转了学，被爸妈接到城里
居住，便很少能喝到外婆的梅子汤了。每
次给外婆打电话，我总是说“想喝您做的
梅子汤”。外婆说：“想吃你就到外婆家
来。”她还告诉我，她每年都坚持做梅子
汤，特地为我留着，就等着我回去呢。然
而，因为学业重，上学的地方又离外婆的
小城太远，一直没机会去外婆家。

一天，我在老街看到一个老奶奶
在卖梅子汤，便买了一杯，味道似乎没
有外婆做的那么纯正。再后来，城里的
各种碳酸饮料令人眼花缭乱，各种包
装的酸梅汤比比皆是，我曾经最爱的
梅子汤的味道似乎在这些纷繁错杂的
饮品中慢慢褪去。

突然有一天，传来了外婆去世的
消息。

顿时，我一阵大恸，猛然发觉我丢
失了人生特别重要的东西。泪眼婆娑
之中，我似乎看到了：在一座矮小破旧
的木屋的桌上放着一罐落了灰的梅子
汤。我恍惚中把它打开，经岁月酿制
后，它变得更加香醇甘甜，勾起我对童
年的无限回忆……

哦——外婆的梅子汤，我的童年。
（指导老师：林日新 周青）

回望

外 婆 的 梅 子 汤
武冈市展辉学校羽丰文学社 李安琪

“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
不知道下一块会是什么味道。”看完
电影《阿甘正传》之后，这句话仍萦
绕在我的耳边，久久不能消散。

阿甘有先天性缺陷，智商只有
75。我并不是同情阿甘劣于普通人
的生命起跑线，而是感叹他一生中
遇到了不少“贵人”。正是因为他们，
才有了后来阿甘的成功。

阿甘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贵
人”应该是他的妈妈。阿甘没有一个
传统意义上的完美家庭，影片中从
头至尾没有出现过阿甘的爸爸。阿
甘因为智商达不到入小学的基础
线，被校长劝说去读“特殊学校”。他
的妈妈是个坚强又温柔的女人，付
出极大代价让儿子有了一个入读普
通小学的机会。阿甘拥有一个从不
嫌弃他的妈妈，在周围人嘲笑他是
个傻子时，妈妈总会对他说：“你不
要听他们的，你很正常，你就是最棒
的！”因此，他总能不顾旁人的评价，
一心向前。

阿甘人生中遇到的第二个“贵
人”是珍妮。对阿甘来说，珍妮是一
个天使般的女人。珍妮善良大方，没
有任何一个女人可以代替珍妮。在
儿时的校车上，唯一一个欢迎阿甘
坐在自己旁边的人就是珍妮，在受
到同学欺负时唯一一个保护他、让
他快跑的是珍妮。珍妮从来没有嫌
弃过阿甘的愚笨，他们是从友情慢
慢转变成爱情的。阿甘不善言辞，但
他也默默守护着珍妮。经历过很多
分离，直到珍妮去世前一段时间，他
们才结了婚，珍妮也为阿甘留下了
一个孩子。他们的爱情并没有多浪

漫或者惊天动地，可他们相处的每
一秒似乎都在诠释着爱情的真谛。

阿甘人生中第三个“贵人”是布
巴。布巴是个黑人，表面看上去有点
凶，但实际上他是个朴实善良的人。
阿甘和布巴是在去往军营的大巴上
认识的，是布巴有些生涩地向阿甘
打了招呼：“你不介意的话可以坐在
这里。”车里一直都是一片沉寂，似
乎所有人都知道参加这次战争可能
是有去无回，大家都冷冷地坐在位
置上不说话。布巴是个好人，他一直
喋喋不休地向阿甘讲述自己来自一
个黑人家庭，他酷爱捕虾，家里有一
艘大大的捕虾船。布巴邀请阿甘打
完这场战争后，一起办一家与捕虾
有关的公司，阿甘答应了。可不幸的
是，他们的部队中了埋伏，布巴身负
重伤。阿甘因为跑得快，来来回回救
下了不少战友，但唯独没有救活他
最好的朋友，阿甘伤心极了。后来，
阿甘与丹中尉买了一艘捕虾船“珍
妮号”，还办了一家与捕虾有关的公
司。他们幸运地赚了不少钱，阿甘把
赚到的钱分了一半给布巴的母亲。
影片中，阿甘坐在捕虾船上呆呆地
望着波光粼粼的大海，眼里闪着泪
光，他大概是想念布巴了吧……

