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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楼大厦夺走了地平线，灰蒙蒙的尘霾，空气中老
有油乎乎的腻感……”

不知何时起，森林逐渐退出了生活的视野，大地不再
被绿色覆盖，刺眼的沙丘沦为大自然的裹尸布。 曾经闪烁
着生机的，最能引人思考的夜空，现在也只剩下死沉沉的
空寂。

伴随着 21 世纪的进程，城镇化进程加快，人类被高
楼大厦包围着， 人们高举着现代化的大旗向自然挥刀动
斧，割裂森林。 混凝土挤占田野，江河因森林的逐渐消失
而慢慢干涸，炭排放总量逐年增加，气温逐年上升，自然
灾害频发。

时代在进步，自然在受伤。 这一代的我们何曾见过
那满天繁星的星空？何曾见过拥有自然芳香的丛林？何曾
见过那种一望无垠的原野与绿草遍地的土地？

如今，生活在城里的你我，可曾见过那种纯净的、无
人破坏过的自然？

今年寥寥几场雪，来得狂野，去得却默无声响。 正如
《残片》中所说“雪是哀的……大地上，已经很难留得住雪
了”。 那种洁净的青山碧水绿草茵茵的自然，在人类的破
坏下，渐渐离我们远去了。 处处是衰败的自然迹象，处处
是显而易见的冬日的憔悴，大地的烦躁，空气的郁闷。 想
看一眼有冰的河，在哪里能找得到？ 能找见的是树的稀少
和鸟的惊恐，河床的裸露。 父辈那一代可以在河中捉鱼、
捕虾、逮螃蟹。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就有着清流、鱼群、
蜻蜓，还能看见趴在岸上懒散的青蛙。 但是现在，河水变

了颜色，鱼群失去了踪影。 那美丽的大自然，在人类的暴
虐下，一片疮痍。

自然正从饱满圆润走向虚无与贫瘠。 而虚无如果无
节制则是彻底的“空”。 我好像听见了自然的哭声，像流浪
的盲女在哭，像花园的枝骸在哭，我的心亦在哭。

纯洁简美的东西愈来愈少， 人类创造着一切也破坏
着一切， 许多优雅的本色和古典的秩序被打碎了， 倾覆
了，包括季节、生态、物种、规律……，我们狂妄地不顾一
切地伸手却失去了判断，拼命地拥有着又背叛着初衷。 当
捕鲸船把海洋变成了血泊， 当最后一只蜂鸟从天空中被
捕走，当最后一件雪豹的衣服被人类披在肩上，当人的眼
泪成为世界上最后一滴净水……我们还有多少能够留给
后世的非人造产物！

自然之殇亦是人类之殇，夜晚灯红酒绿，霓虹灯光迷
幻，在黑夜却如同白昼，那黎明应在何时而来？ 鳞次栉比
的高楼大厦挡住了我们的视线，灰色的尘埃遮住了阳光，
即使偶尔照射进来，那种震撼的、温暖的、清新的、愉悦的
感觉，又能体验多少？

我们还有能力让自然恢复它本来的面目吗？ 我们有
足够多的睿智和灵性呼唤和醒悟吗？ 痛定之后，我们坚定
地回答：“有！ ”因为，退耕还林的已经成为国家行动，保护
生态环境已经成为国人的共识， 加大治理环境污染已经
成为自觉，禁止乱砍乱伐，已经成为法律规定，向沙漠进
军植树造林，已经成为行动。 深信自然之觞会慢慢消逝在
中国的土地上！

自 然 之 殇
———读《残片》有感

安康高新中学高一（22）班 谢祎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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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自然是美丽的， 也是有生命
的。

