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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有 人 记 得 当 年 《张 家 界 日
报》 校园版上那个叫朱敏的少年吗？

还 有 人 记 得 当 年 主 持 校 园 版
《星星点灯》 栏目的星星姐吗？

十多年过去了。相信很多的人
和事都已经模糊了，烟消云散了。

可是，有一个人却还记得，并
一直记着。

至少，还有一个人记得——记
得当年的 《校园》，那个曾经的“星
星点灯”，那个曾经的星星姐。

这个人就是朱敏。当年慈利三
中 那 个 写 诗 的 忧 郁 少 年 ， 诗 歌 王
子 。 如 今 他 已 归 来 。 他 回 到 了 家
乡。他来看星星姐来了。

8 月 26 日，星期一。这么热的
天，那么远的路。尽管再三婉辞，
朱敏说一定要来看看，执意要来看
看。我很感动，感动于这多年过去
了他依然记得星星姐，他辗转找到
我的微信，他是来还一个心愿。他
说从老家慈利金岩乡南坪村过来，
大概 11 点半钟的样子可到报社，我
便就近预订了午餐。上午编审完稿
件，还有点时间，我便坐在办公室
等候。

不由得勾想起那几年独自主持
“星星点灯”专栏的点点滴滴，回味
那被我称之为“幸福是一种可爱的

辛劳”(报社 20 周年社庆我的家书
语)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自己把自己
莫名地感动了一下。突然想起尘封
已 久 的 办 公 桌 的 抽 屉 里 还 有 珍 宝
呢。赶紧打开，最下面的第三只抽
屉，里面堆满了当年同学们给“星
星点灯”栏目、给星星姐的投稿和
来 信 。 许 多 来 信 是 报 纸 上 采 用 过
的，编发时的稿签都还在。从 2003
年到 2007 年，《星星点灯》 开设了
四年多的时间，每周一期，总共收
到了多少信件，总共回复了多少信
件，没有确切统计过。而这些被留
下 来 的 信 件 ， 沉 睡 在 抽 屉 里 十 几
年，几乎也被我遗忘了。那一摞摞
有些泛黄有点潮润的信件，里面全
是同学们的心思、心事，他们的情
感，他们的困惑，他们的学习和生
活。因为觉得珍贵，不舍得塞进稿
件 袋 扔 进 废 纸 堆 ， 便 随 手 留 了 下
来。厚厚的一摞，惊诧于不知不觉
中 竟 然 保 留 了 这 么 多 同 学 们 的 信
件。特地翻出朱敏的来信，竟有十
多封，其中还有他参军后从部队的
来信。当年，他的诗歌作品在校园
版上频频闪亮，他的来信以及星星
姐 写 给 他 的 回 信 ， 被 全 文 编 发 刊
登，特别是那篇 《写给朱敏同学的
一封信兼寄全市广大中学生》，当时

在全市学校青少年学生中及社会上
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我不知道那
几年“星星点灯”为多少青少年擦
亮过人生点亮过前进的行程，但朱
敏 从 一 个 有 些 忧 郁 有 点 消 沉 的 少
年、文学爱好者，中学毕业后毅然
投身军营报效国家，不能不说多少
是受到了我们党报正能量的积极影
响的。

12 点多钟，收到朱敏信息，他
已到报社楼下。早上遇雨在村里耽
误了一会儿。我赶快下楼，站在大
门口张望。因为我没见过朱敏，怕
认错人。但朱敏一眼就认出我来。
他见到我出来，马上从车上下来，
一脸质朴的憨厚的笑意，喊着吴老
师，快步向我迎来，紧紧握手。十
五、六年过去了，朱敏也不过三十
出头的年纪，一身军人本色，却依
然不脱文气。已经是一个 5 岁孩子
的父亲。这次专程来市里看望星星
姐，他把夫人和女儿都带来了。

我也邀请了同是慈利人、也是
退伍军人、也爱文学的同事党哥作
陪 。 我 们 边 吃 边 聊 ， 聊 家 庭 和 近
况 ， 聊 远 景 ， 也 谈 起 从 前 的 诗 和
信，从前的理想。恍惚间时光仿佛
又回到从前。但从前的那个少年，
当他站在我的跟前时，已然是一个

