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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接班人之名，向党致敬
□良渚第二中学701班 郁欣悦

夜·光 ——读《骆驼祥子》有感
□良渚第二中学809班 胡洁

生活的哀歌
浅浅的纸香，澄澈的文字，晕黄色的阳光印在

书页上。我追逐文字的身影，侧耳倾听历史悲哀的
歌唱。

“雨下给富人，也下给穷人，下给义人，也下给不
义的人。”

他，一位来自乡下的年轻人，刚来到北平，选择
以车夫的身份在城市里奔波。

年少的他踌躇满志，意气风发，怀揣着梦想，想
要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车。

经历三起三落的他，不知从哪一刻开始逐渐堕
落，最终沦落成行尸走肉。也许是因为虎妞的死，也
许是因为小福子的离世。

他——就是祥子。这是一个悲哀的故事，这是
祥子选择的人生，不是所有人都能熬过黑暗。他所
经历的一切也不过是上天的捉弄和他多次的选择的
结果罢了。走错一步，就再没有回头之路了。也许

他可以逃离世俗，但终
究逃不过人性。

黑暗的陈述
“其实，雨并不公

道，因为雨下落在一个
没有公道的世界上。”

祥子确是苦难的，
他最后就像提线木偶
一样任人摆控；那时的

人民也是苦难的，想改变这个冷血的年代却无能
为力；那个时代也是苦难的，没有光只有黑暗。

那个苦难的时代，那个悲哀的故事，在我生活的
湖面泛起一阵涟漪后，悄悄地趋于平静，渐渐忘却。

那个故事真的过去了吗？那淅淅沥沥小雨中穿
行的人们，那烈日骄阳下汗流浃背的人们，那背井离
乡后举目无亲的人们；那被雨水打湿的骑手服，那寒
夜里大口喘着的白气，那凌晨时分焦急等候的身影
……似乎不断提醒着我们，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总
有一些苦难在我们的生活中。

“生活是苦难的，但希望所有的负担都将变成礼
物，所受的苦都能照亮未来的路。”

光明的告白
“脚踩在淤泥里，但心要向光明。”
悲剧是价值的毁灭，但是透过毁灭，我看到了

新生的力量。
祥子的身上，他那股努力奋斗、不服输的劲儿

以及对光明的向往感染了我。尽管他多次失车，
他依然心地善良、吃苦耐劳。即使身处生命中黑
暗的岁月，他也不忘积极向上寻求生活中的光。

泰戈尔曾经说过：“信念是鸟，它在黎明仍然
黑暗之际感受到了光明，唱出了歌。”只有经历
过黑暗，光明才会更加绚丽。 清风卷起微醺的
白云拥抱落日，轻轻合上书，我对自己说：“ 跟着
远处的光，走吧！”

千年国度，
寻觅一缕心香

□良渚第二中学902班 陆雨轩

泱泱中华拥有着几千年的厚重文
化，而《唐诗三百首》便似那浩瀚苍穹中
的耀眼的明星，璀璨夺目、熠熠生辉。

唐朝，一个诗歌创作鼎盛的时期；大
唐，一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优秀诗人不
断涌现的国度。李白，王维，杜甫，白居易
……每一位诗歌大咖，都有一段说不尽道
不完的诗歌情怀。大唐盛世，唐诗瞩目；
千年国度，我心依旧。我愿在《唐诗三百
首》中邂逅伟大诗人，寻觅一缕心香。

犹记小时，未登学堂，家人总会拿来一
本《唐诗三百首》。泛黄的书页，清香的笔
墨，一首首或长或短的诗歌，点缀其中。
我懵懵懂懂，一字一句，背起了那不懂深
意的诗句。《静夜思》难忘那一轮照耀古
今国人思亲的圆月；《枫桥夜泊》仍弥漫
着诗人落第不举浓浓淡淡的忧伤；《游子
吟》字里行间，针针线线，都是老母亲的
声声惦念……我陶醉于诗人为我们建
构的美丽意境，我沉浸其中，与诗者亲
切对话，细细品读他们的喜怒哀乐。

