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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刚刚温暖起来的季节，我赶赴杭城听杨晨诵读仓
央嘉措的诗歌。

十月，刚刚入冬的季节，我到温州大剧院看黄琛迪扮演
仓央嘉措的舞剧。

灯光暗下，寂静无声。再亮起时，幕布上一个苍老荒凉
的月亮，泛着白光，四周是深蓝色的，但不是天空。

隐约中有人群走动，然后一个身披着红衣袈裟的喇嘛，
双手合掌，孤独地朝圣般地走过。

字幕显现：第一幕：南山的春天。一群藏民正在载歌
载舞。主人公小仓央嘉措和妈妈一起欢舞嬉戏。这一场景
从历史上看，应该是仓央嘉措出生后，因桑杰嘉措认定这
小男孩是五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让乌金峙的喇嘛多吉
在暗中保护，故仓央嘉措一家三口得以在寺中平静度日。
但在他六岁时，父亲扎西丹增因病去世。此后九年，母子
相依为命。这段时光主人公虽有失父之痛，但总算是自由
的美好的日子了。此后一生，他都是在巨大的阴谋和沉重
的黑暗中度过的。

音乐骤变，一群贵族模样的人来了，他们从妈妈身边硬
生生地抢走了孩子，母子大哭。此时两位年轻的演员表演
很到位，挣扎、无奈，面部表情很丰富。这个时间是1697年
秋天，历史的马蹄声从遥远的北方急速而来，让平静的生活
崩裂成盛开的浪花。“胜者在上，我等特来迎请大驾进宫”，
上人将巴顿珠的一句话，让妈妈才旺拉姆和仓央嘉措大惊
失色。但任何言语都是苍白的，任何反抗都是徒劳的，相依
为命的母子就这样生离到后来的死别。

第二幕：几年后的寺庙里。舞台上两个喇嘛，一个无疑
是已经坐床成为活佛的仓央嘉措，另一个是他的经师，正在
为他讲述经文。这是想操纵他的桑杰嘉措请人给仓央嘉措
教授经文，为成为一个受人尊敬的活佛做准备，毕竟，此时
的胜者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后来有一个场景是他的
母亲前来相见，母子抱头痛哭。但历史上并无此记载，仓央
嘉措坐床不久，他母亲就归天了。布达拉宫庭院深深，哪能
轻易可以母子相见？我不明白导演这样安排情节的意图。

背景切换至第三幕：几年后在宫里。仓央嘉措已经知
道，命运一旦落在他的身上，不管是怎样的不甘、反抗，都是
徒劳的，他根本无法离开这个金色的牢笼，于是只有默默地
活着。但正值 20岁青春年华的仓央嘉措旺盛的精力郁积
得太多，必然要找个发泄的出口，那就是写诗了。被后世人
们所称颂的情诗大部分写于这一时期。

扮演者黄琛迪似与主人公有某种相似，相貌俊朗，高个
瘦削，在舞台旋转、飞舞的他，用肢体倾诉着主人公的苦难
与挣扎、沉默与麻木。

剧情转至高潮的第四幕：走上八廓街。这在历史倒是
真有此一说，当时整个拉萨都在传诵仓央嘉措的情诗，并且
因为喜欢这些诗而对仓央嘉措更加忠信。仓央嘉措从最信
任的仆人桑吉口中得知，自己诗歌受人们欢迎，就急于要走
出这个牢笼，去民间感受人间烟火。他催促桑吉想办法。
感受主人多年困居于宫里难以排遣忧愁，桑吉悲壮地答应
了。

