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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在广州，一座被
称作“穗城”“羊城”“花城”的千
年商都。这里四季的轮换不算
分明，甚至有人开玩笑说“广州
一年到头就是夏夏夏冬”。作
为土生土长的广州人，最爱的
当然就是夏天，尤其是6月至8
月的盛夏。

广州地处亚热带，北回归
线从这里穿过，所以这里是典
型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如果说
北方城市的夏天是干燥的，那
么广州的夏天绝对是闷热的，
而且又热又湿。一到夏天，整
个城市仿佛被置于密不透风的
玻璃蒸锅里，不动则已，一动便
一身水汽腾腾地往上冒，挂在
发尖、贴在颊边、沾在后背。人
们总喜欢把广州的夏天比作孩
童的脸，前一分钟还晴空万里，
下一分钟可能就倾盆大雨了。

即便如此，我还是喜欢广
州的夏天。因为这里的老城区
到处都是骑楼街，人们穿梭其
中，总有些“暑行不汗身，雨行
不濡屐”的得意；因为这里的街
头几乎随处可见遮阴挡雨的绿
化树木，苍然如盖、蓊郁成林；
还因为这里有浓厚的人情味，
比如那些因突然而来的暴雨而
措手不及的人总是可以在地铁
站、便利店里免费借到伞，然后
把广州人辈辈传承的包容、互
助的暖意握在手里、笼罩全身、
守护着前行。

有句老话道“住在苏杭，食
在广州”。“老广美食的味道”早
已是天下闻名，而“岭南佳果”
的美誉更是深入人心。夏天是
这里水果最丰盛的季节，漫步
在广州街头，随意抬头即可见
到热闹的蔬果店以及各色果
蔬。我最爱的水果莫过于荔枝
了。每年 5 月末，正是各种品
类荔枝上市的时节，妃子笑、桂
味、糯米糍等争先恐后地登
场。一颗颗荔枝穿着暗红色、

带刺的外套，里面裹着一层白
色的膜衣，像不像一个个红衣
卫兵？只要稍稍用力地剥开这
些看似坚强的铠甲，它们就会
露出那白白胖胖、晶莹剔透的
身子，咬上一口，软软的、糯糯
的，嘴里顿时满是甜甜的汁水，
这时就像口渴的人喝到一杯甘
露般，只让人觉得痛快，觉得欲
罢不能。“日啖荔枝三百颗，不
辞长作岭南人”，大文豪苏轼的
感慨，真是很有道理。

广州的夏天最让人难忘的
节庆，便是端午节，这也是令小
朋友们最兴奋的节日。因为我
们会划龙舟、包粽子、与亲朋好
友聚会。

今年暑假，我刚学会了包
粽子——若干糯米、几片粽叶、
一根细绳，左绑右裹居然就能
变成诱人美食，实在是有魔术
一般的魅力。在广州，人们一
般爱用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咸
蛋黄、冬菇、绿豆等材料包粽
子，有的也会加入瑶柱、花生
等，包裹严实后，再蒸上好几个
小时，便清香四溢，总让我一边
剥着粽叶一边忍不住地流口
水。包粽子正是广州家家户户
最传统、最温馨的过节方式。

划龙舟则是另一种热火朝
天的户外大型团聚活动。每年
在广州的珠江上，都会举行国
际龙舟邀请赛，上百支龙舟队
逐浪竞速，上演着“速度与激
情”。只见江面上千帆竞渡、百
舸争流，锣鼓喧天、旌旗招展，
场面好不热闹，岸上的观众也
都纷纷跟着摇旗呐喊，激情四
射，酣畅淋漓。

朋友们，这就是广州的夏
天。它有着赤红的艳阳、深绿
的树荫、粉嫩的花海、幻变的霓
虹，还有繁华的街道、诱人的美
食、熙攘的人群、奋斗的热情，
它的精彩说也说不完。