阳 光 阳 刚 顶 天 立 地 的 男 子 汉 大 丈
夫。朱敏在江苏南通某部服役期满
光荣退役后，就留在了当地成家立
业，妻子十分贤惠能干，有一个可
爱的女儿，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但 家 乡 需 要 他 ， 一 次 又 一 次 召 唤
他，他便毅然决然回来报效桑梓。
他利用他的才干和优势，带领乡亲
们脱贫致富，为家乡的新农村建设
甘洒热血和汗水。这次他就带了他
们村里自种的猕猴桃和西瓜，给我
们品尝呢。我对党哥说，朱敏身上
很有故事，可以做一篇好文章，写
人物你是把好手，下次专门去金岩
搞个实地专访如何？朱敏不好意思
地讪笑着，连连摆手，不行不行还
没 做 出 成 绩 来 。 那 略 带 腼 腆 的 神
情，仿佛就是从前的那个羞涩少年。

中午就这么短暂一聚，朱敏又
要急匆匆赶回金岩，村里还有事等
着他的。他说后天还要送她们母女
回江苏，假期结束了女儿要上幼儿
园了。听他说这话的时候，感觉他
就像一个陀螺，在江苏南通与湖南
张家界之间，在家庭与家乡之间，
在亲情与乡情之间，不停地转，乐
此不疲，无怨无悔。

挥手告别，望着小车远去，突
然想起来都没跟他一家人合个影留

个念。不免遗憾。但我想一定有机
会再聚的。下午收到朱敏回村后发
来的微信：“吴老师真的特别有心，
这么十大几年都过去了，你这里竟
然还保留着那么多于我来说珍贵的
东西，如此细微之处，让我更加珍
惜和感动，真的谢谢吴老师对我的
启蒙，鼓励，还有鞭策，让我如今
仍旧在心里对文字写作有热情，有
温度，有追求，让我更加去热爱生
活，感知故土家园及所有人对我的
眷顾。谢谢吴老师，谢谢。”

正 如 朱 敏 从 前 在 一 封 信 里 写
的：“对于我们山里的孩子，彼岸总
是很遥远。我希望带着我的梦能走
到远方去，能走到我要到达的地方
去 ⋯⋯” 有 梦 就 有 远 方 。 远 方 不
远，就在心里，只要努力，就能到
达。如今的朱敏，不正朝着他人生
的远方迈进么！

不由得欣慰地一笑，满满的祝
福。

那个写诗的忧郁少年，如今他已归来
吴 旻

午后，带着考试失意的落寞，拖着久坐无
力的双腿，我缓缓而行，去看那一池绿荷。

远远瞟了一眼，不见半点绿！紧走几步，
只见满眼萧瑟，只留一池沉寂。

看 来 真 是 无 趣 。 塘 中 几 支 粗 壮 的 枯 荷 立
着 ， 光 秃 秃 的 ， 形 影 相 吊 。 其 它 的 或 匍 匐 水
面，或折断耷拉，在些许残水中格外凄惶。眼
前不由闪过盛夏的绿荷，一池绵延的绿云烘托
出 一 朵 朵 半 开 的 红 莲 ， 那 似 开 不 开 、 欲 语 不
语、将红未红、待香未香的一朵朵红莲，它们
在田田荷叶衬托下格外精神。曾经，那美丽的
红莲装饰了我多少个仲夏夜之梦啊！

眼前这枯荷，怎么是当初“接天莲叶无穷
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那一池呢？我大失所
望，正欲离去，转身看见一位老人在池塘边支
着个画架在画画儿。

咦？那纸上呈现的，不正是这一池枯荷吗？
看着我一脸疑惑，老人笑着问我：“孩子，

你也喜欢赏荷吗？”
我看着那一池破败，脱口而出：“这哪儿还

有荷可赏？”
老人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没荷？你看那

挺 立 的 茎 ， 无 论 风 吹 雨 打 ， 它 总 是 挺 直 了 腰
杆，虽然枯萎却依然挺立，这不值得欣赏吗？
你看那刚露出水面，尖尖的小茎，就是未来的
新荷呢。”我顺着老人手指方向搜寻，果然，冒
出不少尖茎。“哪怕在寒冷的时节，它们也在悄
悄生长，只等春天一到，立马就会变样。”老人
又长叹了一口气道：“荷开之景固然美，但现在
——花开之前的生长⋯⋯我认为才是最美的。”

说完，他又埋头开始绘画。只见，那洁白
的画纸上，果然有一茎枯荷在寒风中摇荡，但
仍挺立。而那泥土间却冒出点点青白小芽。顿
时，我明白自己是多么肤浅。枯萎是为了更好
地绽放！衰败之后又攒劲生长，那才是荷花真
正的灵魂。

