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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道路上，每
个人都会遇到不同的风
景和挑战。作为一名初三
学生，我对未来的人生充
满期待，同时也有着自己
的看法。我认为，通过拼
搏，我们一定能够创造出
属于自己的独特且精彩
的人生。

首先，我认为人生是
一场旅行。在这场旅行
中，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
的人，有的是陪伴我们走
过一段路的益友，而有的
是给予我们帮助的良师。
正是这些相遇和挑战，让
我们的人生不再单调。

其次，我认为人生
是一本厚重的书。书中
记 录 着 我 们 的 喜 怒 哀
乐，我们的成长和进步。
我们需要不断地翻阅这
本书，从中汲取智慧和
力量。我们要学会从中
寻找真理与答案，让自

己变得更加优秀。同时，
我们也要学会给书添加
新的篇章，让这本书变
得更加有趣！

此外，我认为人生
是一场修行。在这修行
的过程中，我们要学会
修身养性，不断提升自
己的道德素质和文化素
养。我们要学会关爱自
己、尊重他人，让这个社
会更加美好。

人生的意义还在于
独立与担当。在成长的过
程中，我们要学会独立，
勇敢地去面对无论是学
习或生活上的困难和挑
战。同时，我们要有担当，
敢于承担责任，为自己的
行为负责。只有这样，我
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让我们携手，书写属
于我们的精彩人生！

（指导老师：曾文容）

人 生
邵阳市四中 罗易

“纯爱战士”“性价
比 文 学 ”“ 泼 天 的 富
贵”……这些“梗”相信
你也听说过。在网络百
科上，“梗”是这样被解
释的：笑点、伏笔，或是有
特别指涉，含恶俗或讽刺
意涵的东西。但“梗”并不
直接与恶俗划等号：古人
用梗叫“用典”，成语也可
谓是一种“梗”。如今，在
人们的认识里，“梗”已经
成为一种趣味性、时效
性、多样性的网络表达方
式与网络文化符号。“梗”
以娱乐为价值取向，以
共鸣为认同标签，以表
达为参与目的，是社会
现实的碎片投射，是社
会心态的生动写照。

从在少数人的小圈
子里运用，到渐渐风靡，
再到“日常语化”，最后消
失在迭代的浪潮中——

大多数“梗”有这么一个
过程，它悄无声息地渗透
我们的生活，在不知不觉
中改变了我们的语言表
达甚至是文化性格。

但玩“梗”需有度。不
少青少年被恶俗烂梗影
响，写上了不得体的文
字，说上了不堪入耳的无
营养的话语。

“一张口就暴露了
你是谁。”可见，语言表
达是多么重要。对个人
来说，语言表达是其品
格、气质的一种呈现。要
知道，落叶与蝴蝶在风
中不同的表现在于，蝴
蝶有生命、有思维，它能
够不随风而行，能够飞
舞出自己的风采。所以，
我 们 要 有 自 己 的 判 断
力，要高质量玩“梗”，不
要人云亦云。

(指导老师：王萍)

谈“梗”
邵阳市第一中学2221班 王玉尔

每当清明时节，妈妈都会做上一大锅
青团，这可是我最喜欢的美食之一。

一天清晨，妈妈到地里割了一把嫩嫩
的艾叶尖，洗净放进过滤网里，用力搓揉一
会，然后把“艾泥”切成一个个大小均匀的
坨坨。接着，妈妈又撒入雪白香甜的糯米
粉，一下一下有节奏地搅拌着，再用双手将
其揉成一个个圆溜溜的团。看着那茶色的
面团，圆滚滚的，胖嘟嘟的，光亮可爱，忍不
住想用手去戳一戳。

“别急，还没炒馅呢！”妈妈轻轻将我
的手拍走。她把猪油倒入锅里，待油烧热
后，加入黑芝麻、糖还有花生，然后快速地

翻炒。“滋——”馅料在妈妈的翻炒下，慢
慢变得微焦，散发出甜香的味道。我在一
旁早就垂涎三尺啦。接着，妈妈又炒制瘦
肉咸菜虾皮馅。馅料都准备好了，妈妈揪
下一小块米粉团，在案板上用手将它压
扁，再舀一勺炒制好的馅料放在中间……
等所有的青团饼都做好后，妈妈把它们整
齐地码放入蒸笼。

“烧火吧，烧大些。”妈妈吩咐我说。一
会儿，蒸笼下面的水咕嘟咕嘟地翻滚着。我
满含期待地盯着蒸笼上一团团缭绕的白气
……“妈，为什么清明时节要吃青团呢？”我
问。妈妈摇摇头，说：“这可把我问住了，你

可以自己去找找答案呀！”趁着等青团蒸熟
的时间，我打开了电脑查询……

“青团熟啦！”听到妈妈的喊声，我飞快
地跑回厨房。妈妈掀开蒸笼盖，只见一团白
色的水汽弥散开来。很快，水汽慢慢消散
了，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块热乎的青团，边
吹边咬了一口。馅料甜香的味道和艾叶的
清香味，瞬间溢满口腔。