冬日的拉萨八廓街，热闹非凡，四方的信徒就是从这
条街走向大昭寺的。仓央嘉措贪婪地看着眼前的每一个角
落，每一个人都让他感到温暖，每个店铺都让他觉得有生
气，他喝了酒，他踉踉跄跄地走在街上。“若是找到自己
的另一半时，不要任何多余的解释就能一下子将双方认
出。”“人面桃花”的仁曾旺姆在此刻与仓央嘉措有了致
命的邂逅，在难以置信的幻觉中，两个年轻的身体两颗年
轻的心深深相吸，他咬着牙在她耳边低语：“我要为你做
一件大事。你一定要等着我。”但此刻在舞台上的仁曾旺
姆似乎表情过于轻松，竟带有挑逗的神情，实际上她除了
刚一见面微微一笑，之后都是哭泣颤抖跪地至发呆……因
为她知道这一见之后，今生今世也不一定再见一面。

最后一幕故事戛然而止：几日后的宫里。因为有了心
上的人，他立志要还俗为平常人，于是他去见他的受戒恩师
一一五世班禅额尔德尼喇嘛，然后一脸决然地摘下沙弥
戒。他在心里放下一切，除了仁增旺姆。此时舞台上的演
员表演很投入，决绝、大义凛然，不顾一切的内心世界被演
绎的淋漓尽致，他拿出沙弥戒，捋下佛珠(但舞台上用了一
串铃铛来代替，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舞台上的仓央嘉措
泪眼婆娑，大颗珠汗滴下。我为仓央嘉措哀叹也为这位表
演者叫好，一个现代男孩，之前也不大了解主人公的经历，
却能准确把握这位传奇活佛的内心，着实不易。

背景音乐响起“世间事，除了生死，哪一桩不是闲事
……”

音乐骤停，仓央嘉措双手合掌静立舞台中央，一片片似
雪花又不像雪花的小碎片从天而降，舞台灯光绚丽，美仑美
奂。随后一个个演员上台，谢幕！

台下，掌声雷动！
“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历史向前，人情

亘古，有人被深爱，就有人被辜负。无奈！

赶考的棉树
汪亭

阳台上的树，在我买来的时
候，绿得透亮，绿得达观，绿得喜
人。卖家说它叫绿宝，又名幸福
树。

我将它栽在家中最大、最深
的一个白瓷花盆里，在楼下空地
挖来细软的沙土，一捧一捧地，
将花盆填得满满的，而后浇上
水。看着这棵在阳台上安顿下
来的树，我有一种由心而生的欣
悦。那天，为安置这棵树，我竟
忙出了一身久违的汗水，对一个
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的人来说，这
确乎是一份不菲的收获。

以后的日子，只要一有闲
暇，我就拿着铲子、剪刀或水壶，
为它除草、松土、修剪、浇水，当
然，也会顾及阳台上其它的小花
小草。

那一树的绿，着实惹人喜
爱，没有阳光的时候，它绿得宁
静、醉人；有阳光的时候，它的叶
片沐浴在阳光之中，益发闪亮、
明艳。在我看来，阳台上的这棵
树，是我栽养的植物中，十足的
大胃先生，只要有充足的水和阳
光，它就会生机盎然。

夜色中，尤其在月色下，它

宛然就是一个盛装的妙人儿，不
多的，却是一对一对双生的、倒
垂的、喇叭状的花儿，情人般在
月色映照下，躲在密匝匝的绿叶
间，没完没了地窃窃私语。每次
因胃部不适起床，我都要来到阳
台上，拉开阳台顶灯看上一看，
悟一回事，发一阵呆，而后离
开。

每天早上起床后，我雷打不
动地要走上阳台，那是一份对所
喜所爱的钟情，一份生命的牵
挂。只要看到它舒枝展叶，绿油
油、水汪汪，挺拔而有朝气站在
那儿，就会有一种愉悦和满足在
心头荡漾。

每年春天，它都要发新芽，
长新枝。它一点一滴的变化，我
都了然于胸。只是，阳台空间有
限，它或旁逸斜出或向上生长的
枝丫，我只能拣那细小的适时地
剪掉，留着粗实的让它生长，如
此一来，整棵树一直保持疏密有
致状态。剪掉了的，来年又会长
出新枝。

