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给自己一次破釜沉舟的机会 □陈 浩

13 年前的今天，我是一名高三学生。成绩
平平、家境贫寒的我，在学校里一直默默无闻，
最后一学期，很多和我成绩差不多的同学，压
根没打算参加高考，有的混时度日，有的干脆
打包走人。而我呢，一想到自己的成绩和家
境，即使破天荒考上大学，家里也没有经济能
力供养我，怎么办？刚好表姐从广东打工回
来，她说，我们厂招工，不如你跟我出去吧？早
点挣钱为家里省点负担。

她说的很有道理，但我犹豫了半天，跟父
亲商量，他说：“只要你考上，砸锅卖铁我也会
让你上大学。”父亲的话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
也想过，高考在我的生命里可能只有一次机
会，而打工挣钱的机会多得很，考试成绩是我
的事，至于有没有钱上大学是父母的事，都说
人生难得几回搏，今日不搏待何时？我总该给
自己一次破釜沉舟的机会，不管考不考得上，
我都要尽全力地去考。

我把小说锁进了抽屉，把篮球送给了同
学，把一直爱玩的游戏机摔了，甚至把家里的
电视天线也拔了，我要离这些诱惑远远的，努
力备战高考。

最后一学期，因为端正了学习态度，我学
习的劲头就提升了不少，上课认真听讲，专心
做笔记，回到家，翻出历次考试试卷，按规定时
间解答，并且自己给自己评分。每晚，我都会
认真钻研教材，按照老师提示的重点，在父母
的催促下熄灯，但当他们睡下后，我又爬起来，
看书到凌晨一点。有时候特别犯困，听说洗冷
水能让人清醒，我就放了一盆冷水在旁边，眼
睛睁不开时就洗洗，然后抹点清凉油，清醒头
脑后，继续看书。

那一段时间，我对教材和辅导书，像疯子
一样的着迷，有时候一个难度很大的数学题，
自己试着用各种方法也解不出来，会厚着脸
皮问遍全班的同学。同学们都说我因为学习
已经疯了，因为高考，我脱胎换骨般地变化，
从一个对学习抱着无所谓的人变成一个狂热
分子。

高考成绩公布那天，连我都有些不可置信，
虽然不是一本，但超过二本分数线 20 多分，我
如愿拿到了广州中山大学录取通知书，并且在
亲友的帮助下，顺利上了大学。酷似“疯子”一
般的痴迷，这就是破釜沉舟式的智慧。

每当步入校园这片净土，我就宛如一
只飞翔的蝴蝶，体味温馨：畅游知识的海
洋，感悟大自然的召唤和问候，温馨驿站
轻轻滋润我的心田，那里装满着自由与幻
想，交织着我们生活的经历、命运，及无数
细小而宝贵的记忆，其中，不乏有辛劳也
有欢乐。

记得和小薇是在大学校园里偶然相
识的，那是个双休日的早晨，坐在校园长
廊石径上看书的小薇，当她抬起头用微笑
打量着我时，似乎想说些什么，这样我们
就自然而然地聊了起来，我们彼此并不在
意谈话的内容，我们之间因那种温馨、和
谐、轻松感到舒怡，彼此感觉不到一丝一
毫的造作、虚伪、紧张，感受到的是温馨自
如，小薇口齿伶俐、思维敏捷、清纯文静透
着聪慧。原来她是皖西学院中文系大三
学生，来自皖北的某座城市，我们的话题
很多：人生、理想、学习、生活，但交流更多
的还是文学方面的话题，从贾平凹、陈忠
实等为代表的陕军东征，到青少年偶像派
的郭敬明、韩寒等作品，她都有独到的见
解，流露出她的修养与学识，也许由于自
己卑微清贫，我有时默默固守着自己那一
片小小的空间。

小薇说，刚来六安有些陌生，这几年，
六安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道路宽阔洁
静，一片片繁华的商城，一座座环境优美
的住宅小区。小薇谈到，能跨进大学校门
感到如愿以偿，优雅的校园环境和丰富多
彩的校园生活让我留恋。毕竟在校园里
度过了四年最纯真的宝贵时光，后来，我
的几篇习作，送给小薇看过后，她都提出
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看法，使我在文学道
路上多了一个知音。小薇和我约定，有时
间就到校园来坐坐，多多交流和沟通。

时光过得飞快，弹指间，又是一届毕业
生离校的时间到了，那天下午当我赶到学
校为她送行时，她已离校返乡了，徘徊在校
园林荫小径中，心中感到失落和飘渺。

其实，生活就是这样，我和小薇从相
遇、相识、相交，留在彼此心中的是温馨的
一幕，双方感到的是坦诚、和谐与默契，记
得，一位作家这样说过，两个陌生的人走
进咖啡馆，面对面坐在咖啡桌前，双方都
想和对方说些什么，但最后双方还是不辞
而别，双方都感到一种失落和渺茫，生活
中，多了解另一个世界，也何偿不好，其
实，也没有什么，只要坦诚、和谐、融洽、就
会彼此留下美好的记忆，感受片刻的宁静
与安逸，温馨中的驿站就会在彼此的心灵
深处绽放。

邂 逅

那一幕的感动 □崔忠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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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工作需要，我从宁津实验三中调回刘营伍
乡郭庄小学任教，并担任二年级的班主任。