唐诗短短，诗意情怀连绵不绝，说
不尽，道不清，历经千年，历久弥新。

诗仙李白浪漫洒脱，无意名利，
恣情山水；诗佛王维通达透彻，参禅
礼佛，启迪人生；诗圣杜甫沉郁哀
伤，饱受战乱，忧国忧民；“小李杜”
幽深惆怅，闺房儿女，轻吐忧伤。一
本《唐诗三百》，跨越唐朝初盛中
晚，还原各个时期的人生百态。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
人未还”，盛唐气象，呼之欲出；“相
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生离死别，我心幽怨；“感时花溅
泪，恨别鸟惊心”，国运由盛转衰，
让人不免唏嘘不已；“可怜身上衣
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社会黑
暗，纠结矛盾的底层人民让人怜悯
……诗歌风格，或悲壮豪迈，或凄
婉 惆 怅 ，或 沉 郁 顿 挫 ，或 哀 伤 悲
痛。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或律诗，
或绝句，或乐府歌行，皆由诗人，信
手拈来。寥寥几笔，书写不完我对
唐诗的诸多感受，浅浅文字，写不
尽它们在我们一代代国人心中的影
响。时至今日，再读《唐诗三百》，
我的内心仍然荡起层层涟漪。

唐诗，你不仅仅是诗，更是一种
精神。你厚重有力，穿越几千年的
风尘；你醇香绵延，滋养了我们干涸
贫瘠的心田。“熟读唐诗三百首，不
会作诗也会吟”，你正以你历久不衰
的文学魅力，在一代代中国人口中传
诵流传！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倒也不怪周进六十多岁依旧是

个童生，一头撞在贡院的号板上，直
僵僵的，不省人事。也不怪范进中
了举，一口痰喜到疯癫。他们是腐
朽不堪的读书人，也是科举制度下
失败的产物。

《儒林外史》叙述了一个个浮
夸虚伪、追名逐利的读书人。得意
与失意的科考举子、逃婚的才女、
坑蒙拐骗的江湖术士、贪腐的官
场老手……形形色色的人在人间
行走，是讽刺与谴责，亦有悲伤与
无奈。世人慌慌张张，不过图碎银
几两；偏偏这碎银几两，又引多少
是非。文木老人的笔是对读书人
的灵魂拷问，也是对科举的深刻解
剖。

想到自己初读时，看着儒林丑
态颇觉好笑。看到作者费大笔墨在
写美食，心中不禁疑惑。

从第二回的和尚撮了一把苦丁
茶叶，到马二先生游西湖：“柜上摆
着许多碟子：橘饼，芝麻，糖，粽子，
烧饼，处片，黑枣，煮栗子。”景未至，
香先闻。

不信再来一段，“望着湖沿上接
连着个酒店，挂着透肥的羊肉，柜台上
盘子里盛着滚热的蹄子，海参、糟鸭、
鲜鱼。锅里煮着馄饨，蒸笼上蒸着极
大的馒头。马二先生没钱买了吃，喉
咙里咽唾沫，只得走进一个面店，十六
个钱吃了一碗面，肚里不饱，又走到间
壁一个茶室，吃一碗茶，买了两个钱处
片嚼嚼，倒觉得有些滋味。”此后，马二
游转西湖，走走停停，吃吃拣拣，倒是吃
了个饱。

一段刻意的流水账让马二先生迂腐
与落魄的形象跃然纸上。不得不提，能
以报菜名的方式刻画出人物的性格，也
不枉《儒林外史》“讽刺巨著”的美名了。

这是一个饥饿的《儒林》。吴敬梓老
先生通过吃食来反映穷的辛酸，从而表现
人们渴望功名利禄的丑态。不同的吃食
背后是不同的性格与人生态度。可怜周
进昏头昏脑地扫了一早晨王举人留下的
满地的鱼刺、鸡骨头；而反观自己一碟老
菜叶、一壶热水倒吃了个“安逸”。如此说
来，杜慎卿却是书中难得有名士风范之
人。他对吃食很有讲究，对待食物也洒
脱，没有因馋而面露丑相，是难得的修养。

一双盯着肉的眼睛，流露的是对富贵
最本性的渴望，其背后是困顿挣扎的生
活，是被逼上科举的无奈。但这功名富贵
又有谁道得破呢！

“人生南北多歧路，将相神仙也要凡
人做，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
树。功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
光误。浊酒三杯沉醉去，水流花谢知何
处。”以人性之恶催生人之善美，或许这
就是《儒林外史》真正的意义吧。