有一回，同一园林爱好者谈
起阳台上的养树心得，他说，旁
枝可以修一下，顶上的枝剪不

得，否则会影响风水，有碍主人
的前程。对于这种迷信的说法，
我自然不会认同。

一晃，几年过去了，这棵树
给我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亮色和
欢乐。但在去年冬天，这棵树的
叶子出现了棕褐色的斑点，这种
明显的病态慢慢地扩展到整片
叶子。一开始，我以为是水量不
够的缘故，每天都不忘为它浇
水。但属于它的叶片终究还是
一片接一片枯萎下去。于是，我
索性剪掉它所有的枝叶，想着为
它保留养分，让它没有负担地修
养生息。

然而，今年春天，其它的小
花小草都长出了新叶新芽，却再
也没有看见这棵树的动静。我
试探着打开它的根部树干，发现
它的身体黯然枯竭，生机尽失，
已然是无力回天了。

我了悟，是树，是一棵可以
不断向上生长的树，终究有属于
它的天地，终究不宜在逼仄的阳
台上生长、存活；最后，它还是要
归于自然，它的灵魂，终究适宜
在大自然的怀抱里氤氲、舒展、
飘荡。

从小到大，我的兴趣一直
非常广泛，性格也很要强，画
画、书法、写作，必须样样出
色才行，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那年，高考临近，每次模
拟考试，我的成绩都在班级垫
底。压力让心高气傲的我无比
沮丧，一度心灰意冷，以致不
想参加高考。

周末，我逃回了家。在屋后
的一块棉花地里，望见父亲站在
棉丛中，拿着剪刀麻利地剪下棉
花枝叶。衬衣被汗水浸透，紧紧
地贴在父亲的背上，我远远地注
视着，心里说不出的难过。

一会儿，父亲弯腰用草绳
把剪下的枝叶捆了起来。就在
这时，他看见了我，顿时神情
很惊讶，朝我大喊：“小子，
咋回来了啊？”

我低着头，沉默不语，摆
弄狗尾巴的双手不停地颤抖。
我实在不敢看父亲那被骄阳晒
烤得如黑炭般的脸。父亲见我
良久没有吱声，匆忙跑到我身

旁，把自己头顶上的草帽摘下
扣在我的头上，关切地问：
“是不是没有生活费了？”

我压低声音，快速地说了
句：“我不参加高考了。”

父亲的表情顷刻凝固。原
以为他会对我吼叫，甚至拿起
棉花枝抽我一顿。我做好了一
切准备，可他却意外地轻声细
语问我：“为什么？”

我仍然不敢抬头，兀自一
五一十地把心事告诉了他。父
亲顺势在我身旁坐下来，点燃
了一根劣质香烟。沉默了好久
后，他突然指着旁边的一捆棉
花枝，憨笑地问我：“小子，
知道为什么我把这些枝叶剪下
来吗？”我无精打采地摇摇头，
心里也正纳闷。

父亲猛地吸了口香烟，很
平静地说：“这些枝叶在棉树
上，不但是多余的，而且还影
响着整株棉树结苞开花。每株
棉树有三五枝最好，这样所有
的养分就会集中起来，结出许

多饱满的花苞。所以，每年我
都要剪掉一些多余的棉枝。”

听了父亲的话，我静静站
立在田间，若有所思。阵阵微
风吹过，这片棉花，因为枝叶
稀少，每枝都能摇曳弄姿，尽
情享受着清风的抚摸。看着眼
前的景象，我的心仿佛涌进一
片阳光，透亮了许多。

第二天，我重新回到学
校，将学习以外的兴趣抛下
……那年八月，我收到了一所
专科院校的录取通知书。

如今，我一直铭记着父亲
当年的那番话，他用朴实简单
的务农经验告诉了我终生受益
的生活哲学：我们每个人都是
一株棉树。当生活中各种枝叶
繁茂地疯长时，应该立即有选
择地剪去一些，让所有的精力
集中在关键的几枝上，用心地
去浇灌栽培。这样，我们的
“棉枝”，才能开出更饱满的花
朵。人生亦如棉树，删繁就简
方为真。

