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声起

我曾教过的一位学生来看我。我与

他已经有 20 余年未见面了，那天，在我

家附近的酒楼，我俩边吃边聊，聊当下

羊城的美食美景，也聊起过往的很多

人、很多事。

在说到我给他们上作文课、评改他

们的作文时，这位学生充满感激地对我

说：“老师，没有您写给我的那段作文评

语，我就上不了大学，评语给了我信心

和力量，是您改变了我的人生。”他还说

我写下评语的那本作文本，他一直珍藏

着，现在还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看。他的

话让我有点惊讶，思绪被带回到那段久

远却难忘的实习时光。

大学毕业前的实习，我去了一所镇

中学，在那里担任班主任和语文老师。

记得那年秋天非常美丽，瓦蓝瓦蓝的晴

空，偶有几缕浮云掠过，太阳在赭黄色

的大地上流泻着金光，镇里的那条小河

干净得像镜子一样明亮，天气不冷不

热，正是收获的季节，也是乡亲们一年

一度最紧张、最欢乐的季节，我一下子

就喜欢上了那里。

那时，我去实习的那所中学的学生

考上大学的并不多，我很快发现，这些

学生的学习能力其实不差，只是基础弱

些，并少了些自信心。我也是从农村中

学考上大学的，与学生相处融洽，他们

把我当大哥哥一样看待。为了激励学

生，我给他们讲了自己的求学经历———

我高中毕业时，曾在建筑工地打过工，

又在一家鞋厂担任过车间主管，但我从

未放弃学习与求知，最终走进大学校

园，实现自己的梦想。我的励志故事似

乎激起了学生们考大学的信念。

这个顺道来看我的学生，当时是一

个矮小瘦弱的孩子，不爱说话，也不怎

么合群，听他原来的班主任说，如果不

是他母亲坚持，他可能上不了高中。在

一次作文课上，我要学生们写一篇作

文，题目是《我最想跟老师说的话》。之

所以要给他们布置这道作文题，主要是

想通过他们的作文，了解他们怎么评价

我的工作。

作文收上来后，果不其然，大部分

学生写的是我与他们的愉快相处，还有

祝福我今后工作顺利、人生幸福美满之

类的内容。但这位学生写的是，他希望

能像我一样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大学，但

觉得自己没这能力，他是犹豫了很久才

鼓起勇气把心里话写下来告诉我的。

我有一个习惯，每位学生的作文，

我都认真写评语，指出优点，写上鼓励

和祝福的话。这个习惯源于从小到大身

边的长辈给我的赏识教育：取得成功

时，他们赞扬我的成绩；遇到挫败时，他

们肯定我的努力。这让我获益良多，我

也想把这种方法带给学生，增加他们的

自信。

给这位学生写评语时，我特别慎

重，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斟酌好几遍，

力争让这段评语带给他自信和力量。发

作文本时，学生们看了评语都很开心，这

位学生感动得流下眼泪。

这位学生反复对我说，那段很长的

评语让他奋发学习，特别是那句“我知道

你一定行，一定能考上大学”的话，对他的

激励特别大。他最缺的是自信，需要鼓劲，

每次觉得自己要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一想

起我写给他的评语，就又有了前行的力

量。后来，他真的如愿考上了大学。

我写给学生的评语是真诚的，对他

有如此激励的力量，甚至改变了他的人

生，是我未曾想到的，我替他高兴，也替

自己高兴。

人生在世，我们不要吝啬对他人的

鼓励与赞扬，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也许

你的一句话不经意间就能成为他人成长

路上的一缕春风。

