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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一九四二》真实展现了
当年的那段历史，人们看后震撼无
比。这部电影讲的是一九四二年，
因为一场旱灾，河南发生了大饥
荒，2000万人沦为饥民，四处逃荒，
在逃荒的途中大约有 300 万民众
饿死途中。冯小刚以近乎白描的
方式，以冷静客观的态度，静静地
向观众展示当年的一切。看完这
部影片，我心中的第一感觉是，这
部影片摒弃了浮华的喧嚣与热闹，
也没有任何装饰与点缀，认真地讲
述了这样一个发人深省、感人至深
的故事。它让我们明白，在灾难面
前，唯有怀揣希望的人，才能最终
走出绝境，迎来新生。

家乡闹旱灾，没有吃的。想活
命的人，只能出外逃荒，他们的目的

地是陕西。老东家沈殿元是个地
主，也带着一家人汇入逃荒的人流
中。一开始，他有车有粮食，全家人
都在。他对前途充满希望，说：“你
看吧，十年后，你大爷我还是东家！”
但当他千辛万苦地终于到达了潼
关，才发现身边已空无一人，只有自
己。他问自己，带一家人出来逃荒
是为了逃生，为什么到了陕西，人全
没了？此时，悲痛无比的他，返身向
家的方向走去，只想死得离家近一
点。在返回途中，他收养了孤苦无
依的妮儿，从此爷俩相依为命。一
定要把妮儿养大，这成为他心中的
希望所在，责任所系。原来，在绝望
面前，精神力量无比强大。

在饥饿的逃荒路上，栓柱和花
枝虽然连饭都吃不上，却依然郑重

地拜了天地，正式结为夫妻。因
为，无论在怎样的困境中，爱都依
然存在。即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
下，人性的光辉依然在闪光。栓柱
为了保护孩子的风车，誓死不愿与
日本人做交易，用生命捍卫了做人
的尊严，体现了中国人的骨气。

感谢冯小刚，如果没有这部电
影，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这段历
史。这部作品并没有直接告诉我
们，在面临着饥饿和死亡威胁的时
候，生命和尊严哪一个更重要，但
是它最大的价值却是让我们重温
了我们民族那段难忘的历史，让我
们得以重新审视自我。

坚韧地活下去，人生才有希
望，这是《一九四二》给我的最深刻
的启示。

曾经，有一个孩子，他胆小
而内向，学习成绩也不太好，在
学校经常挨老师的批评，受到
同学的讥笑。为此，他十分苦
恼，想要改变自己的处境，成为
一个老师喜欢、同学尊敬的好
学生。可是，怎样才能提高自
己的学习成绩呢？在这方面他
一点经验也没有，可又不敢向
老师请教，于是他只好在书中
悄悄地寻找答案。

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
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
乱其所为。”而冯梦龙说：“不受
苦中苦，难为人上人。”在他看
来，获取成功最有效的办法，就
是勤奋与刻苦。只要自己能付
出比别人多的努力，相信用不
了多久，自己也可以站在学校
的领奖台上。

从那以后，他把所有的精
力都用在了学习上，每天晚上
挑灯夜战至深夜，周末和节假
日也不休息，一头扎在书山题
海里。他满以为到了期末，即
便自己不能考到第一，至少也
能进入前十名。然而，令他感
到沮丧的是，一学期结束，他的

学习成绩不但没有进步，自己
还弄成了近视和神经衰弱。

一天，他终于忍不住扑在
父亲的怀里放声大哭，并绝望
地告诉父亲，不是自己不努
力，而是自己根本就不行。父
亲听后，没有像往常那样安慰
他、鼓励他，而是从后山捡了
一背篓碎石头回来，起码有五
六十斤。父亲命令道：“孩
子，把它背起来！”他低着
头，不敢正视父亲威严的目
光，虽然他不明白父亲叫他这
样做有什么用意，但他还是委
屈地听从了。