（指导老师 吴纯纯）

我喜欢梅花，喜欢它的美而
不骄。梅花是报春的使者，报春
而不争春，因此梅花的品格更值
得我们欣赏。

我虽没有见过冰天雪地里
绽放的梅花，但有幸见过“萝岗
飘雪”的美景——那是开放在广
州香雪公园里的梅花。这里是

我见过最多梅花的地方，满园梅
花盛放时，微风轻轻吹拂下，洁
白的花瓣飘飘洒洒，像极了飞舞
的雪花，于是便有了“萝岗飘雪”
的说法。

香雪公园里有白梅和宫粉
梅。每朵梅花都有五片花瓣，但
白梅的花蕊是嫩黄色的，宫粉梅

的花蕊却是白粉色的；在阳光的
照射下，白梅花瓣透明得像碧玉
雕成；宫粉梅的花瓣则白里透
红，秀丽迷人。

走在公园里，粉嫩的花朵
散发着阵阵清香，香气吸引了
许多蜜蜂赶来采蜜，它们一会
儿停在盛放的花朵上，一会又

钻进半开的花朵里，我微眯着
眼睛，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花
儿和蜜蜂细语，一边深深地吸
一口满园的清香，不由心旷神
怡。

我喜欢梅花，喜欢看它们慢
慢地开放，喜欢它们开花无声，
落花无痕。

我妈说我小时候学走路学得
很快，她扶着我走两步就放手了，
我摔了几跤又爬起来几次，就学
会了。她说我像是非常急切地想
要探索这个世界，走得那么快。
的确，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我走
过许多路，不同的路总有不同的
走法。

一
初中的时候，我是走路上下

学的。夏天下午两点的太阳火辣
辣的，却正是我结束午休要去上
学的时候。地面的热气蒸得人脸
滚烫，我却没来由地要和太阳较
劲，不想被伞束缚，宁肯晒得冒烟
也懒得打伞。走这样的路总是难
熬的，因此我走得很快，恨不得飞
到学校去。大部分的时候，还是
我一个人走，因为我不喜欢等别
人。但就算是这样，这条路也还
算是有趣。路上有两段长而连续
的路，路上铺满了红色的方形地
砖，一块砖头的长短正好是我的
鞋长。我最喜欢将整个脚完整地
踩到砖头上，暗自规定自己不能
碰到砖头的边际，然后隔一块砖
头踩一次。这需要非常专注，眼
睛要紧盯着砖头，脚后跟落脚的
位置一定得谨慎，不能离边线太
远，更不能越出边线。稍有差错，
心里便懊悔无比，暗想“游戏失
败”，但又马上调整好脚的位置，
重新开始“游戏”，继续向前走。
这样自娱自乐地走在路上，就算
额头淌满汗水，也不觉得那么难
熬了。阳光的毒辣也似乎减弱了
几分，感觉一下子就到学校了。

冬天也是一样的，虽然南国的冬
天不至于太寒冷，但寒冷的风也
能迎面刮得人脸生疼，我也是一
样低着头，一边玩我的“踩地砖游
戏”，一边快速地走在学校与家之
间。

只有春天快到的那几天，能
让我在走路的时候把头抬起来。
红色地砖路旁，种满了一排不知
名的树。北风脱落了它们的叶
子，当春天即将来临的时候，光秃
秃的枝条上就能看到一点点的芽
儿冒出来。最初的时候，芽儿是
淡黄色的，零零星星地分散在少
数的枝条上。没过两天，嫩绿色
的芽儿就遍布枝条，再过一天，又
能发现那些芽儿都成了叶子。叶
子很快铺满整棵树。这样的时
候，天气正在一天天变暖。每次
走在路上，我都能欣喜地发现这
些变化，一天一个样。那些树散
发的生命力，也好似在轻轻催促
着我加快上学的步伐。

散步也是走路的方式之一。
我家是在一个海边的城市，吃完
晚饭后，我偶尔会到海边的公园
散步。去海边散步不像上下学，
是没有目的地的，走到哪儿就是
哪儿，想停下随时可以停下，可快
步地走，也可慢悠悠地晃荡。夜
晚的海是黑色的，只能听见海浪
的声音。海浪一阵一阵地拍打着
堤坝，那声音时而像动情的呼唤，
时而又像悲凉的倾诉。不远处有
座灯塔，一阵一阵地闪烁着。我
喜欢慢慢地走在海边，望着那座
灯塔朝前面走，思绪却飞向了大
海的深处。

