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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达人地花
大学时光

阳春三月，漫步校园，
正是赏“黄叶纷飞新芽探”
的美好时光，榕树在春天落
叶已成“广东一景”。

跑操时我们会经过一排
大榕树。每次经过，大家都不
忘抬头看那树叶与红墙叠加
出的韵味。有时，轻风一拂，
榕树下起“金箔雨”，大家都不
禁停下了脚步，静静欣赏。我
伸出一只手，渴望其中会有一
片精致的黄叶优雅旋转后正
落在手心。

午间，伙伴们爱到树下
玩耍。有人突然从地上拾
起一大把黄叶撒了出去，一
场“黄叶大战”便上演了。
少年们三五成群在阳光下
嬉戏打闹，那是大自然带给
我们的无限欢乐。

但不过几日，黄叶就会全
部落完，榕树枝头迅速布满青
绿色的嫩绿芽苞。再过几天，
娇嫩青翠的新叶便冲破束缚，
欣然展开。坐在教室窗边的
我，疲惫时侧过脸看，总能看
到一波温柔的绿浪，小鸟在其
间鸣叫，却不见其踪。

最难忘那个午间。我
坐在大榕树下的圆形石凳
边阅读。这时候的阳光固
然猛烈，透过层层叶隙，却
依旧显得温柔，如一个个光
的 精 灵 在 我 的 书 页 间 跳

动。我正沉浸在阅读里，却
不知在哪一刻，一只小小的
斑头鸺鹠蹲到了大树根下。
我从书本里抬起头来看见它
时，并没有惊喜地大呼大喊，
因为我已不知第几次在校园
里见过它了。它似乎认得
我，只用呆萌的大眼睛看了
我一眼，便继续绕着树脚寻
找食物。我继续埋头读书。
风吹动大树，只见到我们在
树下安静地各忙各的。

我想起以前上学的必
经之路，两旁也种满了大榕
树。每日清晨上学时，我坐
在电动车后座，扑面而来的
就是一股叶子的味道和湿
润气息，伸出手，能感受细
腻的风越过树梢，带着清凉
划过掌心。有时缕缕阳光
穿过树隙，光斑也会像小精
灵在我的脸上、身上欢快地
跃动。可惜不知出于什么
原因，前些日子那些大榕树
被连根拔起，换成一些站都
站不稳的小树苗。我记忆
中那条路上的美丽风景便
再也不曾见过了。

顿时觉得庆幸，如今坐
在校园里我仍可“醉吹横笛
坐榕阴”，看刚入晚春便已
郁郁葱葱的大榕树，感受满
心的安宁、愉悦。

愿春常在，愿青四处在。

又一次路过了那个小村庄——现在已经不属于
我的小村庄。

我生在那里。直到六岁那年，父母亲才带着
我，也带着我们的全部家当，搬到了不远处的县城。

我记得，那个村子的西边有一条河，就在西边
村口时它忽地转了个弯，径直向北流去，一直流进
北边那一片稻田里。我在那条河里逮过蝌蚪、捉过
螺蛳，还在那里丢掉过一只鞋子、几枚一角硬币。
那时的风吹起来暖暖的，河水也是静静地流淌着，
只有河边的柳树丝偶尔在水面上会划出几道微澜。

我记得，那时我家门口有两棵粗壮的梧桐树。
每当梧桐花开的时候，我总是拿着绳子和小板凳，
央求爸爸替我做秋千。秋千乖乖地挂在树上，只有
我坐上去的时候，它才会在爸爸的推动下载着我飞
向蓝天。有陌生的小伙伴被吸引过来，指着旁边的
朱红色大门问我：“这是你的家吗？”我坐在秋千上，
指着脚下的土地理直气壮地说：“不，我的家在这
儿。”正是这个挂在梧桐树下的秋千，让我结识了许
多小伙伴。我们玩累了，才会一窝蜂似地跑进那扇
朱红色的木质大门。

这里的院子也是属于我的。我自己栽种了许多
花花草草，那有两棵小小的柠檬树，它们是我从柠
檬里“抠”出来的籽，栽种在小花盆里长出来的。我
和小伙伴们在这个院子里也度过了许多美好时光。