我快步向前走去，我要描绘出一幅最美的
荷花图。

（作者系张家界金海学校 1803 班学生 指导
老师：秦赛婵）

枯荷
覃子怡

七月既望，桑植一中军训至。新生中摩拳
擦 掌 者 ， 两 股 战 战 者 ， 心 若 止 水 者 ， 不 一 而
足。众父母忧而细嘱，众教官但含笑不语。

翌日晨，未闻起床铃响，便有新生惊觉欠
伸 ， 起 而 洗 漱 。 俄 而 铃 响 ， 众 皆 起 ， 絮 絮 不
止。当是时，赖床声，闲话声，洗漱声，盆桶
相撞声，衣架落地声，一时齐发，喧闹不已。
半晌，众生皆着装打理完毕，于操场云集。

自清晨至晌午，晌午至日暮，又自日暮至
二更，未见各班教演断也。一生违纪，全班受
罚。又兼烈日当空，云皆远遁，偌大之操场更
无一物以蔽阳，众生只叫得苦。遍观各班，有
练 立 正 者 ， 中 驼 背 怂 肩 之 人 无 数 ； 有 练 齐 步
者，其中顺拐之人犹有不少；亦有练敬礼者，
但见掌心外翻、臂弯如月之人不胜数。如此奇
景，虽人有百口，口有百舌，不能笑其一也。

逾数日，众生渐知要领，由是操练颇有精
进。

月末会操，阅兵场上，各班动作无不整齐
划 一 ， 未 见 有 初 训 之 滑 稽 状 也 。 但 见 英 姿 飒
爽，惟闻踏步撼地。口号嘹亮，其声震耳。观
军体拳方阵，杀声震天，颇具男儿气概；匕首
操 方 阵 ， 身 形 矫 健 ， 巾 帼 不 让 须 眉 。 师 者 观
之，笑矣。父母观之，笑而泪矣。

阅兵毕，军训亦终。由是众生欢而呼之，
号而跃之，以宣此历练之荣耀，并泄此数日之
劳苦。

噫！军训之时，酷热难当，未见有薄云相
傍；蝉鸣聒耳，未闻其片刻消停。骄阳炙之，
浓汗浸之，蚊虫咬之。体无完肤者、脚破而跛
者、体弱而病者不在少数。

如此苦事，缘何应有？盖欲劳人体肤，以
锻人心智，使人明坚韧不拔；以班为伍，使人
知 团 结 之 优 ， 使 人 晓 一 荣 俱 荣 、 一 损 俱 损 之
理。怠惰者因之勤奋，骄傲者因之谦虚，不善
束己者因之自制，茫然不知目的者因之立志。
由是观之，不可谓收获不丰矣。

（作者系桑植一中 1906 班学生）

军训记
向辉航

白天大声地朗读
夜晚默默地背诵
从小时候起就开始学习太阳
踮起脚尖
遥相呼应那轮天上的偶像

谁都想圆满，她便长成植物的
理想
在她那圆圆的模范里
整齐划一的站着颗粒
享受着平均的温暖和时光

望着一地的向日葵
高低错落，因为精神的向度
她们转动和围绕

向日葵
李伊忠

在那个没有风扇、没有冰箱的
年代，夏天的我们最大的幸福莫过
于吃上一支冰棍儿。

街边的小杂货铺大多都会摆上
一个盖着棉被的泡沫箱子，递上一
个两分的“锑壳子”，老板便会掀开
棉被，揭开发黄的泡沫盖，取出一
根白糖冰棍儿。

阳光下，那根神奇的冰棍儿在
手中会冒着丝丝白烟，传送从手心
到手臂以至于全身的凉气。

大大咧咧的人拿到冰棍儿会立
马扔掉纸，大口大口咬着吃，三下
五除二，一根冰棍儿下肚，棍儿随
手一抛，两手搓搓，或是手在衣角
上摸摸了事。

大凡讲究的人会用纸包裹住冰
棍儿底部，然后小口小口品尝，慢
慢 感 受 那 种 香 甜 软 绵 ， 冰 棍 儿 吃
完，纸连同棍儿一起扔掉。

小孩子的吃法完全不一样，纸

解开小心保留，然后一点一点连吮
带舔。从上至下，从下至上，从左
至右，从右至左，棍儿转着，冰也
转着。不知不觉，冰水顺着棍儿流
到 手 指 ， 舌 头 便 从 手 指 舔 到 棍 儿 ；
冰 水 流 到 手 臂 ， 舌 头 便 舔 到 手 臂 ，
这时候嘴里甜中带咸，又是另一种
滋味。如此五次三番，冰棍儿变得
白白细细的已经没有甜味， 不过这
时脸颊也冷的通红，嘴冻得麻木不
识 滋 味 ， 几 口 吃 掉 冰 ， 轻 轻 咬 咬
棍，唆唆手指，还有甜中带咸，咸
中带甜的余味儿。