雨后， 雨珠在树叶上滚来滚去，
像一颗颗晶莹的珍珠。

你看那些黑黑的小蚂蚁，是那么
团结，在搬运食物的时候，不管是多
么庞大的东西，它们总会齐心协力把
它们搬回洞里。

夏日的夜晚，萤火虫总是想把田
野、森林、街道照亮，给人们和动物带
来亮光。

你看大树是那么粗壮、 那么高
大 ，下雨的时候 ，小鸟 、小兔 、小猴
……都可以在大树下躲雨。骄阳似火
的夏日，它又主动地为人们撑起一把
凉棚似的大伞。

早晨，小鸟起床后，便站在树枝
上快乐地唱起歌来，那歌声就像一首
美妙的轻音乐，似乎是在叫醒森林的
小动物们快快起床。

雨后，花儿变得更加鲜艳，更加
美丽，人们看到它们总是赞不绝口。

你看，小狗蹲在地上尽职尽责地
守卫着家主人的家， 它是那么贴心
啊！

再看云朵， 像一条小鱼在水中玩
耍，像一匹小马在草原奔跑，还像一只
小鸟在天空飞来飞去……

是的，大自然是美丽的，也是有
生命的……我热爱这神奇又美丽的
大自然！

(指导老师:靳海英)

人间四月，蔷薇花在节气中醒来，缕缕花香
氤氲在空气里，新鲜的瓜果蔬菜纷纷上市，带来
了独属于四月的味道 。

从惊蛰里走出， 香椿款款步入家家户户的
餐桌。 它在春日里发芽，褐色的芽毫不起眼，在
和风暖阳的日子里暗暗生长 。它的香气浓烈而
微醺，仿佛是椿树酿造的一壶好酒，只待四月捧
出。 打碎一个鸡蛋，农家鸡的鸡蛋蛋清透亮，蛋
黄如同太阳， 切碎的香椿同太阳般的蛋搅出春
日的温暖，金黄与嫣红共同演奏着春的诗篇。拌
匀、 下锅， 袅袅香气升腾在陕南每家每户的上
空，这是香椿一辈子最耀眼的时刻，也是留存在
春天里家的味道。无论多远，在外工作的游子嗅
到这气息，总忍不住想起陕南，那沟沟岔岔的香
椿高挺入云的姿态， 想起土灶和铁锅滋养着的
无数生命。

有春分的地方就有生机，初春小雨，细细碎
碎，如同少年的心事，溅出一片嫩绿。 烟雨将薄
雾遮在身后，微风悄然掠过枝头，橘子树在万物
明朗的春天开出白花， 一朵朵羞涩的小花藏在
肥厚的绿叶里，只待秋天结成果实，它们才肆意
张扬。

谷雨，正是万物放肆生长的时刻。一场春雨

惊醒了熟睡的竹笋， 它从湿润的泥土里悄悄探
出头，破土萌芽，向阳生长 。

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无
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 陕南的竹主要是毛竹，
春天萌发，夏季成荫，可做成各种精致竹器、竹
席、竹椅，四月天里，主要是普通百姓的食材。

挖去竹笋，褪了羽衣，鲜嫩光洁的竹笋带着
春雨气息，在泛着银光的菜刀下散出一缕清香。
若你听到锅铲碰撞的响声，踏入厨房看看，适当
的配料，娴熟的手法，闪现的火花，坚硬的竹笋
渐渐柔软，翻炒数下，竹笋的颜色便由嫩绿变为
鹅黄，与陕南的腊肉一同入菜，竹笋的绿衬出腊
肉的红艳。在四月，最普通的饭菜也能拥有最特
别的味道。竹笋亦可入汤，配排骨，配鲜鱼，白瓷
碗里流淌着的，是苏词的情怀。

千百年来，食物就这样随着人们的脚步，不
停迁徙，不断流变，无论时光如何流转，在人的
脑海中，只有故乡的味道熟悉而顽固，一头连起
了千里之外的异地， 一头则永远牵绊着记忆深
处的故乡。

人间四月，是春的开始，更是美食的盛宴 ，
对于我们来说，幸福不过是一桌菜，一家人 ，而
这世间最美的风景，便是有家的人间四月天。

“我始终相信，我读过的所有书都不会白读，
它总会在未来日子的某一个场合帮助我表现得更
出色。阅读是可以给人力量的，它更能给人快乐。”
这是在我生日时，父亲送给我的一句话。