二
爬山也算是一种走路。山上

的路有好走与不好走之分。有的
山路陡峭，台阶与台阶之间距离
大；有的山路甚至没有几级完整
的台阶，只有满是泥沙的土路或
石块儿铺成的路。走这些路就要
格外小心，必须盯着前面的路，一
步一个台阶、一步一个脚印才能
走得稳当；有的山路就好走多了，
台阶之间距离适中，或是建好了
山间栈道，人不需要常看脚下，也
能顺顺利利地走，此时的注意力
就能放在山间的自然美景中了，
一座山爬下来，也不算太累。我
享受能全身心投入风景中的山
路，却也会选择不那么好爬的山
路，因为征服一座险山带来的成
就和快乐，并不亚于看风景带来
的。

曾经我总将爬险山的乐趣寄
托于爬到山顶、看到异于寻常的
景色，或是有更开阔的视野。但
有一次，父亲与我一同去爬一座
开发得不太完全的山。据说山顶
有座古寺庙遗址，为过去贤士大
夫游宴唱诗之所，父亲说他想去
看看。那山路甚是崎岖，我们去
的时间也不太对，恰是早秋十点
多太阳正猛烈的时候，爬山过程
中的阴凉处不多，我们带的水也
不够喝。山爬到一半的时候，我
又渴又累，一度体力不支，因为在
此之前，我已有很长一段时间没
有这样强度的运动了。我无数次
地想“要不下山算了”，却又被“来
都来了”以及想满足父亲去参观

那座寺庙的愿望打消了放弃的念
头。然而到了山顶，出乎我意料
的是，那座寺庙只有一半，另一半
只剩下断壁残垣。如果只是这样
也罢了，进到那一半残存的寺庙
里，一个跷着脚的和尚用手机正
刷着短视频，旁边桌子上贴着微
信支付的二维码，一旁放着待售
的香……纵使这座庙有种种浪漫
的渊源，看到这突兀的情境，我也
是失望得透彻。疲惫、失望挤在
心头，化成了委屈，我竟一下子掉
了眼泪。下山以后，父亲说，他当
时看到我哭了，很是自责。同时
他也笑话我，说：“人生也不是事
事都能有好的结果呀，可不能把
希望都寄托在‘唯一’的结果上。”
我想他说得有道理，毕竟除了看
到最后的风景，我起码征服了这

座山，这也是我的另一种收获。

三
关于走路，现在我又有了新

的感悟。读高中的时候，我常常
争分夺秒地走在学校的小路上，
生怕走慢几步就少做一道题，有
时甚至走在路上还在看词汇书；
但上了大学，我却不再那么急匆
匆，常常放缓了步子，迎着早晨的
微风，观察着校道上花草树木的
四季变化，再进到教室，从容地打
开书。因为我知道，就算走慢一
点也不会影响我的效率，我这一
整天还是可以完成很多事情的。

我想，这世界上的路千千万
万，走路的方式也各有不同，不
管走什么样的路，怎么走，只要
走起来，就能算数。

大学时光

“校园达人”版现面向广大学生征稿。
其中“大学时光”栏目稿件要求作者为高校在校学生，内容、体裁不限；“吾爱吾乡”栏目则不限学龄，稿件

要求针对岭南风物抒发乡情。每篇不超过2000字。
来稿请投邮箱：ycwbqc@sina.com，邮件请注明“大学时光”或“吾爱吾乡”投稿字样，内文中务必留下作者所

在院校等详细信息。

征稿

路有千千万 □赖相宜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2022级 精彩夏天
□黄煜扬 广州市越秀区铁一小学五（2）班

梨花飘香 新华社图

□杨惠珺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三（5）班

梅 花

非宁静无以致远

作
文
题

阅读下面的材料，根据要求写作。
世界是喧闹的，静是人们向往的，所以陶渊明回归田园，修篱种菊；程颢静观山

水，自适自得；史铁生静坐地坛，思考生命。
“安静一下不被打扰”的想法，在当代青少年中也并不鲜见。青少年在学习、生活

中，有时希望有一个自己的空间，放松、沉淀、成长。
请结合以上材料写一篇文章。
要求：选准角度，确定立意，明确文体，自拟标题；不要套作，不得抄袭；不得泄露

个人信息；不少于800字。

这道作文题是在 2023 年全国高考
Ⅱ卷的作文题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改
的。原题只有“‘安静一下不被打扰’
的想法在当代青少年中并不鲜见”这
一段，但我们又添加了第一段文字。