阿甘的一生从不缺乏苦难，但又
何其幸运！母亲赠与他一直向前的勇
气，珍妮教会了他责任与爱，布巴给
了他朴实无华的友谊。阿甘的传奇故
事，值得我们从中思考。我们像阿甘
一样，都是普通人，我们也会在自己
的人生中遇到“贵人”。我们要珍惜别
人的给予，也要真诚地付出！

（指导老师：杨俐芸）

感悟

观《阿甘正传》有感
邵阳市第七中学2116班 戴榕阳

外婆门前的那条小溪，清澈又
明净。好似一位优雅的女子，迈着
轻盈的步伐，踏着铺着鹅卵石的小
道，哼着优美的曲调从远方赶来。
小溪见证了我的童年，也充实了我
的童年。

我小时候，外婆总说这条小溪
是她的宝贝，她亲眼见证了小溪的
诞生，也与小溪相伴了大半辈子。春
天的小溪宁静安详，就像外婆的笑
容和蔼可亲；夏天的小溪水流湍急，
就像外婆说的气话。

夏天溪水猛涨，水位与岸齐平，
也是小龙虾泛滥的时节。

“外婆，外婆，快看快看呀！水
涨了有龙虾啰！我们去钓龙虾呀！
好不好呀？”我兴奋地喊了起来。

“来喽！”外婆附和着，连忙放下手
中正织了一半的毛衣，拿上沉睡了
半年的钓竿，快步走上来。我牵着
外婆长满了老茧的手，一蹦一跳，
满眼止不住的笑意。外婆也随着我
的步履，蹦了起来，双眼洋溢着宠
溺。那时的外婆既是我可亲的长
辈，也是我最好的朋友。

到了小溪边，外婆找了一个合
适的地方放下线，双眼紧紧地盯
着水面，神情严肃。而我呢，早就
跑到对面的稻田里抓蚂蚱去了。
不一会儿，一只翠绿的蚂蚱已经

被我收入囊中了。我的双手小心
翼翼地捂住刚抓住的蚂蚱，蹑手
蹑脚地走过去跟外婆分享我的战
利品。外婆笑着摸摸我的头，也跟
我分享她的战利品——一盆满满
的小龙虾。那时的外婆笑得像一
个孩子。

天色渐渐晚了，我又牵着外婆
的手，两步并作一步地跑回家。外婆
在厨房里叮叮咚咚地忙活了一阵
子，一盘又一盘的小龙虾摆上了餐
桌，麻辣、清蒸样样俱全。小龙虾的
香味弥漫了整栋房子，萦绕在我的
舌尖，也充盈着我的内心。那时的外
婆是我最棒的导师。

转眼间，我到了该上学的年龄，
爸爸妈妈从远方赶回来，说要带我
去大城市生活。我很早就听说过大
城市有游乐园，有高高的大厦，也有
宽敞的教室，我对那儿充满了好奇
与向往。在爸爸妈妈的劝说下，在好
奇心的驱使下，我告别了小溪，告别
了外婆。远远地，我好像看见外婆哭
了。我后悔了，想要为外婆擦去眼
泪，可怎么也做不到。

此后，在种种苦恼里和学习的
压力下，我渐渐忘却了那份对小溪
的挂念，也丢掉了那份本该完整的
童年……

（指导老师：陈格格 周亚平）

成长

童年·小溪
城步第三民族中学288班 张淑冰

我喜欢钓鱼，虽然每次基本上都
空手而归，可我还是乐此不疲。

周日，大好晴天，我和发小苏淳扛
着钓竿前往河边，一路唠叨着。与往常
一样，我们满怀期待。我在想：自己每
次钓鱼失败的原因在哪呢？

水面很静，我选择了一个地方，把
酒米撒了下去，水面上冒出几个水泡。
我俩挂上了鱼饵，便开始钓起来。我放
线，静观浮子，它在水面上一动不动。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可始终不见鱼