年幼时我曾质疑读书的意义，“既然最终都是
遗忘，那读书的意义何在呢？ ”父亲却说：“当我还
是孩子时，我吃过很多食物。现在我早已记不清我
吃过什么了，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中的一部分已
经成了我的骨和肉。读书对人的改变也是如此。你
读过的书，经历的事，等时间长了，那些细枝末节
你都忘了，剩下的，就成了你的修养。 ”受父亲影
响，渐渐地，我爱上了读书，爱上了在书中看人生
百态，体会世事变迁。

小学毕业那天， 我收到了一份来自父亲的珍
贵礼物———路遥所著《平凡的世界》。 至今我仍不
敢相信，也就是这一本书改变了我，让我成为了更
好的自己。

穿梭于字里行间， 我看到了一个普通人波涛
汹涌的内心世界， 看到了出身底层的人对命运不
屈不挠的抗争， 更看到了一个平凡的人如何在平
凡的世界中出人头地！ 书中的每一个家庭都不那
么完美， 燃起的一点希望的火苗也常常被现实浇
灭。恰如少安、少平不甘平凡，不懈奋斗，却被狠心
夺走了一切。 然而，他们遇难而不怕难，罹险而从
未放弃，他们与命运做着苦苦抗争，这才是真正的
命运的主人啊！

合上书页，心里不禁涌上一阵苦涩，我无法评
价结局的好坏，似乎一切都有了归属，又似乎字里
行间流淌的满是遗憾。

“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就是主人公的奋斗精神，
他们那么努力地生活， 为什么不能有一个圆满的
结局？ ”父亲听了我的抱怨，笑了笑，他掐灭手中的

香烟， 脸上被岁月磨出的沟沟壑壑舒展开来，“因
为这就是平凡人的结局。 ”我颇不理解，“他们作为
主角，那么努力向上就应该有完美的结局啊！以前
你就对我说过，只要努力就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
父亲看向窗外，若有所思，“你还小，你的世界与路
遥所描绘的平凡世界是有着天差地别的。 路遥想
写的本就是平凡的世界，现实的生活，若事事如愿
岂不成了‘理想的世界’？这本书中并没有主角，有
的只是一个个平凡人的缩影， 人生没有永恒的痛
苦，也没有永恒的幸福，生活就如流水一般，有时
那么平展，有时却又那么曲折。 这才是人生，才是
平凡的世界。 ”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坐下静静地听父亲说
着：“路遥在这本书中想要给予年轻人的， 是希望
与奋斗的力量。也许平凡是生活的主流，但在这个
平凡的世界中永远不缺苦难与抗争， 所以我们可
以接受平凡但绝不能接受平庸， 而拒绝平庸的道
路就是读书， 在读书的过程中成长提升， 淬炼修
养，在平凡中创造伟大。 ”

听过父亲的话，我的脑海里不断回放着少安、
少平的坚毅，不断想起父亲对家庭的付出，不断闪
烁着每一盏伴我读书的灯火。 父亲的眼中含着肯
定与期许的光芒， 我霎时间读懂了命运的现实和
残酷，心中莫名多了一股冲劲。原来伟大也是在平
凡中一点一滴创造而来的， 倒不如在最美的年华
放手一搏，不再畏首畏尾，不再拘泥回报，这样就
算最终归于平凡， 我也可以骄傲地说：“我曾与命
运抗争过！ ”

书山有路，在路上，我留下的是一串串或弯或
直，或深或浅的脚印，它们记录了我的成长，收藏
着我的思想，积蓄着前进的动力，更满载着家的温
馨，洋溢着父母的爱与期望。

早上一起床，妈妈就带我们去跑步。 太阳还没出来，非常冷，
我的耳朵都冻红了。 大雾弥漫，我们在一片树林里停了下来。

我和姐姐、妹妹闲不住，在林子里寻找橡子和松果。 忽然，我
的手碰到了一个什么东西，它竟然冒出了一股青烟。 我吓了一大
跳，仔细一看，原来是几个小圆球。 “妈妈，这个东西好神奇！ 你快
来看！”我大喊。“哦，这是马勃菌，也叫马粪包、灰包。”妈妈说。“它
是一种药用真菌，喷出来的烟雾叫孢子，也就是它的种子。 ”爸爸
说。