第一段材料的内容既是对学生审
题的引导，又遵循传承和发扬历史文
化、当代文化、以人为本文化的思路。
摊开来说，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
确认与“润物细无声”文化价值理念的
传递。

材料所指的“静”不是无所事事，
而是有意义的、积极的、有所收获的

“静”。探明“静”的精神文化底蕴在现
代社会发展与时代生活中的能量释
放，以此抵达传统与现代的遇合、文化
与育德的化合。

第二段材料中需要特别关注“空
间”“放松”“沉淀”“成长”等几个关键
词。这里的“空间”不是平常意义上
个人生活的房间，而是自我展示、情
绪表达、情感交流和精神磨砺层面的
个人空间。放松，不仅需要“自己的
空间”，还需要正确认识和评价自己，
需要丰富自己的爱好和兴趣，需要培
养自己的特长和技能，需要敞开心扉

广交朋友，等等。这里的“沉淀”，是
凝聚、积累之意。在青少年的学习生
活中，需要“沉淀”的，不仅有知识技
能、学问见识，还要有理想、有信念、
有情感意志乃至抗挫折能力，等等。
立足于生命，引导青少年热爱生命，
热爱生活，努力成为最美好的自己，这
就是“成长”。

综合起来，这个题目里所指向的
“静”应该还是青少年都希望有个不被
打扰的空间，实现自我放松、沉淀和成
长。
（广州市真光中学教师 钟翠婷）

□陈思静 广州市真光中学高二（16）班

学生习作

教师点题

趣语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童言

翻开历史厚重书页，晕染一滴醇
厚的墨，不难发现，世界是喧闹的，静
是人们向往的。但静能生慧，作为青
少年，我们应在这个声色犬马的世间
开辟一个宁静的内心世界，随静而行，
在静中放松、沉淀、成长。

静中放松，能抹去内心的浮躁，追
寻心底的宁静。当代青年时常会有

“安静一下不被打扰”的想法，究其本
质，就是当下快节奏的碎片化信息时
代给人们带来了太多的浮躁。因此，
静下心来，方可看清脚下的路。

丹青卷上留墨痕。古代著名诗人
陶渊明回归田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远离世俗，在田园的宁静中放松
自我，明确追求。历史笔触刻当下。
当代知名博主李子柒通过自媒体向大
众展现了当代的农村田园生活，使人
们浮躁的心得到“静”的滋润，更让人
们明白田园生活何尝不是一种恬静、
舒适的生活方式。当我们静下心来放

松身心，那片遮蔽双眼的、名为“功名
利禄”的云雾就会渐渐散开，我们的眼
界才会更加开阔。

静中沉淀，于无声中奋斗、于宁静
中明志。君可见，三国著名谋士诸葛
亮曾言：“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
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于宁静
中沉淀，更于宁静中明志，方能坚定脚
下之路，勇往直前；君可见，作家史铁
生因残疾而终日郁郁寡欢，后静坐地
坛，思考生命，于宁静中沉淀，最终创
作出作品《我与地坛》，引起亿万读者
共鸣。由此可见，静以沉淀、以致远，
吾辈青年应以前人之行为引，在浮躁
的世间也能进入“心流”状态（编者注：
在心理学中是指一种人们在专注进行
某种行为时所表现的心理状态。如艺
术家在创作时所表现的心理状态），不
断沉淀自我、厚积薄发。

静中成长，或能走出一条一鸣惊
人的成长之路。当我们抹去内心的浮

躁、明确内心的志向后，等待着我们的
便是厚积薄发、一鸣惊人。但行前路，
无问西东，当我们沉下心来奋斗之时，
你会惊讶地发现，“心流”状态下的人
都仿佛进入了无人之境。在内心的宁
静中，我们可以“始于足下”“起于累
土”，由此致“千里之行”，起“九层之
台”。“静”使我们于沉淀后不断前行、
不断成长。诚如北宋著名哲学家程
颢，静观山水、自适自得，最终提出了

“格物致知”的理学。这不仅是个人的
成长，更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因此，静以成长，实际上是放松、
沉淀后的必然成果，推动当代青少年
去开辟一条开阔的成长航路，直挂云
帆济沧海。

非宁静无以致远。静能生慧，随
静而行。相信在放松与沉淀后，我们
必能茁壮成长，在生活上和学习中都
展示出青春风采，成为建设祖国的坚
实后备军。

静能生慧，随静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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