我到郭庄小学上班的第一天，办公室里的同事
们都说，学校里调来了精兵强将，九年级毕业班的老
师带二年级，那是小菜一碟。我自己也这么认为，我
有多年毕业班教学的经验，区区一个二年级还是不
在话下的。

可事实却并未如想象中那么简单，班上有 32 个
同学，因为年龄太小，控制能力太差，课堂上经常惹
是生非，乱讲话，小动作不断，我刚刚苦口婆心地讲
了道理，一转眼又乱了纪律。加之课时又多，每天要
上五节课，还要写两个年级的数学教案，批改两个年
级的作业，又要写班主任的安全教案，诚信教案等，
弄得我是晕头转向的。

有一天，我正在上课时，校长跑来告诉我说我得
了抑郁症的母亲自残了身体，我草草向同班教师交
代了教学情况，立刻赶到了医院。

母亲被送进了重症监护室，我在重症监护室外
焦急等待母亲消息，一方面我担心母亲的安危，另一
方面挂念班里的同学们，不知道他们又要乱成什么
样。那些日子里我心烦意乱、彻夜难眠。七天后终
于等到母亲能够转到普通病房的消息，我心里才稍
稍安静了些许，我和哥哥、妹妹商量，先由他们照看
母亲，我去学校看看同学们。

我到了学校，刚好下课，班里的同学们看见我回
来，高兴得奔走相告。上课了，我怀着忐忑的心情走
进教室，一反常态，教室里出奇的安静。“起立，老师
好！”“同学们好，请坐！”同学们刚刚坐好，每个人就
摸摸索索地拿出钱来，伸出的 32 双稚嫩小手中有五
元的，有十元的，还有二十元的。

我被这个景象惊呆了，最敢说话的刘元亮说：
“老师，我们听说您妈妈生病了，这是我们给她捐的
钱，老师，给您！”“老师，给您！”刹那间我的眼睛湿润
了，我哽咽着说：“老师妈妈的病好了，不需要同学们

的捐款了，我谢谢同学们！”看着一双双善良质朴的
小眼睛，我情不自禁地在讲台上给同学们深深鞠了
一躬。

我拥有这么多纯真友善的童心，还有什么理由
抱怨同学们的纪律差呢！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工
作呢！母亲终究没有挺过这一关，母亲去世后，我把
对母亲的爱转移到同学们身上。

我开始用各种方法帮助同学们，我每天都要给
同学们讲一个革命或励志的故事，我的课成了同学
们最喜欢的课程，课堂上的纪律渐渐的好起来。

我用游戏的教学方法帮助同学们提高学习兴趣。
白驹过隙，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两年了，虽然我

离开了同学们，但是每当我走进郭庄小学时，看到他
们健康快乐的成长，就会感到无比的高兴。我永远
也忘不了 32 个学生为我母亲捐款的事情，是同学们
唤醒了我的教育良知，让我不忘初心，在教育教学的
道路上走得更远。

老家有只木箱子，历经沧桑，已变得斑驳陆
离。隐约中可见是湖蓝色的，正面有一朵粉红
色花，枝和叶子是黑色的。它盛装着半个多世
纪以来，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发生的巨大变化。

我九、十岁时常无饱食，但坚持上学。每
逢课间休息时，小同学们之间常传递啃咬一小
块石块般硬的花生饼，或独自咬食一团棉花
籽，企望充饥。学校将全天五节课，改为上午
上四节下午放假。在上完笫三节等老师们吃
完午饭后，再上第四节课。待放学到家后，大
食堂肯定是关门了。故每次都是母亲顺带将
我的那份稀饭打回家，放进木箱内锁好，防止
别人食用。

后来生活越来越困难，连豆饼稀饭也喝不
上，因为大食堂停办了。于是生产队每隔一段
时间，按每户人口一人一天发几两山芋面或黄
豆饼之类粮食。这些精贵粮食用以维持生活，
故理所当然还是要放进木箱子里锁起来控制食
用。即便食用，也是每次取少许粮食，投放到大
量切碎的蔬菜内掺和煮着吃。

后来生活渐有好转，我也上 20 里外的初中
了。每次周末回家，次日返校时，母亲总是打开

箱子锁取出一些诸如锅巴、炒面等让我捎上，以
备在学校饥饿时食用。

政革开放后，家乡和全国一样，物质生活和
其他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回老家
时，发现这木箱子不再上锁了。掀开一看，里面
放着奶粉、麦乳精、红白糖之类，随需随用。再
后来，我发现木箱子里摆放着乳类、干果类、蜂
蜜类等中高档营养食品。可谓琳琅满目，应有
尽有。平日里，有亲朋好友登门聊天，父母亲也
毫不吝啬地取出供大家分享品尝。我的外孙今
年也正好与我那个年代同龄，可他现在锦衣玉
食，被长辈们宠爱有加，富足的生活条件太让我
羡慕了！

数十年的生活经历，无数次的坎坎坷坷，让
我这个年近七旬的老人深刻地认识到：只有社
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让老百
姓过上好日子；只有实现“共建共享”，才能让全
国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同样一只木箱子，风风雨雨几十年，它却给
我带来了不同的生活和心境。我永远都不会忘
记，它是湖蓝色的，正面有一朵粉红色花，枝和
叶子是黑色的。

老家有只木箱子 □施光华

□李 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