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青少年文艺
审稿：邱少兵 责编：刘振华 版式：张 凌 总检：魏 谦2023年10月12日 星期四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的孩子像块
宝……”我捧着手中有些发黄的小本子
——母亲的育儿日记，喃喃地哼出声来，
泪水终于不争气地滚落下来。

我是从什么时候起，褪去了乖巧可
爱的模样，披上了刺猬的外衣呢？我也不
知道。

继续翻着手中的小本子，字里行间流
露出的母爱化作一股暖流，在我的心头久
久回旋，最后化作了两行滚烫的眼泪。

“今天女儿在幼儿园里唱歌，老师奖
了好大一朵红花呢。女儿高兴极了，回来
之后围着我又是唱，又是跳的，‘世上只
有妈妈好’，歌儿都甜到我心坎里了

……”儿时的景象不停地在我的脑海回
放。那时的我，乖巧极了，我笑，我跳，我
喊，天真无邪，毫无顾忌。那时，天空是那
么蓝，草地是那么绿，朝霞是那么红……
翻着，翻着，纸张开始变得皱巴巴的，我
的心也开始沉重起来。

“最近真的很烦，自从女儿住校以
来，她已明显不愿再被我管制了。最近菲
儿不断顶撞我，好似完全变了个人。这是
怎么了？我该怎么办……”我合上小本
子，陷入沉思。我承认，最近的我确实越
来越像只刺猬了。那天中餐时，就因为钢
笔不见了，我就歇斯底里地对母亲发了
火，事后还将自己反锁在书房。像这样的

事，我早已干过不止一次两次了。
我明白，母亲非常爱我，一次又一次

容忍我。晚上我躺在床上，听到厨房里母
亲与父亲在聊天，母亲说着说着，就谈论
起我近期的变化，语气中带着哭腔。父亲
轻声地安慰她：“会变好的，会变好的。别
哭，别哭。”这时，传来了母亲一阵一阵的
哽咽，像锤子一下一下地叩击我的心灵。

我起身，轻轻地推开门，看到母亲正
在厨房里洗碗。我走过去轻轻地搂住了
母亲的后背。母亲转身一看，怔住了。她
的大颗大颗的泪珠滴到我的头顶，滚烫
滚烫的……

（指导老师：林日新 周青）

青春

母 亲 的 育 儿 日 记
武冈市展辉学校羽丰文学社 姜丁菲

城步一年一度的六月六
山歌节开幕了，偌大的会场
坐着密密麻麻的观众，有的
在聊天，有的在排练，还有的
拿出手机在拍照……整个会
场像火一样燃烧着，像水一
样沸腾着。主持人字正腔圆
地说：“山歌节表演正式开
始！”观众们都老老实实待在
自己的座位上，整个会场鸦
雀无声，只有高昂婉转的苗
族歌声在会场回荡。看着大
屏幕上那一幅幅绿色的图
片，我的思绪不禁飘向南山。

那天，坐在开往南山的
汽车里，我的感觉仿佛是做
梦一般。妹妹们在汽车里不
断地呼喊：“你看你看，我们
进云里了。”窗外一大朵一大
朵的白云近在咫尺，就像一
群群奔跑着的绵羊。

我们首先来到了高山
红哨。大广场上，有一辆军
绿色坦克，周围挤满了与它
合照的游客。更有小孩钻进
了机身里，想象自己是一名
勇猛的战士。另一侧用彩带
围着的是一架飞机，它身上
的色已经褪去了不少，时光
在它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
迹。但仍不妨碍有小孩钻进
去，站在机翼上摆出一个敬
礼的姿势。沿着石头铺成的

小路一直往上走，我们会看
到一座石头搭成的塔上飘
扬着的国旗，旁边还有一间
用砖砌成的小屋，那便是高
山红哨了。四周，黑白相间
的奶牛正低头吃草，偶尔传
来几声牛叫声。

第二站是紫阳峰观景
台。来到观景台上，风呼呼地
吹过，似乎想让我更加清爽，
以便记住这美丽的景色。周
围绵延起伏的山像蜗牛一样
静卧着，天蓝蓝的，就像雍容
高贵的蓝色丝绸一般。嫩嫩
的草爬满了山体，让人一时
分不清是山那么绿，还是小
草堆成了山。看着来来往往
的游客，我满心欢喜，我仿佛
也成了山坡上的一株小草：
我的眼睛是绿的，我的身体
是绿的，连我的心也是绿的。

抬头望去，各式各样的
风筝在天空翱翔，争先恐后
在南山的天空中留下自己的
脚印。妹妹也买了一个风筝，
她们蹦蹦跳跳去放风筝的模
样真是可爱极了。不一会儿，
风筝越飞越高，越飞越高，与
天空融为一体……

