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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年 的 夏
□ 人文学院 汉语言221班 王各

散 尽 深 恩
□ 人文学院 汉语言221班 杨文慧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人生是一程又一
程的旅途，岁月是残忍又温柔的清风，从我耳边拂过，引
我回头将目光停留在夕阳定格下、站在十字路口的你。我
看到你肩头沉重的书包。有那么一瞬间，我也想再次感受
一下那份独属于高三的重量。

大家对于高三的印象似乎总是“荆棘”要比“鲜花”
多。我没有忘却高三学习的痛苦，除此之外，充斥着我的
回忆的是那年整个盛夏的蝉鸣。高中生活会单调但不孤
单。我们痛恨踩着黎明前的最后一丝黑暗起床背书，却又
舍不得日出时那限定的橘黄天空；我们不喜欢总是不下
课的课间，又总想赶上时间的脚步再多学一点；我们讨厌
做题、讨厌考试、甚至讨厌老师们，却总希望岁月能够永
远停留，留在这个我们讨厌又不舍的高三，留在我们最无
坚不摧、无所不能的十八岁。

离校那天是很平常的一天。在夹杂着嘈杂交谈的广

播声中，我抬起头看到班主任梳着他的大背头走进班级，
一脸严肃地讲着考试注意事项。他的话在那天似乎格外
漫长，漫长到我们都偷摸儿地把书收好了他还是没讲完。
漫长到我们班调皮的同学再也受不了提出异议进行催
促，我才发现“大背头”的眼眶红红的。他轻声说了句：

“就那么急着走啊，再等会儿。”在我们“再等”的这一会
儿里，我们再次见到了严厉的历史老师、风趣的地理老
师、“神叨”的数学“胖子”、优雅的语文“短发女郎”以及
飒爽的英语老师，当时只道是平常，总觉得还会再见。直
到我走出高考考场，任由阳光透过繁密的梧桐星星点点
地散在身上，站立在街对面静静看着来往人群的那一
刻，才深觉，至此，一生限定一次的高三止步于六月份少
年时代的落幕。

后来，我闲暇时看了一部电影叫《千与千寻》，听到了
这样一段话：“人生就是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

有很多站，很难有人可以自始至终陪着走完。当陪你的人
要下车时，即使不舍也该心存感激，然后挥手告别。”我多
么希望你从那时就学会“释然”，多么希望能回到和他们
的最后一次见面，郑重地说出那句已过期的告别：“我爱
你们，再见！”

这是我想告诉你的第一件事：学会挥手告别，然后抖
抖肩上的尘灰，伸个懒腰继续向前。

今年六月初是又一年的高考，我很好奇当初的自己。
两年的时光让我渐渐地淡忘了坐在考场里的那一抹身
影，便决心整装出发以第二视角的身份去现场考察。熙攘
的人群、家长的连声叮嘱和临考前最后一刻依旧埋头书
本的“主角们”都让我有一瞬间的发愣。我放飞思绪，听着
耳边熟悉又聒噪的蝉鸣声，回忆悄无声息地偷溜回那个
独属于我的夏日。

高考的那两天应该是高中生涯里最紧张的两天。至
少我是这样。我反复担心、思索、衡量，像那些千千万万个
坚持埋头书本到最后一刻的考生一样，我不愿意浪费一
分一秒，也从未觉得时间过得那么快，总能在无人觉察的
角落从指缝中偷偷溜走。手中的书本甚至还没合上，“战
争”的“号角”已经吹响。紧张又激动、害怕又欢喜、慌乱
又坚定，所有的情绪都化为最后的尘埃落定。思绪纷扰
间，考生们雀跃的欢呼从考场门口迸发。熙攘的人群裹挟
着我一同冲向前方，我闻到了鲜花的芳香，也嗅到了泪水
的苦涩，十二年来夜以继日、无休无止的学习终于随着考
场铃声的响起画上最终的句号。炎炎烈日下，家长和孩子
们紧紧相拥，在庆祝高考，也在庆祝青春。

关于高考的庆祝，或无声无息，或声势浩大。我知道
你也有过庆祝，高考结束后的下午，你一人走在临近河堤
的小路，金黄色的日光将整个河面铺的满满当当，如银河
般耀眼。燥热的风带动着柳树和你的发梢，你的心里铺就
着释然和感伤。无数个日夜的迷茫、坚持、挣扎，终于在这
一天算是有了成效。在金灿灿的流水间，你仿佛看到了曾
经困顿的自己、在放弃与坚持之间不断挣扎的自己、被学
习压得失声痛哭迷茫又无措的自己。这一切似乎都如流
水般向东涌去。曾经以为那些永远走不出的困境和痛苦，
此刻被远远地抛在身后，找不见也回不去。