如若有三分“锑壳子”，便可以
买到绿豆冰棍儿。那可比白糖冰棍
儿多了几分兴奋。运气好的话，整

支冰棍儿都是绿豆，咬一口，开了
花 的 绿 豆 便 满 嘴 钻 着 香 ， 透 着 甜 ；
若是整支都是绿豆蓉或是半豆半蓉
都算正常，那种沙沙糯糯的香甜入
口即化；最差的便是上面薄薄一层
绿豆下面全是绿色冰的那种，一口
咬掉绿豆，还没来得及细品，便全
是 冰 ， 品 绿 豆 蓉 的 过 程 完 全 没 有 ，
吃着吃着便会唠叨着运气不好。

有时候，大人们下班回家会带
上几根冰棍儿。这时候的冰棍儿已
经化软，可能一揭开纸就会冰是冰，
水是水，棍是棍。别急，先用搪瓷缸
子装着，再解开纸，管它是冰是水，全
在缸子里。慢慢喝着冰水，看着小块
浮冰游动，时时用棍儿拨弄着越来越

小的冰，冰水喝完，冰也化完，再用冷
水涮涮缸子，还可以回味那个凉至心
底的甜蜜。

冰 吃 完 ， 棍 儿 并 不 急 于 扔 掉 ，
积攒着和小伙伴玩游戏。棍多了可
以拼成帆船或者房子等等。

约上三五伙伴，每人先出一根
棍儿，垂头、剪刀、布定输赢，数
根棍儿撒开，棍儿与棍儿之间的最
大的口严严实实的话，便可以拿相
当的棍儿点进去赢别人一倍的棍儿。

拥有最多的棍儿便是老大，会
引得小伙伴羡慕。自己积攒的棍儿
毕 竟 有 限 ， 赢 别 人 的 棍 儿 要 靠 运
气 ， 那 么 就 去 捡 便 宜 的 呗 ， 于 是 ，
常常在大街上会有小孩子紧紧盯着

地面，看到棍儿，老远便会飞奔捡
上。若是遇上吃冰棍儿的人，便会
一直不远不近跟在其后，眼睛紧紧
盯 着 人 家 的 手 ， 人 家 棍 儿 刚 刚 落
地，便会拾起来如获珍宝。

冰 棒 纸 也 是 宝 贝 ， 上 面 有 蜡 ，
可 以 做 成 各 种 各 样 的 船 ， 没 有 伙
伴，一个人拿着船也可以在水沟里
玩上半天。

冰 棍 儿 是 当 年 整 个 夏 天 的 美
好，冰棍儿可以带给童年很多乐趣。

时 光 荏 苒 ， 童 年 一 去 不 复 返 ，
而 昔 日 的 冰 棍 儿 早 已 经 千 变 万 化 ，
但是用“锑壳子”买的冰棍儿留下
的那丝甜蜜，那丝清凉，那份美好
却更加甘醇绵长。

冰棍儿
胡英

享 誉 中 国 古 代 文 学 史 的 “ 三 言 二
拍”的“三言“ （《喻世明言》《警世通
言》 和 《醒世恒言》） 的作者、明朝文
学家冯梦龙，喜欢吃猪肉馅的包子，他
家的厨娘也最擅长做肉包子。一天，冯
梦龙心血来潮，故意给厨娘出难题：“今
天你给我做几个没有葱的葱味肉包子尝
尝 ， 也 好 让 我 看 看 你 的 厨 艺 长 进 了 没
有。”没有葱的葱味肉包子，这不是故意
刁难人嘛！不过，这厨娘也不是等闲之
辈，她稍一思量便有了主意。揉面、剁
猪肉、上笼屉蒸⋯⋯不一会儿工夫，一
盘肉包子就摆在冯梦龙面前。冯梦龙拿
起一个咬了一口，是猪肉馅的，仔细瞧
瞧肉馅里，没有一根葱，吃起来却有葱
的香味！冯梦龙非常吃惊，忙问厨娘 ：