“小心烫！真是个馋嘴猫。”妈妈笑呵呵
地看着我。

品尝着小小的青团，嘴里的清甜让人
回味无穷。美好的春日，让人幸福感倍增。

（指导老师：曾立芳）

记录

春 日 好“ 食 ”光
洞口县第三中学534班 瞿 茜

我喜欢春天。
我喜欢春天的早晨，

春晨的空气像过滤过似
的，异常清新。我喜欢春天
的中午，搬一把椅子坐在
阳台上看书，暖暖的阳光
给人暖暖的心情。我喜欢
春天的晚上，一个人在月
光下散步，月色如水，洒在
心的深处。我喜欢春天的
山脉，连绵不断的群山披
上了绿装，隐约可见一片
片彩霞般的小花点缀在绿
色的“卧龙”身上。我喜欢
春天的田野，油菜花开得
黄黄的、艳艳的，散发出阵
阵醉人的馨香。我喜欢春
风，是春风唤醒了大地，让
一切显得那么和谐、那么
安逸。我喜欢春雨，它带着
欢乐和丰收从天而降。

喜欢春天，还有一个主
要的原因是春天野菜多。什
么香椿、榆钱、槐花、马齿

苋、枸杞、面条菜、苦苦菜
等，都是营养丰富的美味野
菜。就说那枸杞吧，清明刚
过，田边地角的枸杞枯枝上
就已经长出了许多嫩绿的
枸杞芽。放学路上，我们就
会随手摘一把枸杞尖，回家
后交给大人。在开水里一
煮、清水里一漂，撒上调料
就可以上桌了。枸杞尖苦涩
中带着香甜，是下饭的佳
肴。面条菜藏在麦地里。每
逢周日，我们就会提个篮
子、拿把小铲刀来到麦田，
不一会就能挖满满的一篮
子。面条菜既可做调味菜，
也可炒着吃，吃起来是满口
的清香。吃法多的还要算苦
苦菜了，既可以凉拌，又可
以烧汤，还能制成咸菜。

我喜欢春天，因为它是
一个美丽、神奇且充满希望
的季节。

（指导老师：孙俊）

心声

我 爱 春 天
湘中幼专希望文学社 何培培

那天晚餐吃得格外早。我们吃完后，晚
霞还一直在燃烧……我拉着奶奶出去，在
乡间的小路上闲逛。奶奶看到伯伯们，便停
了下来聊着各种“八卦”。我知道奶奶一时
半会肯定聊不完的，说不定她待会儿去跳
广场舞，我何不去找我的小闺密玩呢？于
是，我跟奶奶打了招呼便走了。

我和她已经快一年没见面了，因为我
跟她不在同一个学校，放假的时间常错开，
好在这次月假同步了。途中我怕她不在家，
心里很是焦虑。然而走到她家时，她居然应
声而出，让我惊喜不已。她还是原来的样
子。我俩说着进入初二的所见所闻所感，两

人好像又回到了之前无话不谈的样子。
我俩走在乡间的小路上。晚霞变淡，天

慢慢变黑了，耳旁响起阵阵响亮的蝉鸣声。
话题一进入中考，我俩就沉默了。耳边的蝉
鸣声好像突然放大了数倍。短暂的沉默过
后，我俩异口同声地说：“报一中！”然后相
视一笑，之前沉闷的氛围一下烟消云散。

路灯照耀下的这条小路，我俩不知走
了多少个来回。蝉一直在嘹亮地叫着，好像
在为我俩伴奏……直至跳完广场舞回来的
奶奶在那边叫我，我才意犹未尽地跟闺密
告别。看着奶奶被汗水浸湿的衣服，我觉得
她一定跳得很尽兴。

第二天傍晚，姑姑叫我一起去抓螃蟹。
我欣喜若狂，问：“姑姑，我能叫上我闺密
吗？”姑姑说：“可以啊。”我连忙拿好工具和
姑姑一起走向我的闺密家。我大声地叫她
的名字，说：“想和我一起去抓螃蟹吗？”她
答应着，赶紧从屋里跳了出来。

姑姑走进小溪里，用丝网捞了一条小
鱼。然后，她随手折下来一根藤蔓，捡起一
根长木条做成一个简单的“钓鱼竿”。她把
鱼捆在藤蔓上，做成了“勾引”螃蟹的诱饵
……看着她一系列熟稔的操作，我俩佩服
得五体投地。我俩站在没过膝盖的溪水中，
相继跑到姑姑旁边，争着要拿钓竿。姑姑只
好又做一根。我俩开心极了，各自拿着钓
竿，寻找地方钓螃蟹……不一会儿，我就钓
起了一只螃蟹，我的闺密也钓起一只。