我记得，后来父母在县城里买了房子，我们要
搬走的那天，村子里的小伙伴们都来送我。当装着
家具的大卡车从我家门口——那扇朱红色的大门开
到村口时，那群小伙伴一直跟在车后面喊着：“要回
来呀，记得回来啊！”后视镜里，我看到他们流着眼
泪，冲着大卡车拼命招着手。

正是这样一个小村庄，当我离开九年后再次回
来时，竟然不认得它了。

那条河，竟早已干涸见底。曾经软软的河底已
经被太阳暴晒得裂成一道道缝，远远望去就像饱经
风霜的老人般沧桑。曾经成群结队嬉戏的蝌蚪也
不见了，那些附在石头上的螺蛳也不见了，只有光
秃秃的石头依然立在那里。幸好，那棵柳树还在，
依旧摆动着泛着墨绿的柳条独自在风中飘摇。

记忆中的朱红大门也变了模样。原来的木门变成
了厚重的铁门，还被刷成了蓝色。透过门缝，我看到里
面嬉戏的孩子，院子里的泥土已被水泥覆盖。关于家
的记忆还在，但这里早已却物是人非。门前的梧桐树
仅剩下两根树桩，我坐在平滑的树桩上，想起了我的秋
千。脚下的这片土地，竟然让我感到分外陌生。

一群同龄人走过，我抬起头，认出了曾经的小
伙伴。“大毛、小豆子……”我兴奋地叫出了他们的
名字，他们却一脸狐疑地望着我，连眼神都是陌生
的。我怔了怔，然后赶在他们问“你是谁”之前，逃
掉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逃，就像我当初不明白我的
家为什么突然之间不属于我一样。我的小村庄在我
离开后，竟一点一点的、缓慢又决绝地抹掉了我在这
里生活过的所有证据。

我这才明白，记忆中的那个家、那个小村庄，竟
早已不属于我了。

[编者按]

春 天 ，老 师 们 看 着
校 园 里 一 片 春 意 盎 然 ，
临时决定让学生们改上
一堂新课“逛校园，写春
天 ”。 同 学 们 欢 喜 雀 跃
地下了楼。只见东风已
动 向 阳 枝 ，满 树 新 英 正
欲 发 ，玉 堂 春 、木 棉 、紫
荆 、杜 鹃 、茶 花 、桂 花 、
大 叶 榕 ，甚 至 生 物 园 里
的白花灵芝草，等等，皆
是一派生机勃勃。

同 学 们 百 般 才 思 ，
闲 斗 芳 菲 ，放 学 前 就 欣
欣 然 地 交 出 了 作 文 ，无
论 是 新 姿 勃 发 的 大 榕
树 ，还 是 落 英 缤 纷 的 紫
荆 ，都 让 大 家 不 吝 赞 美
之辞——

我有数不清的词句形容
春天的大叶榕。金黄又明亮，
翠绿而柔和；青春且张扬，平
和而内敛。三月的大榕树犹
如变化多端的调色盘，每天都
在不同颜色间变换，每天的样
子都不同于昨日。

一开始，大叶榕是黄绿色
的。被风吹下的榕叶都染了
点黄，留在树上的则多数带着
绿，是那种有点老气但很温和
的绿，让人很轻易就联想到纸
张泛着黄的国画，就像一首回
忆起金秋的平和又温柔的诗。

一周之后，大叶榕便褪尽
了绿意，变得满树金黄。明亮
的、柔和的、带着浅褐色的金
黄，在灿烂明媚的阳光下闪闪
发光。铺满黄叶的小石路看

起来温暖又漂亮，踩上去时咔
嚓作响。绕着粗壮的树干走
一圈，就好像踩出了一曲金黄
色的歌，这是独属于我和大叶
榕的旋律。

待绿叶变黄，黄叶落尽，
大叶榕只剩枯枝。树干是深
褐色，孤零零地立在一地枯叶
中，枯枝弯曲着往外伸展，仿
若在默默守望寒冬，又仿若在
呼唤春天。一旦春雨洒下，万
物复苏，叶苞便从枝末抽出，
大叶榕又开始以一种很稚嫩、
明亮的浅绿色迎接着一年一
度的新生。我仿佛能在满树
嫩芽中看见春的勃发，小小的
叶子蕴含着巨大的力量——
那就是生命的力量。

再转眼，就见大叶榕的叶

片舒展开了，颜色一天比一天
深，从浅绿到新绿，从新绿到
青绿，再到翠绿和深绿。春日
的暖阳，照亮了层层叠叠、深
深浅浅的叶子，在地上留下细
碎的光影。沐浴在春光里的
大叶榕，从枝干到新叶，都闪
着金色的光。