人啊，总是喜欢回望过去，以自诩过来人的姿态去批
判曾经的自己，却忘了，曾经的自己也是站在迷雾里。这
是我要对你说的第二件事：感谢。终点叫做高考的这条
路，你走了很长时间。感谢你熬过了那些痛苦和挣扎、迷
茫和煎熬，感谢你没有忘记每天的落日与朝阳。在最无所
不能却又最迷茫的十八岁，感谢你每一天的拼尽全力。你
做的很好。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是你让我明白，6月7日
那天是青春盛大的落幕却也是青春盛大的开始。

最后啊，都说念旧的人总像一个拾荒者。如果真的有
时光机，如果能够再次听到那年盛夏的蝉鸣，再次见到那
条放学后总是吵吵闹闹的巷口，再次看到曾经那个背着
沉重书包、站在十字路口的你，我只想拍一拍你的肩旁轻
声说：“你很好，往前走就好。”

从早些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词条的爆
火到现如今“穷游富游都要去游”词条的爆火中，
我们可以窥见人们对山川江海始终情有独钟。随
着十一小长假的来临，旅游掀起了一股热潮。

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人们渴望通过旅游
获得片刻喘息，释放生活的压力，暂时逃离喧嚣。
此外，人们在旅游的过程中有机会与大自然亲密
接触，从而充分领略大自然的壮丽与神秘。旅游
也让人们有机会深入了解不同地域的风土人情，
体验异域文化的独特魅力。人们在旅途中收获快
乐、成长与感悟。旅游让人们的生活更加丰富多
彩。这些原因让人们对旅游欲罢不能。

随着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旅游设施的完善已
成为提升旅游体验、激发旅游动机的关键因素之
一。完善的旅游设施不仅为游客提供了更加便捷、
舒适的服务，还极大地丰富了旅游的内涵与外延。

结合当地特色，各地的文旅部合理开发自然
景观，不断完善并丰富旅游设施。这不仅提升了
游客的满意度与幸福感，还进一步激发了人们的
旅游动机。例如，在贵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
州，当地文旅部根据自然文化资源，发展全境旅
游，培育了文化旅游新兴业态，持续完善设施服
务。这一系列举措的落实推动景区提质升级，为游客获得特色旅游体验保驾
护航。

当今社会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繁荣，人们基本的生活需求得到了充
分保障。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开始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其中精神文化的需
求尤为突出。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便是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外在表现。旅
游成为了人们的首选。

当我们漫步在江南水乡，看到那一座座古色古香的楼阁，不禁会想起“南
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一流传千古的名句。我们仿佛穿越时空
回到了那个烟雨朦胧的年代。当我们登上泰山之巅俯瞰群山连绵，心中不禁
涌起“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壮志。古诗词是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
瑰宝。它以精炼的语言和深远的意境描绘了许多令人向往的地方。

名诗中的古迹吸引着无数游客前去探寻和品味。漫步西湖，我们总会情不
自禁地渴望领略苏轼笔下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观庐山瀑布，
我们也渴望领略李白笔下的“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唐诗宋词是
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我们心照不宣地追忆古人。这也是我们的旅行乐趣之一。

十一小长假，我前往云台山进行了三天两夜的旅行。云台山景区中的红
石峡位于地下深处，部分区域红色的地衣为那儿增添了一抹神秘色彩。红石
峡两岸的山石是大自然精心雕琢的艺术品。观者内心无一不为之一颤。走在
峡谷中，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缩小了的山水世界，每一步都能感受到大自然的
神奇魅力。潭瀑峡景区则三步一泉、五步一瀑，山水相映，景色秀美。在那里，
我领略了“华夏第一高瀑”的壮阔。最后，我登上了茱萸峰。在峰顶，我俯瞰群
山连绵，观落日余晖。大自然的壮丽与辽阔抚慰着我的心灵。这里是王维写下

“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的地方，让我更加感受到了这座山峰的
历史文化底蕴。我站在顶峰俯瞰悬崖峭壁旁的断树心中思绪万千。它们让我
看到生命的坚韧。我切实感受到人生是旷野。

短短三天时间，我留下了珍贵的63张照片。照片定格了那些令人难以忘
怀的瞬间。我在未来的某一天可能还会来到云台山，但两次游览的体验会截
然不同。

“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这一诗句近期在各个网络平台极为
流行。其背后原因正是我们渴望能故地重游进而“刻舟求剑”。我们在故地重
游时往往会根据自己的记忆，在脑海中勾勒出了曾经的场景和感受，但随着
时间的推移和事物的变化，这些记忆往往已经变得模糊或失真。这些记忆就
像刻舟求剑中的记号一样。我们希望借此去寻找失去的“剑”，试图找回曾经
失去的东西，比如感情或某种经历。这些东西往往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
变或消失。它们就像落入水中的剑一样处于运动状态，无法再通过静止的标
记来找回。