2
0
1
8

年4

月2
7

日

星
期
五

7

学
生

编
辑
：
胡
艺
罗

版
式
：
胡
爱
敏

春 游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河水清澈见

底，天空湛蓝深远，空气清新甜润。
我们踏着春的脚步走向渭石，看，柳

树吐出嫩绿色的小芽。小芽如星星点点
像一只只萤火虫在树上闪烁着耀眼的光
芒。一阵轻风吹来，柳树的“长辫子”就在
微风中翩翩起舞。

到了日月湖，旁边有一片金黄色油菜
花，远看像一块金黄色的地毯，又像是太
阳落下时把最后一簇阳光涂抹在田原
上。若走近一看，你会发现油菜花是由十
几个小小花簇成一团，如可爱的小花球。
我还发现了一种紫罗兰色的小花朵，许多
花瓣由紫到白，在风中飘来飘去，像花仙
子做着优美的舞蹈姿势，真让人欢喜！

我们到达了目的地，找了个空旷的地
方，把帐篷搭了起来。陈佩妮、卢佳慧和
我……坐进帐篷里一起吃自己带的零食，
很多人都过来我们这儿交换东西。看，叶
子茜过来对我们说：“我用这个葡萄味的
果冻和你们换香芋味的果冻，可不可以
呀？”“可以”我爽快地答应了。

不止交换东西，因为只有我带了帐
篷，经常有人进来坐一坐，十分热闹。

春游结束了。可是我爸爸妈妈都还
没有过来，我就拔了一根柳枝下来，做了
一个美丽的小花环，我还觉得不够好看，
就摘了一些粉红色的小花按了上去。如
此，就似把春天折成了花环，戴到了头上，
特别好看！

县实验小学 郑 翊
指导老师 李容貌

游大龙湫
和春光一起，我来到了这里。
春林初盛。沿途上的新叶开始惺惺

相惜起来。恍然间抬起头，便如同跌入了
“白发三千丈”的梦境中，一缕缕银发从悬
崖上倒坠下来，随风飘散，在天光的笼罩
之下，便觉这一切都是波光粼粼。那瀑
布，好似待嫁的女子，却不知为何，早生华
发!

龙湫实在是太细了。细得弱不禁风，
好似一转眼，就要被风揽得翩然而去。那
瀑中似乎藏着风，要不然怎会如此灵动
呢？我凝神望着，那一缕缕分散开的水
瀑，像坠星，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消失在
了天光云影中。

走近，有水声。那水声仿若九天之外
传来的，不像是人间的曲调。若那水可以
裁剪，我便要裁一块做成轻薄的衬衣，穿
上它，定是可以成仙罢!可又有谁忍心将
它裁下呢？

好友说：“这实在是太美了。”
我嫌“美”这字俗，却再也找不出更好

的字来概括了。
临走时，那瀑布似幻作了一霎霎轻

烟，伸出纤细的手挽留，我闭目，听风起
涛，那瀑布似乎还在身旁，湿润了将至的
躁动的夏季。

县实验中学九（2）班 厉佳萱

口香糖·巧克力

蚯蚓的眼泪

读《昆虫记》后感
假期偶尔漫长,而有了课外书,就不

显得单调了。而其中，《昆虫记》就是一
本不错的书，作者法布尔在书中寄托他
对昆虫以及自然的热爱。书中充满了惊
奇，充满了情趣，将昆虫世界的真面目展
示在读者面前，使我发现了许多大自然
中蕴含的各种科学真理。

昆虫世界的奇妙，作者以他那生
动活泼的行文，轻松诙谐的语调，向读
者描述了昆虫世界的一幕幕。杨柳天
牛像个吝啬鬼，身穿一件似乎缺了布
料的短身燕尾礼服。“小甲虫，为它的
后代作出无私的奉献，为儿女操碎了
心”，而被毒蜘蛛咬伤的小麻雀，也会
“愉快的进食，如果我们喂食慢了，他
甚至会像婴儿般哭闹”等等。这些富
有人类情感的生物组成了一幅生态
图，让人身临其境。一定是因为有同
种感受，鲁迅先生奉其为“讲昆虫生
活”的楷模了。

