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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之夏草堂之夏
长沙市一中金山桥学校 左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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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阵奇异的栀子花香，

将我引入草堂的更深处。

成都西郊，浣花溪畔，杜甫草堂，

曾是诗圣杜甫躲避安史之乱、留寓成

都时的居所。我沿着一片丛林竹海，

走入了这位文学大家的精神甬道。

池里的荷叶亭亭如盖，风里透着

阳光的味道和花草的清香，我的脚步

也变得轻快起来。木质长廊蜿蜒绵

亘，廊下流水萦回，成群的鱼儿游来游

去，和清溪碧水相映成趣。体形硕大

的锦鲤自在游曳，这锦鲤莫不是得了

唐朝风韵的浸染，竟有些“以胖为美”

的况味了。

眼前的茅草屋坐南朝北，屋顶是

厚厚的茅草，竹耙做挡，黄泥抹墙，四

壁皆透光，家具极简陋，不过一床、一

椅、一桌而已。长夜漫漫，屋漏床湿，

凄苦之意更甚寒夜之凉，而这位诗人

却妙笔生花，亦忧亦喜的语丝在笔下

流淌。大风吹袭茅屋的那一夜，诗人

不耽于心底的哀伤，竟得出了“安得

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

欢颜”这般振聋发聩的真言，刘禹锡所

道：“斯是陋室，惟吾德馨”，陆游所言：

“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说的

就是杜甫一般的人吧！

茅屋前，有一条两旁栽满花木的

小径，“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

君开”，如今这蓬门大开的草堂外，绿

意盛满了眼底，树的、花的叶，都绿得

新鲜，绿得畅快，绿得自在。千年前的

杜甫，一定是被这远离喧嚣的一派澄

明、闹中取静的一方雅致所吸引，才在

这里停驻。“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的愁思换之以“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