大叶榕是个多么神奇的
存在啊。少年气与岁月感在
它身上并存，青年的意气风发
和年代的沉淀古朴在它身上
相织相融。我惊叹于它的多
变之余，不免思考起它身上开
放包容、海纳百川的气质究竟
从何而来。

某次偶然的机会，我方得
知，校园里这棵大叶榕原来已
经 在 昭 明 楼 内 挺 立 了 整 整

207年。它经历了207次春夏
秋冬的四季更迭，经历了 207
次落叶纷飞和新叶绽放。在
匆匆岁月里，大叶榕早已洗
去了最初的青涩，变得平和
且包容，以足够的平常心与
开放的心境，面对每一年春
天的新生。难能可贵的是，
尽管时代在变迁，每个春天
来临之际，它依然挺立，保持
着生命的活力。

我有数不清的词句形容
大 叶 榕 。 但 如 果 只 能 选 一
个，我会选择“青春”。希望
我们也能如大叶榕在 207 个
春天里所做的那样，在成长
过程中，不断变得平和、开放
并包容，同时也永葆一颗青
春赤诚的心。

春 天 不 知 什 么 时 候 来
了。大概是一场并不冷的冬
雨浇醒了冻土吧。

春雨没有节奏，没有规
律，一落到冻土上，就只管奋
力扒开一条细缝钻进去、浸下
去。很快，紫荆花就在这湿润
中盛开了，在雨中摆动着粉紫
花裙，努力将雨珠抖落。但终
究还是太柔弱了，有一些花朵
便被雨水推落到地上，浸在积
水中。我捡起一朵刚落地被
浸湿的紫荆花，放在案头书柜
上，欣赏着她依然傲骄的模

样，不由感叹，春天到了。
几场春雨过后，一切都明

媚、晴朗起来。不仅是紫荆，木
棉不知何时已欣然傲立枝头；
不久前还光秃秃的大榕树也绽
开了如花骨朵儿般的新芽；还
有风铃木带着一身耀眼的嫩黄
在春风中飞舞起来；泥地里长
出了一株株小野花，虽然并不
引人注目，却一样开得娇嫩又
坚韧……我的校园——雅园便
裹在这样一片五彩生机中。

我将风铃木别在发间，
将紫荆花点缀于书柜，将木

棉花晾晒于窗台，将榕树的
新叶留香于书页……春天来
了，到处都充满着活力，让
人总想一揽春满怀。但春的
脚步并不会停留，它借那几
场春雨安静地蓄力，然后又
准备让位给夏了。

不过几日，芽苞迅速变成
了能遮阴的绿叶，众花儿也匆
匆地在一池春水鳞波中欣赏
完自己的倒影，扭身便离开
了。紫荆花谢，风铃木凋，一
个个豆荚便探出头来；木棉花
落尽，木棉絮就一团团地长出

来了；辛夷花落尽了，满树的
叶子就都长出来了。这时已
是晚春，能看到夏的影子了。

又开始下雨，雨丝变得密
了，直直的像一根根透明的蚕
丝般拉出长长的线。地上积
了好些水，映出一把把色彩斑
斓的小伞和变得十分浓郁的
绿叶。粼粼波动间，也映出同
学们青春靓丽的倒影。

春来春又去，竟不由让人
惆怅，感叹光阴易逝。惜春，
也珍惜这活力与美好并存的
年华。

春风徐徐，小雨淅淅，古
道芳菲，青叶盘旋，春天已悄
悄来到。

不知春在何处？跟随款
款的风走进雅园，枝隙草间，
昭明冠冕前，到处都是隐隐约
约的春的气息。风带着暖意，
抚平了小池的皱纹，荡起了我
们的笑意，吹去了所有的不安
与焦虑。春或许隐在这悠悠
的风里？