刻舟求剑既然不可取，那不妨珍惜当下，去读万卷书，去行万里路！
青春是一段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时光，而祖国的山川湖海则是大自然赋予

我们最壮丽的画卷。相比于上班族，大学生群体拥有着更多的空闲时光。在这
些时光中，我们可以攀登高山，俯瞰群山连绵，感受大自然的雄伟与壮丽；我
们可以漫步湖畔，欣赏湖光山色，品味那份宁静与淡泊；我们可以泛舟海上，
迎着海风，追逐着浪花，体验那份自由与奔放。

每一处风景，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烦闷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
宁静与放松。在旅途中，我们还能结识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让青春在欢笑与
泪水中更加丰富多彩。通过游览祖国的山川湖海，我们会更加深刻地了解我
们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与文化，增强对祖国的热爱与归属感。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
行”。青年要拥有敢于出发的勇气，坚
持将读书与看世界相结合。在旅途中，
我们可以阅读相关书籍，让书中的知
识与眼前的风景相互印证，做到知行
合一。这样的旅行不仅会丰富我们的
阅历，更能在实践中深化对知识的理
解，使心灵得到滋养与成长。让我们在
旅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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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大明，风雪千山。掐指一算，朕罢朝竟已二十载
有余。大限将至之时，朕拖着孱弱的病躯，眼前走马灯般
闪过许多的人。刹那间仿佛回到年幼之时，又看见当年灼
灼风华的内阁首辅。彼时年轻的张老师微微弯下腰，不见
肃杀，只是和煦地笑着，语气稀松平常，问朕晚膳都吃了
些什么。

一
登上皇位时，我年仅十岁。
父皇驾崩得太过突然。在大臣们沸反盈天地恸哭中，

我颤抖着坐上那个发烫的位置。没人问过我能不能、会不
会。

彼时朝堂内外正风雨飘摇，人人自危，说不清多少个
凄冷的雨夜，偌大的宫殿只有我和母后相依为命。

幽微的烛火中，我仍记得她是如何颤抖着一把将我
揽入怀中失声痛哭。

而我只能紧紧拉着母亲的袖子，在心里发誓：等长
大会做一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会用这条命守护好她和
大明。

为了履行这个诺言，我付出了太多。
二

国事一天也耽误不得，母亲很快为我寻了一位良师。
这位老师面目歆秀，沉着稳重，望之便令人心生依赖之意。

内阁首辅，治世能臣，所有人都说
他是天下最好的老师，会教出最好的学
生。

那时我犹如濒临死亡的恐惧时忽
然抓住了海中浮木，对此深信不疑。

老师见面送了我一本书。
书中讲的是历朝的治国之策，或

绘以景物陈设，或绘以君臣故事，一笔
一划，仿佛身临其境，全然不像其他典
籍那样干涩无味，反而像我最爱读的
小人书。

那是他日夜公务缠身之外为我亲
手画的，即便是他亲子也没有像这般用
心。

我简直爱不释手，总要随身带着，
连睡前也要放在枕边翻阅。从此，帝王
之门向我洞开。

我时常待在老师身边，看他以何种
雷霆手段决断政事，由是我以极快的速
度成长着。

懵懂的岁月里，老师如父亲般，那
些滔天的风雨，他一把拦去，无边的风
雨只朝他一人倾斜。

原来帝王之位也不像我想象般难
坐，只要有张老师在，我大概就可以一
辈子高枕无忧了。

三
那日冬天，殿外是鹅毛大雪，殿内

我笔耕不辍，仔细研读老师教的诗文。
我恍然抬眼，看见老师在冰冷的石

砖上来回踱步。
彼时三九寒冬，靠近任何坚硬的器

物都会传来一阵寒气，而老师素手执卷，
手即使被冻得通红依旧面不改色。

我的心立即密密地痛起来，对我殚精竭虑的人怎么
能受到一丁点痛苦？

直到我课间唤来大伴，催他将毯子铺在老师的脚下，
心里才好受了些。

老师似乎有些惊讶，但什么都没说。
他是这样风光霁月的人物，是我的榜样，大明的守护

神，我几乎对他全心交付，唯命是从。
其实弹劾他的奏章繁如飘雪，道他受贿、结党云云，

只是我向来置若罔闻。
明明是这些言官全瞎了眼睛。老师是怎样的人，我最

是清楚。
四

渐渐地，老师对我的教导几乎严格到不讲任何情理
的地步。他翻起脸来陌生得简直像是变了一个人，可怕得
令人难以靠近。

背诵时不慎读错了一个字，没想到老师厉声大吼，吓
得我肝胆俱裂：“再说一遍读什么！”