会场里雷鸣般的掌声将
我的思绪拉回，我也跟着他
们一起鼓掌。
（指导老师：陈格格 杨昌盛）

南 山 之 景
城步第三民族中学288班 钟欣雨

天空湛蓝湛蓝的，云朵
悠悠地浮着，知了在树上叫
个不停……本就心情烦躁的
我，更是加快了脚步。

突然，我停下了脚步。在
我脚边，居然有一片月季花
丛！我十分欣喜，慢慢蹲下，
静静地观赏它们。小小的花
苞粉嫩粉嫩的，在风中摇曳。
那纤细的茎好像一不小心就
会被折断，柔弱得让人怜爱。
这一待就是许久，原本烦闷
的心情也不见了。

从那以后，我每天都会
去看它们。一开始，它们还是
花苞，花瓣儿紧紧合拢在一
起。过了几天，它们也只开了
两三片花瓣，像害羞的小姑
娘用手掩住了自己的脸。我
一脸失望，想着它们是不是
不会开花了。又过了几天，它
们还是没有绽放。我想，它们
不会再开了。

这天，阳光一如既往的明
媚，我再次停下了脚步，被眼
前的一幕惊到了：“花开了！”
只见已经完全绽放的花儿毫
不吝啬地露出了灿烂的微笑。
这时，我注意到角落里的一朵
花，它缓慢地绽开了最外面的
一层花瓣，紧接着是第二层、
第三层……直到最后一层，它
像挣脱了束缚，骄傲地盛开
了！这简直是一场美的盛宴！
这一朵朵娇艳可人的花，它们
挨挨挤挤，毫不示弱地盛开
着，好像在说：“我才是最美的
那朵！”靠近闻一闻，淡淡的清
香使人心旷神怡。

我深深陶醉其中，仿佛
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它
们带走了我近期所有的烦恼
和压力，让我感到轻松和愉
悦。人生就该像这花儿一样，
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美丽。

（指导老师：郑红梅）

花 开 的 时 候
邵阳县第十一初级中学2207班 龙守悦

五六年前，我所就读学校的门口可不
像如今的学校这般冷清。下午3时，许多小
贩都会聚集在学校的门口，等待着学生们
放学。放学后，校门口真是热闹非凡，同学
们成群结队地在一辆辆摆满零食的小三轮
车前转悠。没错，那队伍中，绝少不了我。

至今，我都无法忘记，尤其是在冬天
的时候，我与小伙伴们挤在小吃摊前的
感觉。羊肉串、猪肉串……各种小吃的香
气在空气中混为一种独特的香味，惹人
垂涎欲滴！但在所有的小吃中，关东煮最

是我心心念念的。这是很多学生节省多
日才能享用的小吃。诚然，我也为吃一次
关东煮，而放弃了一周的辣条。

记得第一次吃关东煮，我才6岁。
那天，一个响亮的声音从背后响起：

“萍，回家了。”没错，是奶奶来了。可在回家的
路上，我的眼睛被路边小摊贩的叫卖声牵引
去了。“麻辣关东煮……”奶奶似乎知道了我
的心思，弯下腰说：“萍，想不想吃关东煮啊？”
我说：“奶奶，我从来没吃过，也不知道好不
好吃。”“没事的，尝一下，奶奶买单！”

我满心欢喜地从摊贩手里接过关东
煮。关东煮入口香甜，让人舒爽极了！等
我吃完，准备叫奶奶结账。却看到奶奶把
所有口袋都掏了个遍，只掏出了5块钱。
我一脸懵地望着奶奶，奶奶满脸通红，比
我还尴尬！我突然想起我的零花钱还剩
点，便去结了账。

回到家后，在家人们的谈话中才知
道，并不是奶奶故意让我去结账，而是在
来接我回家的路上，钱弄丢了。哦，是我
误解奶奶了。

小学毕业后，我去了离家很远的地
方读书。学校附近也有卖关东煮的，偶然
闻到那飘来的香味，也会跑去买两串，但
那早已不是记忆中的味道了。

奶奶，我想您啦！
（指导老师：宋阳玲 贺智华）

回望

美 味 的 关 东 煮
城步二中七年级214班 刘 萍

在徐婆家吃过最后一餐，
烈日之下，送葬的人们聚集在
路边。一群六七十岁的大爷仿
佛看淡了无常，叼着烟头坐在
路边闲谈。左邻右舍的阿婆阿
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徐婆
生前的琐碎往事，不晓得红没
红眼睛。徐婆那孝顺却总没时
间回家的儿子女儿跪在遗像
前磕头，或许在后悔没能多陪
陪老母亲。

在这块属于徐婆的地方，
我没说话，只是沉默地长久地
站着……

从外婆家穿过一片小树
林，就能看到徐婆的土砖屋。
屋子不大，屋顶铺着灰瓦，只
有徐婆守在这。我常来，不管
是绵密小雨还是瓢泼大雨，抑
或是阳光疏朗的日子。我知道
徐婆时，她的老伴就已过世。
她有一儿一女，儿子住在城
区，几次提出让徐婆去城里一
起住。但徐婆总是摆摆手，说：