昆虫学家法布尔以人性观照虫
性，呕心沥血，终于写出世界著作《昆
虫记》，为人类留下一座富含知识、趣
味、美感和思想的散文宝藏。法布尔
是法国的一位昆虫学家，出生于法国
南部圣雷翁村，童年在乡间与花香鸟

语丛中度过。他的家境贫穷，导致他
连中学也无法正常读完，他坚持自学，
取得了学士以及博士学位。

他的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的
一生面临两个难题：一是“偏见”，二是
“贫穷”。法布尔勤奋刻苦。锐意进
取，从农民后代变成了一位中学教师，
中学教书了20余年，他兢兢业业，同时
业余观察昆虫和植物，发表过出色的
论文。尽管如此，他想“登上大学讲
堂”的梦想始终得不到支持。

法布尔在我的眼中，是个值得尊
重和学习的人。他们耐心与毅力是惊
人的，他为了昆虫竟然蛰居荒石园，长
达30年之久。他为了完成《昆虫记》几
乎是牺牲了一切。他没有抓住一生中
出现的许多机遇而过上幻想中的“好
日子”却安于清苦，坐了一辈子“冷板
凳”，甚至不惜一切一家老小也捆在自
己这张“板凳”上。

我想，《昆虫记》留给人们的不止是
文字，还是它那蕴含着丰富知识的宝藏，
是法布尔那坚毅而又耐心的人格。

当自己面对着池塘，凝视着它的
时候，我从来不觉得厌倦。在这个绿
色的小小世界里，不知道会有多少个

忙碌的小生命。这都是读过《昆虫记》
使我明白的，原来多么微小的世界可
以无限放大，可以组成一幅生态图。
《昆虫记》不仅仅充满着对生命的敬畏
之情，更蕴涵着追求真理，探索真相的
求真精神，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我想，我们应该有追求真理的勇
气和毅力，对自己感兴趣的事，应该要
有始有终的去把它做好，相信自己的
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
哪怕你的追求在别人眼中是枯燥无
聊，但只要有恒心，就一定可以创造奇
迹。这是《昆虫记》带给我的启示，《昆
虫记》值得你阅读！

县实验中学 黄城良

望着超市收银台那黑漆漆的人
群，我的心不禁揪了一下，迈着步子
走过去排队。一只手紧握着购物篮，
另一只手有点不安分，摸着口袋中的
巧克力。这条巧克力是我耍了一点小
聪明才到手的。

“半个世纪”过去了，终于轮到排在
我前面的那对母子。母亲约摸二三十
岁，好似因为操劳过多导致脸上浮现出
一丝丝劳累，而儿子大约五六岁，满身
稚气。那位母亲一只手将购物篮放在
收银台上，给收银员结账，另一只手拉
住儿子，并告诫他不要乱拿货架上的东
西。当收银员问那位母亲还有没有未
结账的物品时，母亲摆摆手，说声“没
有了”，便付完钱走了，提着购物袋，拉
着儿子消失在了超市的出口。

轮到我了。我将东西放在收银台
上，一只手再次不自觉地摸了下口袋中
的巧克力，心中出现了难以言状的情
绪，总感觉有许多灼热的目光，透过布
衣口袋，盯着那条巧克力。我逼迫自己

不要再去想那条巧克力，将目光转向结
账处，努力让自己的心态平静下。
“等等”远方传来一声焦急地喊叫。

我的背后出了一身冷汗，觉得自己
要被告发似的。我带着一丝心虚，转过
身来望了一眼。是那对母子！她们不
是已经付完钱了吗？

“很抱歉，我发现还有件东西没付
钱。”母亲不好意思地说道。她将站在
一旁的儿子紧握的拳头打开——是一
条口香糖！那位母亲抽出口香糖，放在
收银台上。这时，后面的人群起哄道：
“去后面排队去”“怎么不一下子付清”
“别插队啊”……