雨也随风而来，没有夏天
时的狂热、秋天时的激情和冬
天时的缠绵，悄然落地，带着
一种与大地母亲重逢的欣喜，
温柔、清凉却无萧条的寒意。

我忍不住从伞下伸出手去，感
受在手心里绽放的一两朵雨
花。这雨，好像真能洗刷掉所
有浑浊与烦恼。难道春就藏
在这渐密的雨点中？

漫步广雅中学的古道，仿
佛走在画卷中。花儿竞相开
放，“木末芙蓉花，山中开红
萼”，白中透着嫩，粉中透着
艳。整枝辛夷花绽放着春色，
脚边无名野花密密匝匝，是难
以用画笔绘出来的颜色。枝
丫间，蓝色的天空窥视着大
地。旁边的小池很清澈，能看
到池底一块块的鹅卵石与腐
烂的褐色叶子。鸟儿趁着没

人的时候来，优雅地站在石头
上，把头埋进水里，喝几口，又
拍着翅膀飞走，那种闲适，真
让人羡慕。最爱是那水，有时
候在石头上淌过，有时候在石
头周围徘徊，就像是恋上了石
头，在它耳边轻声低语，很是
好听。但它们又从不滞留于
原地。难道春就躲在这生机
勃勃的小道旁？

榕树甩了甩修长的枝条，
又一次成功引起我的注意。
它一直都是校园里不可忽视
的存在，无论何时都不失风
度。前些日子，它褪去了满树
金黄，满校园黄叶纷飞，就好

像秋姑娘回来了，我们踏在落
叶织成的锦缎上，嘎吱嘎吱
的。拾起一片树叶夹在书里，
每次翻开，都能想起当时的欢
乐情景。现在它满头新绿。
站在树下，看着在蓝色天空映
衬下的叶苞，我能真切地感受
到：春天来了。

不管春在哪，我都能感受
到春带来的力量。这是个让
希望萌芽的季节，是让一切从
头开始的季节。我憧憬着榕
树叶子全变得墨绿时的样子，
如同我向往着我的未来也会
如那一抹浓厚的绿色，充满无
限生机与可能。

离开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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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人新知会晚

约会春天，在广雅校园雅校园
赏春 □谢语晴 广雅中学初一（1）班

□王从 江苏南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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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习作44惜春 □卢欣雨 广雅中学初一（2）班

觅春 □李佳怡 广雅中学初一（2）班

醉春
□杨欣瑜 广雅中学初一（2）班

谷歌新款AR眼镜： □克莉斯汀

经历一年停办、一年全程线
上举办之后，前日，谷歌 I/O大会
终于回归线下。大会上最令人
惊艳的，莫过于播放了一条关于
最新款 AR 眼镜产品的展示短
片——戴上这款AR眼镜，我们
可以在与别人对话过程中，直接
从眼镜片中看到正在进行的会
话已被翻译成自己需要的文本，
而这个系统在原有的英语、汉语
翻译基础上，还增加了 24个小
语种的翻译功能。

难怪谷歌 AI 掌门人 Jeff
Dean把这个功能形容为“给世
界加上字幕”。这款新产品的确
令人期待。

近日，《自
然 - 通 讯》上 发

表 的 一 篇 论 文 指
出 ，南 极 洲 的 游 客 抵

达点和科考设施附近的
黑碳污染，可能会增加这

些地区的融雪。这让更多环
境保护者开始大声呼吁：请减

少非必要的南极游，请保护自然
生态。

早前，曾有一条网文称“NASA研
究显示，在持续 9 天的高温天气里，整

个南极洲1/5的雪化了”，如果南极的冰
雪真的照这个速度来融化，45天之内，只
怕存在了数千万年的南极冰盖就要消失
在我们面前了。虽然后来有澄清说，
NASA的原文中提到的只是南极板块上一
个叫“鹰岛”的地方的季节性积雪融化迅
速，并不代表着“整个南极洲”的冰雪都在

按这个速度融化。但显然，南极大陆冰川
的融化正在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整个南极大陆的冰川加速融化，势
必导致全球海平面的大幅度上升。这无
疑会给地球带来不小的影响，人类也将
会面临一场巨大的灾害。这也难怪科学
家们会表现得如此忧心忡忡。

《自然-通讯》上的这篇论文指出，
研究结果已显示，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地
区，黑碳每年夏季或导致积雪（地面上积
累的雪）减少 23 毫米。化石燃料和生物
质燃烧会产生黑碳，这些黑碳会吸收光
线，让大气升温。如果黑碳落在雪上，热
量就无法散发，融雪便会加快。而近几
十年来，出现在南极洲的人类显著增多，
局部地区的黑碳排放也自然在增加，随
访客的激增，这种影响还在加剧，但影响
程度之前尚未得到量化。