“年纪大了，城里人生，还是村
里安逸。你有自己的家庭，过
好你们自己的生活就好，不给
你们添麻烦。”儿子无奈，可工
作又忙，只好一个月回去一
次，给徐婆送些钱、吃食和生
活用品。女儿嫁出去，一年回
来一次。每次回来，就陪徐婆
上街逛逛，给徐婆挑两身合适
的衣服，每当这时候徐婆总是

很开心的。
天气好时，徐婆喜欢出门

转转，兜里也总揣着几颗糖。
村里小孩见到她总会热情地
打招呼，一拿到糖，小孩们便
逃之夭夭，生怕她又唠叨个没
完。这是她的一个毛病，问东
问西，尤爱打听学习成绩，或
对小孩们揉揉捏捏，以表示关
心和喜爱。我不讨厌她的碎碎
念，甚至还有点喜欢。后来时
间长了，我们很熟悉了，便发
现了她的另外一个毛病——
有点迷信。而这些毛病并不影
响村里人对她的喜欢，也许是
因为她下雨时会帮邻居收衣
服，自己种的瓜果蔬菜、做的
小吃甜点等都会给周围的人
分享。

我带着妹妹住在小叔家，
离徐婆很近，经常去烦她，不
过她并不烦我们。

一个周末，野花挂在路
旁，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向
林间小路。徐婆在屋檐下的小
板凳上坐着，哼着曲儿织毛衣。

我和妹妹悄悄靠近，想吓她一
跳，却被她提前逮住。她即刻起
身回屋拿吃的，却被我们拦住。

“婆婆，猜猜我们今天给你带了
什么？”我狡黠神秘地笑着说。
妹妹却迫不及待地说：“我们给
你带了糖。”于是我从口袋里掏
出那五角钱一板的香芋糖，一
下摁出了好几颗塞进徐婆嘴
里。徐婆笑得格外开心，这份开
心就算只看她佝偻的背影也
能感受得十分明显。

我们随着她走到了厨房。
徐婆的厨房里，弥漫着浓浓的
烟火味。灶台上挂了些腊肉和
香肠，被熏得黑乎乎的。灶台旁
有个中等大小的老式酸菜坛。
掀开坛盖，我把头探近老坛处，
一股酸水味袭来。我觉得不太
好闻，又好奇嘴馋，摸了一个酸
辣椒出来。咬了一口，一时间整
个人着了火似的，叫人难以忘
怀，就和徐婆为我们蒸的糯米
饭和炒的腊肉一样。

“你们呐，一定要努力考
个好大学。”徐婆一边陪我们

看动画片，一边唠叨起来，“像
婆婆这样就是吃了没努力读
书的亏，现在连个‘瞎眼字’都
认不到。你们呐，千万要好好
读书……”

“好好好，婆婆，我好好读
书，等我长大了出息了带你一
起去旅游！”我快速承诺道。

“我给你买好多好多没吃
过的新零食！”妹妹嘴里塞满
了零食，也跟着掺和我们的话
题，满脸纯真的笑。

三个人的笑闹之声就在
耳边，眼前仿佛还能看见那张
笑着的、布满皱纹的脸和满头
的白发，只是她没有步履蹒跚
地走进昏黄的里屋，而是走进
了一个我无法了解与跟随的
不知色彩的世界。

后厨的烟透过屋顶的烟
囱已经消散干净，锅碗瓢盆叮
叮哐哐，师傅们忙着拆棚收
拾。我突然希望世上真的有

“神”，不是祈求将徐婆留下
来，而是转告她：我们答应她
的，正在好好做。
（指导老师：林日新 王源源）

成长

承 诺
武冈市展辉学校高2212班 李宁

古今伟人，不唯有纵世之
才，亦必有出人之德。“才者，德
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要想
做出一番事业，人要有才，更要
有统领才气的德。

才华如树之躯干，人之体
魄；道德如树之根本，人之灵魂。
发达的根系能支撑树木长得更
高更大，而根一坏死，枝干也随
之死亡。知名教育家陶行知说：

“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
纵使你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
甚用处。”但丁也曾说：“道德常
能填满智慧的缺陷，而智慧却远
远填补不了道德的缺乏。”作为
青少年，我们应该以道德为基
础，建才华于其上，强本固基，加
强道德修养。

有才无德，强其躯干，失其

根本，于人有害，于己有亏。年
轻时的汪精卫曾写下“引刀成
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言壮
句，受到无数青年崇拜；之后他
叛国投敌，便遭人唾弃，并将遗
臭万年。因歌唱或演艺才能走
红的明星，引发一众粉丝疯狂
追捧。近年来，一些明星吸毒、
逃税等丑闻曝光，广大粉丝便
对他们深恶痛绝。可见德行是
立身之本，才华失去道德支撑
也就“一文不值”。

贤者，德才兼备者也。我国
的教育强调“立德树人”，所以
我们不仅要有才华学识，更要
树立德行，如此才能成为德才
兼备的人才，才能肩负起民族
复兴的伟大使命。

（指导老师：阳露芬）

思考

才 与 德
邵阳市第二中学518班 徐佳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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