儿上钩。我的心有些焦急了。旁边垂钓
的苏淳与我一样，也不见鱼来上钩。我
不由得埋怨起来。旁边一只蜻蜓飞来
飞去，不时地落在我的钓竿上，我不禁
火冒三丈，拿起棍子就打。可蜻蜓像是
耍我，一会儿停这，一会儿飞那，气得
我追了好远，可不久它就无影无踪了。

当我气咻咻回来的时候，发现苏
淳钓起了一条大鱼，我真羡慕。我来到
自己的钓位，发现水面上的浮子像是
刚被移动过。我提起钓竿，钓钩上的鱼

饵早已被吃空，我顿时后悔不已。要是
自己不跟蜻蜓较劲，耐心地等着，一定
会钓上大鱼的。我越想越后悔，越想越
怪自己。

水面上冒出了水泡，看来这条鱼
仍然没有走开。这一回，我目不转睛，
身子一动也不动，生怕惊动鱼儿。过了
不久，我惊喜地发现浮子在动。可是，
不久又停了。我开始烦躁了，可是想到
前面的教训，只好耐心地等起来。

鱼咬钩了，浮子又动了，开始是颤
抖几下，接着猛地沉下去。我急忙提起
鱼竿，好沉，一条活蹦乱跳的大鲤鱼上
钩了。

我非常开心，我终于钓上大鱼了。
这个可喜的收获也给了我一个深刻启
示：无论做什么事都需要不急不躁。

（指导老师：傅小蔚）

思考

钓 鱼 的 启 示
长沙市东雅中学C2204班 陈思霖

随着鸡鸣，乡间的街道开始热闹
嘈杂起来，挑着担儿的、摆着摊儿的人
开始卖力吆喝了。天还灰蒙蒙的，没有
大亮哩！

等到鸭子嘎嘎大叫，结伴下到水
里，阳台上的门被打开，太阳照在我的
脸上，我是真的要起床了，实在是赖不
下去了！

我穿过人群走到了自家的小屋
里，然后提着壶子去提水。乡间多野
狗，偶尔玩心来了就逗逗它们。它们趴
在地上，抬起头望着我，有时倏地站起
来，跟在我身后，在拐角处又跑开。井
藏在山脚下，被绿荫所遮蔽。来往的路
人渴了就停下用手捧上一捧水来喝，

很是方便。说来奇怪，这水的源头也不
知是哪里，引来的水倒是冬暖夏凉。

我提完水也就闲下来了。小屋前
面的坪虽堆积着建房子用的材料，但
也还算宽敞。或靠在椅子上，或倚在门
上，我吃着瓜果，晒着太阳。穿过弄堂，
和邻居聊天是很方便的。但我以前鲜
少回乡下，很多面孔是生的。他们是热
情的，但我不免有点皮薄。

我坐不住了，就开始乱窜起来。
自家的屋子依山傍水，风景秀丽。那
条小河看着静静的，指不定哪里就有
条大鱼。河边的石板上生着滑溜溜的
青苔，水草也交错纵横地生长着。别
人挽起裤腿、衣袖就下水去捞鱼，我

却只能站在岸边干看着。等以后新房
子建好了，我就清早打开窗户，放根
钓鱼竿，不用出门就能享受鱼儿上钩
的快乐了。

住在乡里是少不了与土地打交
道的，家里人在山上种了些蔬菜。山
路不太好走，但也还算平坦。除了我
们家外，还有些人家也种了东西在山
上。山上种菜不足为奇，但令人难以
置信的是山上竟然有鱼塘。在这座山
的山腰上有一个中等大小的鱼塘，塘
里的水并非活水，但里面的鱼却活蹦
乱跳的。

最为动听的小夜曲奏在乡间的夜
里。鸟儿在城里也可遇见，但小青蛙还
是要到乡间屋门口的井盖上去找。它
们个头很小，大的也只有小半个巴掌
大。颜色偏暗，也不惧人。我蹲在井盖
前，它们既不跳走，也不再呱呱歌唱。
它们只静静地看着我，陪我在微凉的
夜里听远处飘来的蛙鸣。

月光如水，但我终敌不过睡意侵
袭，安眠在这小夜曲里。

观察

乡 居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希望文学社 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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