“很不好意思啊！”那位母亲对起哄
的人们表示歉意，转过身来将儿子的手
掌心重重地打了两三下，边打边说：“跟
你说过不要乱拿东西，你怎么这么不听
话?”被训斥的儿子低着头脸上挂满了泪
珠，一滴，两滴，滚落在手背上，灼烧着手
背。起哄的人们不约而同的不语了，看
着那个小男孩流露出同情的目光。

“十分抱歉，把这钱给算了吧！”在
那位母亲再三的抱歉声中，收银员将口
香糖结账，找出零钱递给那位母亲，可
那动作又略带迟疑，好似在想“他们不
是可以直接走，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一样，为什么还会回来呢？”

付完钱后，那对母子离开超市，孩
子还在小声地抽噎着，但母亲不给予理
会。

我又摸了摸口袋中的巧克力，突然
觉得它是那么的沉重，就像一个烫手的
山芋，使口袋变得十分滚烫。“这块巧克
力和那条口香糖……我到底该怎么
办。”我不禁在心中纠结，犹豫着。

收银员清算我的物品时，问我:“还
有没有……”可还没说完，我就立马接话
道：“哦，还有条巧克力。”我迅速将巧克
力从口袋中抽出来，递给收银员结账。

走出超市时，一阵微风拂过耳畔，我
的心里感到一阵轻松，不再那么压抑了。
那条巧克力正安静地躺在购物袋中。

城关中学 金畅畅

乌漆漆的柏油马路上，一条蚯蚓在
四处乱窜，仿佛在寻找什么？

不知什么时候起，这条柏油马路就
在这儿了，这条黑色地毯一直向远方延
伸着，看不到尽头……

地平线上，那灰蒙蒙的天空与这黑
漆漆的柏油马路，在山的那头仿佛要融
为一体了。

蚯蚓讨厌这黑色的柏油马路，讨厌
这刺鼻的臭味，讨厌这可恶的人类，讨
厌这刺耳的汽笛……

它喜欢闻青草与花儿的香气，喜欢
听鸟儿叽叽喳喳的歌唱，喜欢看漂亮的
花儿与挺拔翠绿的大树随风摇摆，当
然，它最喜欢的，莫过于在松软的泥土
里打滚，可是，它太久没有闻到泥土的
气息了……

太阳升起来了，柏油马路开始融
化。它在软绵绵的黑色中爬行着，它要
穿过这黑色地带，寻找梦中的芳香。可
是，它感到身上粘乎乎的，仿若穿上黑
色的铠甲。

午后的气温越升越高，身上的“铠
甲”越来越重，蚯蚓感到一阵阵头昏目
眩。它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以往的一幕
幕……

那时的天空多么湛蓝，那时的空气
多么清新，它天天在松软潮湿的泥土中
生活。一探头，小花与小草便向它打招
呼；一张嘴，便能喝到甘甜的露水；一扭
身，便听到小鸟清脆的歌声。

可如今，这一切的一切都成了奢
望。

“嘀嘀！”

不好，大铁怪过来了。那东西可怕
极了，它呼啸而来，速度可快了。谁都
拦不住，上个月它就见识过这大铁怪的
厉害。当时，它躲避不及，大铁怪直接
从它身上轧过去，还好只是轧掉尾巴，
今天才刚刚长回来……

快逃！可是黑黑的铠甲太过厚重
了，拖都拖不动。对了，钻进泥土中，可
是，柏油马路太硬了。

“嘀——”黑影迎面扑来，“呼——”
刺鼻的尾气呼啸而过。马路上又恢复
了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

可谁也不知道，那泛着黑光的柏油
马路上闪着一滩小小的水渍，那是一条
蚯蚓留在这世上的最后一滴眼泪……

城西小学六（3）郑浩宇
指导老师 潘小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