浮云变古今”的豪情，无怪乎他会有

“昔我去草堂，蛮夷塞成都。今我归草

堂，成都适无虞”的感喟。

一座四层砖塔耸立在湖畔，古塔

经过多年的风雨残蚀，自有一股沉稳

沧桑。古塔周围众芳嫣然，塔、桥、湖、

树、花浑然形成一幅精美的画卷。

我在杜甫的铜像前驻足，稀疏的

头发、微秃的前额、瘦削的身形，容颜

清癯而晶莹，却难掩风骨的沉郁。我

是多么想和他对话啊！谁会

是你的座上客？田野村夫？达官显

贵？抑或池中的游鱼、飞回的燕子？

你的理想永远不是一块冷而苦涩的

冰，而是春风化雨，万物有灵。你在孤

夜中的红墙下行走，你在时深时浅的

酒杯里敞怀，你努力从痛楚中寻找欢

愉，你如天地间的一只沙鸥，在风雨飘

摇时期待无风无雨。

一柱柱的盈联上，剥落的油漆更

显字迹的清晰。穿过柴门，我在一株

高大的香樟下听到了鸟叫和虫鸣。石

桌上的竹叶从不知名处飘来，又不知

飘往何处，历史的风拂过，在我心中泛

起涟漪。

“一个憔悴的诗人在灾难国土上

颠沛流离，艰难行走，痛苦、悲悯、仁爱

让他酿造出了充满人文情怀、人生情

趣的诗作。这就是杜甫。”有人如是

说。

人文化育，心灵安顿，回望草堂，

夏木深深处，无限留恋……

梅是最有个性的一种花，它不

在温暖的春天开放，不在热闹的夏

天开放，也不在秋天抢菊的风头，

梅选择在冬天临寒傲放，梅的精神

就是不从众。爱梅者众，但大多都

是叶公好龙。

学友老夏是一个永远严于律

己的人，老夏是我的斜下铺，也是

宿舍里和我关系最好的一个人。

他是一个特别的人，与众不同。他

永远是一副战斗者的模样，我们在

宿舍躺着玩手机的时间，他在健身

房和图书馆度过。每天背上书包

来往于宿舍和图书馆之间，每天会

在晚上十一点前睡觉，从不熬夜，

早上六点二十分准时起床，星期天

也是如此。看到老夏如此，有人嗤

之以鼻。

我偶尔会跟老夏一起去图书

馆。我一般看明清小说，老夏看的

永远都是专业书籍。我纳闷，问他

为啥要这么拼，他回答，笨鸟要先

飞。我不知道老夏说的是不是真话，我只知

道他是我们宿舍最努力的。大一的第一次

期末考试老夏考得并不是很好，但没有挂

科。宿舍其他几个人因为“临时抱佛脚”也

都顺利过了。他们跟老夏说，何必那么努

力，学与不学都能过。

老夏在大二的时候转了专业，但还和我

住在一个宿舍。因为课程不同，我们的时间

也就岔开了。老夏当了他们系一个专业课

老师的助教，整天呆在实验室，每天的午饭

都是我在食堂买好后给他送过去，他就穿着

实验服，把白手套摘下来搭在大腿上，蹲在

墙角狼吞虎咽。

我也曾问过老夏，为啥要把自己弄得那

么狼狈，那么累，老夏只是笑了笑，没说话。

大四，我当了一名码字党，整天对着电

脑编故事，老夏提前找到了一份外企的工

作，而那些当初嘲笑老夏的人，忙着投简历，

面试。他们埋怨着不公，却从来没想过自己

当初生活得多么安逸。

考完大学生涯最后一门课，宿舍的人一

个个离开，我和老夏走在最后。在车站，我

和他拥抱，最后一次拍拍对方的肩膀。老夏

的火车早些，他转过身，挤进了人群。

老夏走了，离开了青春，离开了我。但

我依然记得老夏说过，人要像梅花一样活

着，永远不浮于世界，不茫然跟随。

闲暇之余，每次拜读《播撒

阳光的人》，都会铭感于怀。在

改革浪潮翻滚，追求经济效益

的今天，一位平凡的女教师，用

自己无私的爱心去播撒温暖的

阳光，用自己纯洁而神圣的“母

爱”筑就了 6 名孤儿温馨的家

园，为 65 名贫困学子呼唤来了

社会的关爱，为他们寻求到了

渴求知识的希望之路，她为新

时代呼唤来了一种新的师德。

当前，教师热爱教育事业，

辛勤耕耘的风气正逐步形成，

教师也已逐步得到社会的尊

重。但也有部分教师不注重师

德修养，体罚学生、违规补课、

家教家养等违反教师职业道德规范的行

为时有发生，这些都严重影响了人民教师

的形象。

师德是教师最重要的素质，既然选择

了作为一名人民教师，就要坚守自己的人

生底色，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心甘情

愿地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

教师每天都重复着备课、上课这些平

凡的事情，更需要沉淀自我。新时代追寻

中国梦，更需要脚踏实地，用奋斗书写时

代的答卷，才能让新中国一代代接班人健

康成长。

新时代的教育在呼唤新的师德，社会

需要新的师德。蓝山县楠市中心小学副

校长盘晓红时时提醒自己要做一名名副

其实的‘爱的使者’，用真诚和智慧，用微

笑和话语，去播撒爱的阳光，传递温暖，创

造幸福。她创造性地开设了一门校本德

育课——美心课，净化美化孩子们的心

灵，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传播爱的种子，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这名平凡的教师，她

以自己的爱和行动诠释了“一切为了学

生，把爱献给学生”，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

师的光辉形象和崇高的思想境界。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愿吾辈之师

皆如盘晓红，则教师之幸，学生之幸，国民

教育之幸，中华民族之幸也！

现在在大城市找到一个动物园，

去看看老虎、狮子不难，难的是在城里

的树上找到一个鸟巢，并从巢中找到

鸟蛋。可就在前几天，我真在校园里

的树上发现一个鸟巢，巢中还有三个

蛋！这是我第一次在长沙的树上发现

鸟蛋。

那天午饭后，我习惯性地到学校沁

园的环池小路散步。这条小路两旁栽

种着各类花草树木，高低掩映，错落有

致。转过四角亭，小路的左边是几株玫

瑰与一棵临池而立的小红枫；右边是一

棵高大的杨梅树，杨梅已开始泛红。我

眼前突然一闪，发现红枫的繁密枝叶

间，隐藏着一个小鸟巢。我定睛一看，

真是一个棕褐色的小鸟巢！这不是一

个遗弃的鸟巢，应该有鸟住，说不定还

有蛋呢。凭着这一直觉，我不假思索地

靠近这株小树，向鸟巢伸出了手。“噗

嗤”，紧接着又是长长的一声：“嗟——

呀——”只见一只深灰色的小鸟“梭”地

从巢里箭一般飞出去，在空中盘旋一下

迅速消失了。这并不能阻挡我强烈的

觊觎之心，只是枝叶太密，我的手一时

伸不进去。

我并不想像儿时那样掏到鸟蛋，捣

毁鸟巢。我只是很好奇，难道鸟巢里面

还有蛋？我左手拿出手机，右手轻轻拨

开树枝，从鸟巢上方朝下迅速抓拍了几

张照片。

迫不及待地点开手机，眼前陡然一

亮：三个光溜溜的小蛋首尾相接呈环形

紧挨在一起，全身密密麻麻布满了棕红

相间的斑点，安详地躺在这个小小的巢

里。这个鸟巢绵密精致，用同一种柔韧

的干草一根根、一层层编接铺成。

我真不该打扰孵蛋的鸟妈妈。幸

好，凭我小时候的经验判断，鸟妈妈还

会返回巢中孵蛋，哪怕只剩一枚蛋它也

不会放弃。不过我还是很懊悔，总有点

放心不下。黄昏时，我躲在稍远的假山

后看到一只小鸟飞进这个小巢，鸟妈妈

终于回来了！——也许它早已回来，我

见到的这只是觅食回家的鸟爸爸。拼

命呵护后代的父母之爱，鸟兽从不亚于

人类。

不久之后，三只毛茸茸的小鸟将从

鸟妈妈的翅膀里伸出脑袋来，这个小巢

就将成为其乐融融的五口之家。等到

三只小鸟与爸妈一起飞翔时，我再来抓

拍它们的美丽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