“ 怎 么 做 到 的 ？” 厨 娘 笑 着 说 ：“ 很 简
单，就是做好了猪肉包子，在笼屉里蒸
的 时 候 ， 把 葱 放 进 去 ， 等 肉 包 子 蒸 熟
了，再把葱拿掉不就得了？”冯梦龙恍然
大悟：要做有葱味的肉包，葱不一定要
入馅的呀！

无独有偶，另一个真实的故事：上
个世纪二十年代，享誉世界的美国喜剧
大师卓别林来到上海访问，当时中国著
名电影演员韩兰根曾陪他逛过城隍庙 。
午饭时间，一行人走进一家汤圆店，吃
到了芝麻猪油汤圆。别看卓别林演戏得
心应手，却不知汤圆怎么吃法，一口咬
下去，只听“吱”地一声，馅汁溅到韩
兰 根 身 上 ， 喜 剧 大 师 连 忙 拿 出 手 帕 揩
擦。他感到奇怪，于是便又舀了一个汤
圆，对着这“奇怪的”中国汤圆仔细端
详了半天，实在找不到这些汤汁的入口
处，于是满怀狐疑地问韩兰根：“噫，这
里面的汁水怎么放进去的?他们是用注射
器注射进去的吗？”韩兰根不由大笑，轻
轻 说 ，“ 这 是 中 国 几 千 年 前 仙 人 传 授
的。”卓别林惊叹不已，边吃边点头。韩
兰根见他当真，就把实情告诉了他，两
人顿时哄笑不已。

这两个故事的发生时间相差了整整
三百年，但给我们留下的哲理性思考却
是惊人的一致：都蕴含着两个共同的哲
理，其一便是阅读使人明理。我们的阅
读是带有方向性的，阅读不是看热闹 ，
也不是找乐子，更不是消遣时间打发时
间。我们阅读需要养成一份带有思考的
习惯，哪怕是一些看上去滑稽甚至荒诞
的文章或是小故事，它都是有着属于自
己的主题的，都会折射着某一种哲理 。
如果连这个都没弄明白，读完了只是觉
得很惋惜便扼腕叹息，读完了只是觉得
很搞笑于是便哈哈大笑，并无任何思想
触动，并无任何生活总结，那这总阅读
无疑就是“无用功”。没有情怀的阅读，
就是失败的阅读。

正确的阅读方式应该是弄清作者的
创作目的，这便是主题，任何文章或者
书籍都只是一个载体，它承载着作者的
思想、情感或是要表达的道理，而所有
的材料都是为之服务的工具；其次要理
清 文 章 的 线 索 与 脉 络 ， 结 构 与 人 物 形
象；再次是写作技巧与表现手法；最后
是读后的思考，思考后的总结，总结后
的收获。这样的阅读才是没有白读。至
于其中的另一个哲理，因篇幅所限，下
一篇会深度剖析。

情怀篇之二十 （上）

卓别林的汤圆
与冯梦龙肉包

李炳华

今 天 ， 我 看 了 《把 苦 难
熬成花朵》 这篇文章。这篇文章主要讲

了一位阿婆和他的儿子相依为命的故事。他们
在生活中受到了村里人不少的帮助，当阿婆儿子长

大以后想出去打工时，阿婆劝她说:“村子里缺老师，孩
子们要读书，你就安心留下教书吧。”他听了母亲的话，便

留了下来，并渐渐喜欢上了老师这份职业。阿婆则时常去学校
看望那些上学的孩子，并给一位家庭条件非常差的男孩织毛衣毛

裤，来默默回报乡亲们曾经对他们的好⋯⋯
看完文章后，我想起了曾经有这样一件让我印象深刻的事情，

记得有一个卖菜的人，他准备回家时被石头绊了一下，筐子里的菜
全掉在地上，旁边一位大叔看到后帮着大叔把菜捡起来，最后卖菜
的人给了那个好心大叔两大棵白菜表示感谢。由这件事情我感受
到卖菜的人是个懂得感恩的人，而帮助他捡菜的人则是个心地非
常善良的人。

这篇文章使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爱，充满了人间的各个
角落，如果每个人都用一种感恩的心理去对待每一个人

每一件事，那么这个世界会非常美丽而充满阳光。”
（作者系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小学部六年
级 1404 班学生）

读《把苦难熬成花朵》有感

王舒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