“是这样呀。”我蹲下来，仔细观察起来。马勃菌的外形像一个
小包子，有的是圆形，有的是梨子的形状。 上面是棕色的，底部是
白色的。 每个马勃菌顶上都有一个小孔，青烟就是从这里喷出来
的。 摸一摸，软软的，还有一点小刺。 闻起来臭臭的，像马粪一样，
果然是马粪包呀！哈哈哈哈。我忍不住捏了一个马勃菌一下，只听
“啪”的一声，里边的“灰”全爆出来了，我连忙躲开。 等“灰”散尽，
我又凑到跟前，看到马勃菌内部像海绵一样。我忽然想到，这马勃
菌是不是就是植物大战僵尸里喷菇的原形吗？

答案的话，只能请读者朋友们自己去寻求了。
大自然真是奇妙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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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我随妈妈住在乡下老家。
春天， 和几个小伙伴在嫩绿的草

地上滚一身泥土， 在花丛里追着蝴蝶
和蜜蜂野跑；夏日，长长的竹竿做成网
兜，常常把知了和蜻蜓惊得四处飞舞；
秋天，我们和蚂蚱、蟋蟀搅在一起，在
沉甸甸的田野里任意嬉闹；冬季，萧萧
寒风并不影响我们顽劣的心性， 雪地
反而是我们最留恋的地方。

这时候， 故乡的柴房里总会燃起
旺旺的柴火， 小伙伴们被家长堵在屋
里不让出门， 各家的吊罐里煮上黄苞
米红小豆薯干之类的粥食， 大人们围
着火炉，煨一壶自烤的甘蔗酒，边吃边
喝边聊家常，香喷喷的味道随风弥漫。

但慢慢地， 这些乐趣变成了父母
日复一日的叮咛。 那些和我同龄的伙

伴们 ， 一如我不断重复着家———学
校———宿舍那三点一线。 寒暑假对我
们像是擦肩而过，吝啬得有些可怜。 唯
有到了年底， 感觉自己又恢复了真正
的自我， 内心的激情又被唤醒并爆发
出来。 于是，故乡的冬日，总是让我感
觉一种亲切自然。

但我知道，冬天过去，新的一年又
将开始，我的生活又将回到原点。 再一
次背起厚厚的背包，去往县城的路上，

车轮将我和故乡拉远， 心中便生出对
故乡的不舍与留恋。 有时梦中醒来，熟
悉的山水、 老屋， 还有门前柿子树上
“喳喳”叫个不停的喜鹊，都出现在眼
前。

故乡是我的根，是永远的念想。 但
为了美好的明天， 必须经历辗转和历
练， 带着压力揣着期望， 离开温暖的
“窝”去到全新的地方，放飞理想的翅
膀，在拼搏中成熟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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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林里的马勃菌
安康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小学三年级 单皓然

悄悄地
钻出水面
碧绿的蒲扇
铺满荷塘。

想来打听
夏天里
绿树成荫的秘密
麦穗飘香的消息！

（指导老师：袁晓玲）

美丽的大自然
安康市第一小学三年级(9)班 刘思言

怀念故乡
白河县高级中学高三年级（21）班 黄熙

7 月 7 日晚，由安康汉江大剧院小橙堡儿童剧团推出的儿童英文舞台剧《从前从前之寻牙记》精彩上演。 据了解，
本次舞台剧从前期演员设定到排练成型历经 7 个月时间，10 名小演员全都来自安康本地，年龄最大 9 岁，最小 5 岁。经
过英文口语、形体、声乐等系列培训，最终给大家呈现了一台完美的儿童英文舞台剧，这也是安康推出的首部儿童英文
舞台剧，充分展示了安康少年儿童阳光、自信的良好形象，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好评和点赞。