沧浪文学社介绍沧浪文学社介绍

★杭州市余杭区良渚第二中学前身是1958年创

建的余杭县三墩农业中学。该校一直秉持“做善良有

为之人”的宗旨和“尚德砥能，贤良方正”的办学理念，

曾获得浙江省五所重点农业中学之一、杭州市示范

学校、杭州市优秀心理辅导站、余杭区行为规范达标

学校、余杭区文明单位等多项集体荣誉称号。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

兮，可以濯我足。”2004年，良渚第二中学文学社以

“沧浪”为名正式成立。17年间，文学社始终坚定

“为文学爱好者提供展示自我的舞台、提高文学爱

好者的写作能力”的宗旨，并相继开展作家讲座、

樱花文会、文学社联合会等活动。2008年，该校

因此成为首批“中国故事之乡余杭区青少年故事

讲演基地”。未来，沧浪文学社将坚持给所有热

爱文学、热爱生活与美的学生提供文学创作的

广阔天地。

★文学社指导老师：栗志、史薇、姚芳敏、裘

钰婷、颜志明、裴燕芳、张洁

路通社的大
门密钥就在
这里，欢迎
加入。

■群名：
路通社小记
者（家长）

■群号：
310737074

■投稿邮箱：
jtlyjy@163.
com

■校园
推广热线：
0571-
28912891

“吃”透《儒林外史》
□良渚第二中学907班 郭振豪

小火柴的奇遇
□良渚第二中学904班 李泽鑫

有一根小火柴，它本和它的兄弟一起躺
在火柴盒中。但很不幸的是，当它的主人把
它拿出来点烟的时候，却发现它受潮了，怎
么也点不着。于是它被遗弃在小巷中。小
火柴整日望着天空和身边抬起、落下的鞋
子，它在等待有人捡起它、使用它，让它发光
发热。

它等待了很久很久，却没有任何人注意
到。它反而被踩成了跟路面一样的颜色。

小火柴想到自己应该做些事来引起别人
的注意。于是它对走过自己身边的一位学生
喊道：“嘿！朋友，你需要我吗？”

学生四下张望，却一个人也没有。他谨慎
地问了一句：“你是谁？你在哪里？”

“我在你脚边上，我是一根火柴，你需要我
吗？”小火柴回答道。

学生注意到地上已经发黑的小火柴，摆摆
手说：“不了，我不需要你，你还是找一个更加
需要你的人吧！比如说烟鬼。”说罢便离开了。

“那等你需要时再来吧。”小火柴有些失落。
又过了很久，小火柴看到一个烟鬼，它对他喊道：

“你好先生，我是一根火柴，现就在你脚边，你需
要我吗？”

烟鬼蹲下来，从口袋里拿出了打火机，对小
火柴说：“不用了，朋友，我有这个——打火机，比
你点火更加方便，你还是去找一个穷人吧！”说罢
也离开了。

小火柴，什么也没有说，望着天上乌云密布，
他知道要变天了。雨点打在他身上，他疼得想
哭，但是他不会哭。夜晚在雷鸣中过去，小火柴
变回了本来的颜色，但它再一次受潮了。

一个身穿旧衣裳的小女孩走过小火柴，它叫
住了她：“朋友，我是一根火柴，现在在你脚边，你
需要我吗？”小女孩停了下来，从口袋里拿出了火
柴盒。小火柴以为他马上会被装进去，但是小女
孩只是在他面前晃了晃火柴盒，随即说道：“这些
还能用，你不能用了！”

它望着小女孩的离开感到绝望，它可能再也
没有机会发光发热了。

这时，一只粗糙的手把小火柴捡了起来塞进
了口袋里。手的体温温暖了小火柴，它开始变
干了。夜晚降临，那一只手把小火柴拿出来，此
时小火柴才发现这是一个流浪汉。

小火柴和火柴盒摩擦产生了火，给夜烧开
了一个洞。流浪汉用它点燃了火堆把夜撕开
了一个更大的洞。

小火柴变成了木炭，它望着天空，它相信
它还会有用的。

最佳“损友”

我的最佳损友，当属杨球王无疑。
单凭“球王”这一响亮的名号，你也能

猜到，此人非同小可！敢自称球王，可不
是一般的自恋啊！话说那天我问她，你的
梦想是什么？她便戏精上线，望着远方悠
悠地说：“我，想当——世界球王！”