他蹲下身子，将背篓上的
两根绳子挂在肩上，使劲地想
站起来。可是，背篓实在太沉
了，他尝试了很多次，也没能将
背篓背起来，还差一点闪了
腰。他无可奈何地望着父亲
说：“不是我不尽力，而是我的
力量不够。”父亲听后，不仅没
有责怪他，还伸出手，慈爱地抚
摸着他的头说：“孩子，没事，你
别着急！慢慢来，爸爸相信你
能行的。”说完，父亲将背篓里
的碎石取出来了一半，让他重
新再去背，这一次，他没有费多

大劲就将背篓背了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父亲每天

都让他背着背篓去上学，并且
每隔一段时间就往背篓里添加
些石头。大概过了半年，他惊
奇地发现，自己竟然不知不觉
地可以成功地背起一背篓的石
头了。他高兴地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了父亲。父亲听后满意地
笑了，并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孩子，其实学习就跟背石头一
样，如果你一次背得太多，身体
肯定承受不了，那样只会给你
带来伤害；但如果你懂得循序
渐进，一点一点地增加分量，日
积月累，你定然会取得优异的
成绩。”

听了父亲的诉说，他一下
子明白过来，原来自己失败就
失败在过于心急，想要一锄头
挖个金娃娃。而事实上，饭得
一口一口地吃，路得一步一步
地走。从此以后，他给自己制
定了一个详细的“背石头”计
划，并时刻提醒自己、鼓励自
己。多年后，他像当年背石头
一样，轻轻松松地取得了成
功，成为了一个让人羡慕和尊
敬的人。

童年的生活就像一个五彩斑斓的梦，使人
留恋，使人向往。童年发生的一件件有趣的事，
常常把我带入美好的回忆中。

童年的快乐总是简单而又纯粹。冬天的早
晨，我起床后总是先拉开窗帘，趴在窗台上观赏
印在玻璃上的厚厚的美丽的窗花，心中充满了
对大自然无限的热爱，仔细辨认着那上面的各
种图案，想象成一幅绝伦的山水画、一个神奇的
世界。

下雪的天气是最让我们兴奋的了。上课
时，班上的同学们好像都是心不在焉，盼望着下
课以后打雪仗。下课铃一响，操场上就热闹起
来，你追我赶，跑着跑着免不了要摔倒，即使这
样也毫不在意。最让我和小伙伴欣喜的莫过于
滑冰了。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飘洒个不停，
不一会儿大地就成了白茫茫的一片，我们一前
一后在操场上溜出一条长长的冰道，乐此不疲
来来去去地滑着，滑雪的快乐让我们把寒冷抛
在了一边。老师看到此景会大喊：“别滑了，小
心摔倒了。”我和同学们相互做个鬼脸，反而滑
得更加肆意张扬。欢乐的叫喊声在校园里升
腾，似乎碰落了树枝上的雪，它簌簌地落下，印
证了我们单纯而快乐的童年。

随着年龄逐渐增长，小时候的一些游戏我
仍然记忆犹新。我们常常在家门口将厚厚的雪
一层一层卷起，用冻得通红的手堆起一个雪人，
用小煤块当眼睛，红萝卜当鼻子，把自己喜欢的
小帽子小围巾戴在雪人上，最后再找两根树枝
插进身子的左右两侧当它的手，然后和邻家的
小朋友比比谁家的雪人堆得好看。有时也会模
仿鲁迅笔下的闰土，在一片空地支上一个箩筐
来捉麻雀，遗憾的是，经过许久的等待，换来的
却是一无所获的结果。但我们并不因此沮丧，
依旧兴致勃勃。现在想来，或许结果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等待与焦虑中所获得的快乐，并让
其不断发酵、膨胀的过程。

近些年，温度似乎在升高，下雪的次数也越
来越少，在寂寞清冷的时候，我突然怀念起童年
的那段难忘的岁月，那颗日渐变老的心伴着回
忆一点一点地温暖起来。

“女贞”飘香溢满园
张俊霞

难忘的高中生活
李品

我的高中生活是在新郑一中度过的。她承
载着学子们的记忆，这些记忆无法复制，并让我
记忆犹新。很多时候，我会怀念起这所母校。

新郑是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城市，很多
历史文献都记载有新郑的故事。新郑一中也沾
染了这样沉郁浓厚的文化气息。一次语文课，
讲到《左传》时，老师读了这样一段话：“（烛之
武）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
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
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
厚，君之薄也。’”她告诉我们，离一中不远的新
郑老城墙，就是当年烛之武夜缒而出的地方。
皇帝、韩非子、张良、白居易等等都曾在这里成
长，鼓励我们以先人为榜样，努力学习，成就一
番作为。