潺潺的流水声悦耳动听，微微的夜风
驱散了暑气。我的心情又美好了一分。

（指导老师：林日新 陈艳美）

回望

可 爱 的 夏 天
武冈市展辉学校羽丰文学社 苏紫馨

刘君泽倚在厕所门口，望着
远方，手中的烟抬起又放下……
不一会儿，黑暗吞没了一切，连
同他自己在内。虽然周围很黑，
但通过厕所灯光的映射，他眼里
的泪光仍隐约可见。

“干嘛呢！”一道呵斥声从黑
暗中传来。刘君泽与同学钟阳见
状，立即将他们手中的烟丢到地
上，然后“咚”的一下踩上去。紧
接着一道身影缓缓浮现，他挺着
大肚子，背着手，满脸严厉。

“李……李……老师，我们
没干嘛。”钟阳吞吞吐吐道。刘君
泽则在一旁，微微低头，攥着拳
头，沉默不语。

“还没干嘛，你是当我瞎啊，
还是觉得我鼻子有问题？你不是
我的学生，我没必要管你，但你
班主任会知道这件事的。”

“哎，李老师。”钟阳刚想求
情，李老师却早已扬长而去。

“唉，这个‘李麻花’，就知道打小
报告，真是倒霉来我家敲门——
倒霉到家了。”钟阳转头向刘君
泽抱怨道。

几个同学围过来，有人戏谑
地对刘君泽说：“小泽，你好像不
是第一次了吧？”

“噢，对……对。”刘君泽忐
忑地附和道。

“奇怪的是，老班好像不怎
么关心你呀。你前面两次被抓，

老班都视而不见呢。”
刘君泽微微低头，脸上带着

几分怒色，却并没有多说什么。
黑夜看似静谧，其实夜色深

处，狂风早已呼啸作响。
随着钟声敲响，教室开始安

静下来。
“钟阳，出来一下。”门口发

出一道声音，同学们齐刷刷地看
过去，是班主任萧老师。钟阳无
奈地走出去，大约过了半节课才
回来。此时，刘君泽心中忐忑不
安，他怕萧老师叫他，也怕萧老
师不叫他。就这样直到下课，他
终于按捺不住，便鼓起勇气走到
班主任办公室门前。抬手想要敲
门，却又收了回来。他徘徊在办
公室门前，嘴里嘀咕着什么。没
过多久，办公室的门忽然开了。

“小泽，有什么事吗？刚想找
你的，进来吧。”

“萧老师，你找我有什么事
吗？”

“就是这次政治测试，你考
得很不错，全班第一，继续加油。

但其他科目你还得多加努力。”
“哦，我知道了。”刘君泽嘴

角微微上扬。随后，眼中带着几
分疑惑地说：“就……就这些？”

“对，就这些。哦，对了。”说
着，萧老师从桌上拿起一个花
瓶，递给刘君泽。

“送给你，就当是你这次考
得不错的奖励。但你要记住，花
的美丽不在于它外表的娇媚，而
在于不管有没有人欣赏它，它仍
在努力地开放着。”

刘君泽接过花瓶，嘴里念叨
着这句话。

“好，我会记住的，多谢老
师！”刘君泽向门口走去。看着刘
君泽走远，旁边的李老师对萧老
师说：“萧老师，他犯了错误，你
怎么不批评他，反而还夸他？”

“其实，小泽的家境我了解
过，他父母出去打工，已经很久
没回来过了。虽然他们会定时打
钱到我这，但几乎没问过小泽的
情况。”

萧老师望着门口的方向，接

着说：“像小泽这样的孩子，缺少
的不是批评，而是夸赞和关心。
记得我小时候和他差不多，父母
早早出去打工，只留下我和奶
奶。那时起，我心里便有了一个
信念，就是我一定要努力读书，
去到他们的城市，跟他们一起生
活。自那之后，我越来越不爱说
话，和奶奶的关系愈发冷淡。我
读大学时，奶奶病逝。葬礼当天，
我亲眼看着骨瘦如柴的奶奶被
抬进棺材，被埋入土里。那时，我
脑子里一片空白。我才发现，我
总是只在乎自己失去的或者自
己想要的，却忽视了自己所拥有
的。”说到这，萧老师眼角的眼泪
已经摇摇欲坠，但她的目光依旧
注视着门口。

刘君泽蹲在门口，全身蜷缩
成一个球，轻轻地抱住花瓶。他
低声哭着，眼泪一颗颗落在花瓶
上，他记忆的大河迅速决堤……

不思量，自难忘。那年9月的
一个黄昏，他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泪眼蒙眬中，看到父母坐着车远
行，他想哭得大声点，越大越好，
他想要让他们听见，让他们回来。
渐渐地，他们消失在夜幕里……

刘君泽端着花瓶，望着远
方，阳光洒在他身上。他知道这
世界终于记得，终于记得给他留
一份阳光了。

（指导老师：宋阳玲）

小小说

阳 光
城步二中枫岭文学社 刘 意

思 考

瑶山风电
郑国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