“啥？哈哈！”我的肚皮差点儿笑破。
人家眉眼一闪，不屑一顾地说：“燕雀

安知鸿鹄之志哉！”
杨球王足球技艺了得，体育课可谓是

她的天下。而我呢？凡是和球沾边的项
目一概不通，所以每次我都只能在角落中
看她们自由驰骋。

有一次，我悠闲地看着小说，一时看
得入迷，物我两忘，全然不知一场悲剧正
向我袭来……

我依稀记得那是一个圆形物品，夹着

风直直地向我射来。预感不妙，刚抬起头
分辨出是何物，那玩意儿丝毫没有给我反
应的时间，结结实实砸在我脑门上。巨大
的冲击力让我人仰马翻。那狼狈样，现在
想来还觉得脸红。

我定睛一看——足球！我环顾四周
——操场！

只见操场中央几个同学已捧腹大笑，
而杨球王笑得最为光辉灿烂！注意到我
在看，她便故作纳闷地说：“奇怪，谁把我
的球拿走了？”我赠送给她一个特大号白
眼，说：“这么大个操场你不射，偏射我脑
门上？”她回应道：“我为了提高我们班的
水平以精准射击为目标，这样也是为了振
兴国家足球事业。你应该感到骄傲啊！”

交友不慎，我算是体会到了！
杨球王好武，我却爱文。操场是她的

天下，教室的图书角是我的基地。书架上
放着老师从图书馆借来的五六十本书，我
便经常来图书角，一本接着一本地借阅。
书架上除了书，还放着一些试卷答案。有
时，看着它们杂乱，我顺手就会将书架整
理一番。不想，被其他同学看见，误会我
在偷看答案。

一时之间，流言四起。我很委屈，但无
奈双拳难敌四手，一张嘴又怎能堵住悠悠
众口？朋友们渐渐远离我，只有杨球王拿
出大脚射门的气势，坚定不移地安慰我：

“身正不怕影子斜，我相信你！”我泪如泉
涌，为她的信任，也为她的鼓励！

杨球王，我童年中的最佳损友。一个
有着宏伟愿望的、热爱足球、阳光青春的
女孩，一个值得信赖、给我温暖的真挚朋
友。她是我童年岁月里的一道风景。

我们的老师
□良渚第二中学807班 徐馨

我的老师说他只有 15 岁！而且是一个可爱的“男孩儿”！有人可能
觉得奇怪——15 岁！其实吧，我告诉你，我们的老师真正的年龄是 50
岁，我们都说老师很年轻，把他的 50岁颠倒过来不就成了 15岁了吗？

我们的老师虽然 50 岁了，可他心态却很年轻。我们春游时，他比
我们玩得还开心，所有的设施都玩了，什么过山车、大摆锤、天旋地转，
什么刺激他玩什么，什么有挑战的他玩什么。对我们中学生来说不算
什么，对于我们老师可就不一样了，他可是一位中年人，而且已经 50
岁了！他竟然不害怕，反而还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以至于我终于理
解了那句：姜还是老的辣。下次我再也不和他一起玩儿了，太吓人
了。比如大摆锤把人头朝下在高空中转来转去，转得人晕头转向。
我在空中颠来倒去的时候，我就直喊：“老栗啊，救救我呀！老栗
啊，救救我！”。

他虽然爱玩，但上课诙谐生动，常常会把课堂上的知识拓展到
课外，丰富了同学们的眼界。他上课带着一定的家乡口音，有时不
经意会引起全班同学的大笑，甚至用家乡话调侃我们。老师那带
着乡土气的普通话已经成为了我们课上的一道风景线，他是我们
所有老师中知识最丰富、上课最有个性的一位。他的知识面很
广，也许与他所教的学科有关吧。在上课时，有时会来上两句英
语，有时也会与我们探讨一下历史、哲理。

在学校中，他同时也是一个很有威信的老师，受到其他老师的
尊敬。他更是学校和区里的教育领头人，常常在教学之余还要为
学校和区里为教育出更多的力。有时候要做许多事情，但他从来
都是一个人默默地去承担、完成，从来不在我们的面前抱怨他的辛
劳。每次到他的办公室，总看到他在电脑桌前忙碌地工作着。