母后知晓了这件事，命我跪了整整一个时辰。
大伴扶着我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时，我悄悄抬头瞧母后的
脸色，可她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又有一日我不慎醉酒后生事，不知因何传到老师与

母后的耳朵里。母后一怒之下竟动了废帝的心思。我听后
吓得几乎魂飞魄散，日夜坐立难安，哭着向母后百般求
饶，求她饶恕自己的罪过，并写下《罪己诏》广天下而告
之，此事才算作罢。

自那之后我的心时刻像一根紧绷的线，缠绕着害怕
与惊厥。

可害怕的东西每每途经我，每每抓住我。
偶尔玩心稍起，大伴冯保总会上前劝说：“皇上可别

再玩了，奴才可是告诉张老师了。”
我一听见“张老师”三个字，竟浑身打了个寒战，想起

我犯错时他瞪着我，目眦欲裂，顿时什么玩心也没有了。
母亲永远站在张老师那一边：“你再不够用功我便告诉张
老师。”

我压抑得快疯了。
起初我秉持做一代明君的信念，觉得有活路便是恩

赐。可年岁渐增，帝位渐稳，这个信念已经不再能成为我
忍受这一切的理由。

五
我越发尝到了权利的滋味。
坐在这个位置上，应该永远一呼百应，生杀予夺全凭

我心意。
老师自夺情回京后，行事似乎格外操切起来。
他总是不容置喙地推翻我一个又一个决定，不惜得

罪整个朝堂也要把一条鞭法推行下去。
少时经历的不安渐渐在掌权后回过味来，我这个天

子的话在他眼里究竟算是什么？他凭什么如此苛责我？
“鞭法务为一了百当。”
一了百当、一了百当……好，真是……好得很。
我将桌上如山的奏折一手掼翻在地，恨得咬牙切齿，

几乎想立刻将他撕碎了泄愤。
什么狗屁国师，他张居正再是权势滔天却也不过人

臣，朕敬他为老师，却也不是他忘记君臣之礼的理由。
我越来越不能理解他，怨怼和愤恨在我心里发芽生

根，待我发现它之时，和老师的关系似乎已经到了无可挽
回的地步。

六
老师近来多次上书想要致仕还乡。
这么多年过去，他苍老了许多。
我再三拒绝了他的请求。
致仕？想得容易。他最好一直在这个位置上待下去，

一辈子为我所用，直到他为大明死而后已。
他终于一病不起，最后撒手人寰。
我痛哭了一场，数十年深恩与苦恨，一朝散尽。
老师，我因曾经真切体味到你对我的良苦用心，故而

总是对你一再心疼。而你对我实在太过严苛，甚至容不下
我一点喘息。每每深思之处，我总试探着恨一恨你，可又
被那些昔日的情分压了回去，嘶吼的喉咙被生生堵住，呛
得我眼眶红肿，泪都掉下来，干涸的嗓子发不出一点声
音。

你通通看不到吗？
这份痛苦很快被更大的恨覆盖。

“不准下葬！给朕将张居正的尸首掘出来！掘出来！狠
狠鞭尸！朕要让他九泉之下也不得安宁！”

我近乎发疯般得嘶吼着，多年来淤堵的压抑苦闷一
朝喷涌而出，眼前泛上一片猩红。

凭什么我还要忍受着腐烂的一切，久病缠身苦苦煎
熬？

凭什么你走了，却还能受万民称颂？
又是一年春花红，宫墙深深。
这些年见老，处理政务愈发不愿上心，却总想起年少

的事来。
墙角下，我最偏爱的皇子正旁若无人地背着治国之

策，听来正是当年我曾背错的那段。
无人再来挑出错字罚跪，无人能再让我跪。
恨海情天，不外如是。

在这金秋送爽、丹桂飘香的季节，迎来了一年一度的国庆盛典。从巍峨长
城到秀美江南，从壮阔黄河到宁静西湖，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深厚
底蕴。在祖国母亲的怀抱中，山河无恙，岁月静好。国泰民安是每个中华儿女
共同的期盼与骄傲。让我们携手并进，共赴这场盛世华诞，为祖国母亲献上最
真挚的祝福！

共庆华诞
□ 人文学院 汉教231班 杨卓文

◇心香一瓣

◇百味人生

◇小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