我们以一中为骄傲，以在这里读书为自豪，
如今回忆母校总是那样的温馨，可是当年的心
情，却像小孩子面对妈妈严格的管教一样，并没
深刻体会到她对自己成长的巨大作用。记得那
时，我们每天都是五点多起床晨跑早读，睡眼蒙
目龙，总盼望着多睡一会儿。但每每到教室，老
师就已经在门口等候着我们，教室中甚至还有
同学在抓紧跑操前的几分钟时间背书。有老师
们的以身作则和学习的榜样，在紧张有序的学
习氛围中，我也养成了勤奋的习惯，提高了生活
自理能力，形成了踏实肯干的人生态度，学会了
珍惜分分秒秒。

记忆中我们排着整齐的队列，喊着响亮的
“1，2，1”的口号，在黎明中晨跑；我们埋头苦
读，书桌上堆放着高高的教参书；我们去热水房
接水时，总不忘记顺便帮其他同学也接一杯；我
们在食堂安静地排队，等待着自己的“馍夹素
鸡”或者其他的“一中特色菜”，还有几个同学在
排队时也不忘记拿本书在看……

我是住校生，由于家在外地，在学习的同
时，还要学习自理生活。记得第一次洗被单，
我洗完想晾晒时，桶里的被单却怎么也提不起
来——对十四岁身单力薄的我来说，浸透水的
被单太重了。可是学校熄灯时间有严格的规
定，如果熄灯后还留在水房，就会打扰其他的
同学休息，要被扣分处罚的。心里着急加上想
念妈妈，泪珠就爬到了脸上，我忍不住轻轻抽
泣起来。这时候，室友进来，看到这种情况，
放下自己手中的衣物，什么也没说，和我一起
拧干了被单，帮助我拿出去晾晒。我已经不记
得我们说过什么话了，或许当时什么都没说。
没有要求，没有寒暄，就是这么自然的，她做完
这一切，就端起自己没来得及洗的衣物走了。
可是，这种淳朴美好的同学友谊，我会永远记
得，不会忘怀。

青春奋斗的三年，是最辛苦最磨炼也是最
刻骨铭心的。如今步入社会，再追忆那种咬牙
奋进勇敢拼搏的姿态、单纯深厚的同学情谊，不
禁感慨万千，那热血奋进的青春，一去不复返。
关于新郑一中的记忆，那么多那么久远，她永远
永远在心间。

坚韧地活下去
人生才有希望

——影片《一九四二》观后感
夏爱华

背石头的启示
周礼

中央台的《歌声飘过三十年百
首经典老歌回放》，我每晚都会准
时坐在电视机前认真观看，细细品
味，一首首经典老歌唤醒了我沉睡
已久的记忆。

从那耳熟能详的歌声中，我寻
找到了一份心灵的慰藉与默契。
轻轻地，我闭上眼睛，让思绪伴随
着歌声，走回难忘的过去。

上世纪80年代初，正值青春年
华的我，面对恢复不久的高考机遇，
挑灯夜战，刻苦攻读，终于获得师范
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记得毕业典礼
上，全班同学一起唱起了《年轻的朋
友来相会》，当时的我们风华正茂，
带着“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的期
盼，依依不舍地各奔东西。现在二
十多年过去了，同学们在各自的岗
位上奉献着自己的光与热。虽然，
我们不再年轻，但我们怎能忘记那
些为了祖国的明天而拼搏的日日夜
夜，怎能忘记毕业典礼上我们倾情
演唱的那首激动人心的歌曲。今
天，当我们的耳边重又响起《年轻的
朋友来相会》的歌声时，心里的感动
无以言表。