记者 郭飒 摄

上周末，上初一的叮叮写作业时，有一道英语题不
会，难得人家愿意问我，受宠若惊的我非常热情地讲了
半天，结果看他的表情还是一脸懵，似乎是为了照顾我
的情绪，勉强说了句“懂了”。

看他的反应，我知道多说无益，于是不再管他。
这周回家，叮叮说：“老妈你上周给我讲题讲了半天

都没给我讲明白，老师一说我就懂了。 看来你的讲解能
力不行啊！ ”我笑着说：“好啊，光听老师的，不听我的，太
偏心了！ ”叮叮笑了。 我说：“既然老师讲得那么好，下次
有问题你就直接问老师好了，免得老妈讲半天都给你讲
不明白，白白浪费我的感情！ ”叮叮说：“知道就好！ ”

同样上初一的当当的数学作业有两道大题不会，周
六晚上想了一个小时都没做出来， 周日上午又想了半
天，还是没做出来，我好几次问他，能否让爸爸看一下，
看看爸爸能不能做出来？ 当当非常坚决地拒绝，说是要
自己想出来，不想被别人提醒。

最终，当当带着不会的题目返回学校。 说老师课堂
上会讲，如果没讲他可以课后问老师。 相信这周末回家
那两道题目他应该已经会了吧！

孩子上初中以后，普通父母的知识储备有限，能给
他们讲的题已经不多了，面对孩子的疑惑，我们其实大
多也不懂，往往靠拥有的标准答案和查询工具，把查到
的答案和解析消化之后，再假装是自己的知识，讲给孩
子。父母给孩子讲题时，语气往往没那么温和，说几遍孩
子不懂后可能就会带情绪。 孩子早就看穿我们的无知，
我们却不肯放弃在人家面前刷存在感的机会，看见孩子
不会的题目就总想指点一二。

许多家庭中，父母最擅长的，恰恰是孩子最弱的项
目，数学教授可能养出数学“学渣”，“社牛”的家长养出
的孩子可能是“社恐”，造成这样的结果，难道不是父母

指导太多， 给孩子留下的思考和成长空间太小的缘故
吗？

太多父母不允许孩子作业出现空白，似乎只要有一
道题目不会，就没有完成作业，一定要把全部题目都消
化解决学懂弄会才能结束。 常常父母轮番上阵，一定要
让孩子把所有不会的题目消灭干净才善罢甘休。

可孩子的耐心和热情是有限， 假如他有十道题不
会，可能父母讲到第五道，甚至第二道时，孩子已经没有
了耐心，可父母不肯放手，孩子只能耐着性子听，最终要
么是假装懂了换得耳根清净，要么在父母的再三讲解下
勉强明白，却失去了求知的乐趣和成就感。

所以，父母的指导不能太主动，最好是孩子表达需
要时才施以援手，不需要就不勉强。 更不能在孩子已经
明确表达不想听时，还非要指责孩子这个不会，那个没
学，非要让孩子把全部题目都学懂弄会。 最终既破坏了
孩子的学习兴趣，还损害了亲子关系。

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和教学
能力的父母来说，在孩子的学习上，能做的最好的就是
信任孩子，信任老师。 能搞定的，让孩子自己搞定，搞不
定的，就交给老师。

那么，父母还能做什么？
其实， 父母最主要功能并不是给孩子答疑解惑，而

是给孩子充分的信任和鼓励，在孩子有情绪时给予无条
件地理解和支持，接纳孩子当下的状态，相信无论成绩
如何，孩子都已尽力。给孩子创造宽松自由的成长氛围，
允许孩子决定自己的事务，比如日常时间安排，参加交
友活动等，接受孩子与父母不一样的意见和观点，做孩
子忠实的粉丝和坚定的支持者，让孩子以积极阳光的状
态，奔赴向前。

父母如何应对孩子作业中的疑问
张晔

撷 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