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的研究者在南极
半岛北部一段 2000 公里长的
土地上采集了雪样，并检测了
这些雪样的黑碳浓度，采样区
涵盖了游客活动和科考设施
最活跃的地点，以及一些更偏
远的地区。他们发现，科考设
施和游客抵达点周围的雪样
比偏远地区的雪样含有更多
的黑碳。估计 2016 年-2020
年间，平均每年旅游季都有
53000名游客抵达南极洲。研
究者认为，每位游客贡献的黑
碳量或在每年夏季会导致约
83吨雪的融化。

研究者表示，有必要采
取减少黑碳累积的方式，缓
解人类活动给南极洲人类密
集区造成的负担，比如使用
更清洁的能源，使用混合动
力或电动轮船，以及限制游
客数量。 （浩源）

征稿
“校园达人”版“大学时光”栏目现面向高校

学生征稿，稿件要求作者为高校在校学生，内
容、体裁不限，每篇不超过2000字。来稿请投邮
箱：ycwbqc@sina.com，邮件请注明“校园达人”
投稿字样，内文中务必留下作者真实姓名、所在
学校名称及院系和年级等详细信息。

短 视 频 中 所 展 示 的 内
容，的确为目前正在被大众
普遍接受的AR产品的未来
描绘出一幅非常理想的画
面——短片中的人物应该是
有听力障碍，当她戴上眼镜
后，却可以在眼镜片上，看
到与之交流对话的人所表
达的语言的文字翻译字样，
这样丝毫不影响她与对方
的即时沟通，最为神奇的
是，在眼镜上看不到任何摄
像头的痕迹。

短片最后一位谷歌产品
经理告诉戴着眼镜的用户
的画面还提到：“你应该能
看到我说的话，文本是为你
实时转录的，这有点像
真实世界被加上了字
幕。”这段话是以西
班牙文呈现的。

这是谷歌继2012年 I/O大
会上首次发布AR眼镜的十年
后，再次发布的AR眼镜新品。
它的升级显而易见正是综合了
上一款眼镜的所有问题，作出
的一次完美蜕变。

首先是谷歌翻译器增加了
24个小语种，在原本实时将英
语、汉语、西班牙语等大语种
的文本轻松呈现的基础上，这
无疑让新产品适应更广泛人
群。而且这些新的语种，还会
提供新的单语机器学习方法，
可以在没有现成翻译参考的情

况下，让佩戴者自己直接去现
学如何翻译新语言……

这个功能也同时升级了
AI聊天机器人，因为它们开放
了三个新功能中的第一个就是

“想象”，即要求AI在接到指令
后，会设想一个或许并不存在
的场景，在与人的互动中不断
深入探讨并为人类创造新灵
感。它们还被赋予了“随便聊
聊”和“计划清单”的新功能，
这些功能的开放，的确会令人
机交流变得更加充满乐趣，随
时脑洞大开。

“给世界加字幕”

款式有点“保守”

实时翻译再升级

同步功能更丰富

眼镜的款式很普通

戴 着 眼 镜
可 以 同 步 与 对
方眼神交流了

同步手机上的搜索功能

游客让南极雪化更快了？

南极麦克默多干谷积雪
图片来源/NASA

指导老师指导老师：：林虹林虹

除了“字幕”功能外，这款眼镜还加上了
一个“Ctrl+F”的多模态搜索功能，就是在看
到物品的同时会显示网上各方附加的评价，
就像是给真实世界再加了一次注解。比如
你在货架上挑选巧克力时，可以通过联动的
手机输入关键词筛选“黑巧克力”以及“不含
坚果成分”的，还能同步看到该商品的各种
评分、评论。

在相应的地图软件里，你不仅能看到
3D街景，还能直接“进入”到你查询的目的
地的内部——比如一个餐厅，不仅显示它所
在的街道，还会同步到餐厅内部的情景展
示。这还没完，你甚至可以通过这个地图，
了解到实时交通、天气等信息的叠加推送
——简直就是一种“沉浸式体验”。

不过，目前谷歌还没有分享任何关于这
款新的AR眼镜何时上市的消息，具体如何
操作等细节也还有待进一步了解。但单是这
一条短片已让我们看到，未来的AI将更深入
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所有的产品也在知识和
计算相结合的基础上，令设计更加人性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