许多经典老歌还是电影的主题
曲，影片一波三折的动人情节伴随
着悠扬的歌声，常常让我们感动不
已。《甜蜜的事业》中的《我们的生活

充满阳光》、《小花》中的《妹妹找哥
泪花流》、《三峡情》中的《乡恋》，那
缠绵忧伤的思念、孤寂惆怅的乡情，
带给我们一种伤感凄美的情怀。

在“忽如一夜春风来”的改革
开放初期，音乐，对于长期生活在
封闭年代里，精神生活处于枯燥状
态的人们来说，仿佛是一只温暖的
手，轻轻抚慰着一颗颗骚动的心，
带给人们的是久违的轻松、淡然和
感动。记得当时听歌的渠道主要
是看电影和听公社的广播，电影要
一个村一个村地轮流放映，而广播
也只是每天傍晚才有半小时的播
歌时间。经常是听到了一首好歌
曲，我们就到处寻找歌谱进行手
抄，我是同学中的抄歌能手，因为
我妈妈是村干部，《中国妇女》等杂
志总是让我先睹为快，而很多歌谱
都刊登在杂志的末页上。每次抄
完新歌，我总是慷慨地把抄歌本送
到同学的手上。当本子在同学中
流转了一圈重又回到我手里时，抄
歌本的边都磨起毛了。就是这样，
我们通过抄歌本学会了不少歌曲。

一首首老歌旧曲犹如那一颗
颗光亮的钻石，经过岁月的打磨，
越发显得璀璨夺目。愿老歌带给
我们新的激情、新的梦想，让心在
经典的老歌声中飞扬!

我们学校每栋教学楼前都植
有女贞树。它四季婆娑，枝干扶
疏，枝叶茂密，树形整齐,为学校增
色添彩的同时还给学生们带来了
无限的欢乐。

二月，万物复苏，生命萌动。
女贞树经受了严冬的考验，叶绿深
邃，葱郁依旧，越发透出她深沉而
厚重的成熟之美。孩子们喜欢在
它下面尽情地嬉戏，跳皮筋、踢毽
子，玩得乐不可支。

孩子们的情绪也感染了我，我
也喜欢在女贞树下读书、散步。一
天我发现女贞树下都散落着些许黄
叶。春天会有落叶？！我抬头细看，
发现枝条下端的叶子要比上端的叶
子黄很多。黄中带绿的叶子，叶柄
处探出了小嫩芽；纯黄的叶子，叶柄
处已经抽出了新的枝条，小枝条上
也长出了三四片油光发亮的叶子。
看着小枝条茁壮地长高，叶片逐渐
地长大，老叶子才欣然地、悄悄地离
开。

到了六月份，这时的女贞树就
更加枝繁叶茂了，革质的叶子挤挤
挨挨，枝条的顶端还开出了一簇簇
淡黄色的小花。满树的葱郁，满园
的花香，却依然有片片黄叶相继飘
然而下。叶子由绿变黄、由黄到
落，耗尽了她毕生的精力。

秋天的女贞树不再有叶落下
了，而是结满了串串紫蓝色的果
实。

这一树的绿叶将为来年的新

枝叶积蓄能量，最后也会渐渐地变
黄，成为落叶。就这样周而复始，
新老交替，那不仅是生命的彰显，
更是一种爱的延续、情的传承。

看着女贞树，我不禁想起校园
里满头华发的老师们，他们不正像
这一片片黄叶吗？就像唐朝李商
隐的诗句所云：“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他们不仅把丰
富的知识无私地传授给了自己的
学生，还把长年积累的教学经验毫
无保留地传给了刚步入工作岗位
的新老师，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指
导，手把手地帮扶。经过一段时间
的“传、帮、带”，看着新老师能够独
立自如地实施教学才放手、放心。
若干年后，这些新老师一个个都会
成为教学里手。他们也会像当年
的老教师一样去指导新教师……
就这样一批批地成长，一次次地接
力，一年年地轮回……

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
过：“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
去”，这是对教师职业最真实的诠
释。育人，一襟明月染华发。正
己，两袖清风涤素魂。是啊，在市
场经济的今天，每位老师不计名
利，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地耕
耘着，却毫无怨言。正是由于那份
对教育的挚爱与奉献，我们的教育
才会有绿意永驻的教育常青树；正
是由于那份对教育的执著与追求，
我们的教育才会像这一棵棵四季
常青的女贞树，开花、结果。

残荷 刘宏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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