他的教学经验很丰富，带出来的学生，不少有作为的。听说最
近三年我们学校考上余高的六十多个学生都是他教的，我们也很想
在他的教导下考上余高。还有我们学校校报上经常有他教的学生
写的文章，他们回忆在学校时的学习生活，回忆老师对他们的教诲。

他经常挂在嘴上一句是：“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学习！”他究
竟是谁呢？不错，他就是我们的语文老师栗老师。学生
和工作，成了栗老师的精神寄托。这就是我们的栗志老
师，我们的栗老师真帅！

最美的容颜
□良渚第二中学902班 吴晶晶

来自人生的奠基石，来自人生的初始之地，当然
是巍巍学府的校园。

拂一缕春风，待含笑花开。敞开的大门，赤红的砖瓦，婉转的鸟
啼，翠叶香樟，还有风华正茂的我们。

我的班级在第三层，从教室里望向窗外，美的唯独有方圆之外的塔
吊。若从走廊向下望，包罗万象。当我开始好奇下面的赤砖小路到底在
哪儿时，身体却已经走下楼梯。一楼的开水间后面，是它的入口。赤红的
砖铺成的小路，原来如此盎然。雨露滋润了这儿，一块块砖缝间，蔓延着
墨色的青苔——它们是树荫下的孩子。我每走一步都如履薄冰，生怕将青
苔碾成泥。小路边建着看似延绵无尽头的花坛，清新的空气扑面来。引吭
高歌的雀儿向我介绍了这片生机的土地。

午饭后回来的那条小路，最享受了。左临操场，右靠花坛，前连小河，后
抵食堂。和同学一起优哉游哉地走，一连黑色长栏和左侧的花草都依偎在这
排犹如兵的香樟下，这就是所谓的温暖吗？伴随着风一起，香樟的性清新洒
落在校园各处。

教学楼后头，有我一直都很期待的。经过那里，我会驻足仰望这住宿楼，
它的门窗格外透亮，能看到未来的我吗？绕过体育馆，有几排长椅，刷上了金
黄色的漆，模样像极了秋天。这是个令人流连忘返的地方。

相信吗，校园的美莫过于灰尘漫天的校门口。站在马路对面，交警叔叔吹
着清脆的口哨声，笔直地举起臂膀。夏日的他们挥洒着汗水，寒冬的他们举
起来的是“无私”。还有门口的保安叔叔，别看他们个个黝黑皮肤、五大三粗
的，他们总是细心地帮助老师拿东西。在赤日下工作着，他们额间布满汗珠
的样子是此时校园里最帅的。

偌大的校园，暖阳包容着它。如此温馨啊，可算是我此生所系。

之
声
之
声

□良渚第二中学905班 傅彤

沧沧

字字

高山仰首，大海扬波。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一百年的披荆斩
棘，一百年的风雨兼程，一百年的光辉历史。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小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共产党”，但我从书本上认识了您：那个视死如
归的刘胡兰，那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雷锋。再后来，我又认识了“两弹元
勋”邓稼先爷爷、坚守在抗疫一线的钟南山爷爷。我渐渐地懂得了，他们都有
一个共同的名字——“共产党员”！

我的妈妈，她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今年春节，本是我们一家难得的欢聚时光。大年初一早上的一

通电话，却打乱了我的“春节七天乐”计划。
“美丽同志啊，3万公斤蔬菜没人收，这可都得烂在地里了！”
“别急！有我们呢！我马上组织同志们一起过来！”
就这样，妈妈把春节的第一天过成了妥妥的“劳动节”。那一天，

我也去参加了收菜“大行动”。我看到，这些身穿“红马甲”的共产党员
们，一直忙到晚上，累得直不起腰！

我不禁感慨万千，疫情防控、抗洪抢险……每当有困难时，总有这
么一批又一批的人，领着无数“绿军装”“红马甲”，为我们负重前行。他
们就是中国共产党！

一代又一代的奋斗者，向我们诠释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员”。
忆往昔，我们心潮澎湃；看今朝，我们更加豪情满怀！
让我们一起以共产主义接班人的名义，向党致敬；让我们一起以共

产主义接班人的姿态，奋力奔跑；让我们一起用实际行动，去践行“强国
有我，请党放心”的铮铮誓言！

加油，接班人！

浪浪

文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