渊王继怀冤

珍藏的评语

炎炎夏日袁妻子想吃桃子袁但是看

到家里还有蟠桃袁觉得也能将就袁就说

不用买了遥 我对她说院野想吃桃子就买桃

子呗袁附近水果店就有袁营养好吃又不

贵袁没必要退而求其次遥 家里的蟠桃我

可以吃袁都不会浪费遥 冶说完袁我们一起

去水果店买桃子袁妻子吃到了最想吃的

桃子遥
生活中要面对很多选择袁我曾经就

是一个很容易对选项妥协的人遥 只要有

路还能走袁哪怕那条路不是规划中的最

佳路线袁我也愿意凑合和将就遥 只要有

相似的物品可以替代袁纵然它不是心里

真正想要的袁 也愿意放弃原先的选择遥
譬如买书袁明明心向往之的是某位诗人

或小说家的得意之作袁但翻遍书架未曾

找到袁 有的只是不那么喜欢的作品袁但
想着来都来了袁就随便买一本吧袁结果

错失心头好而留下遗憾遥 类似的例子袁
不胜枚举遥

随着年龄增长尧阅历增多袁我意识

到不同的选项会有差别遥 譬如袁桃子与

蟠桃都有一个野桃冶字袁吃起来味道也相

近袁野那便不挑了吧冶袁 殊不知桃子就是

桃子袁蟠桃就是蟠桃袁是不同的遥 我们去

一个地方袁有很多条路可以选择袁但不同

的路上会遇见不同的风景袁 是别处无法

替代的遥 将就可能让我错过了很多最想

要尧最喜欢的东西袁而且将就多了袁也会

形成不够认真和坚持的坏习惯遥
于是袁 我决定改变过去的做法袁尽

量不将就袁 尤其是对待学业和工作这

些重要的事袁若是心中目标明确袁时间

充足袁又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袁我就不

会轻易选择妥协袁 而是努力争取最想

要的袁然后朝着目标克服困难奔往袁而

不是还没开始争取就先退而求其次遥
就算有些喜欢的事不是自己能马上做

好的袁也要去试试袁尽力而为袁说不定就

做成了袁原地起跳够不到的地方袁助跑

一下袁就触碰到了遥
若是我们事事将就袁 到头来你会发

现将就着将就着袁 不知不觉间就丢了自

己遥可能一路行来袁我们也花费了很多精

力做了很多事情袁遗憾的是袁那些事情与

我们心里渴望和想做的十分相像却又似

是而非遥 高考后选专业袁毕业后找工作袁
处理日常事务噎噎若是不断地退而求其

次袁我们可能虚度了光阴袁心中所想依然

遥远遥所以袁我很庆幸袁因为不愿将就袁所
以我会更勤奋地读书袁更努力地工作袁以
便有能力去得到最想要的专业袁 获得最

想要的业绩袁 把人生目标定为成为最好

的自己袁去行动袁并尽力遥
人生有时候真的需要执着些袁 如果

对喜欢的人和事尧 对想要的东西目标明

确袁而且那个目标不算太过离谱袁也不是

自己遥不可及尧能力不达的事袁那就不妨

执着一些袁认真一些袁不将就袁不凑合袁不
敷衍袁坚持到底袁不给自己设限袁尽力去

尝试袁努力做到最好遥
渊潘玉毅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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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木葱茏，清风流淌，不觉将夏天

谱成了曲儿。这曲儿，浪漫、诗意、包容，

混着花草香、虫鸟鸣、风雨声、烟火气，

有着令人热情追逐的魔力。我也被鼓动

起来，衣衫薄，心飞扬，在火热的时光

里，饶有情趣地将耳朵交予自然最美的

天籁。

夏日清晨，被远山近树传来的“叽

叽喳喳”的鸟鸣唤醒，并不恼，反而在习

习清风中，乐悠悠地闭眼辨识着是黄鹂

还是麻雀，是孤鸣还是合唱，是悲伤还

是欢悦。可辨来辨去，却被鸣声纷繁乱

了方寸。不辨也罢，聆听静享就是了。只

听得，那鸣声或引吭高歌，或低音回旋；

或单声悠长，或连声婉转。虽看不到鸟

的踪影，叫不出鸟的名字，听不懂鸟的

语言，但这真的是最动听的音乐，是故

乡童年记忆的回响。听着鸟鸣，我只觉

得浑身每个细胞都跃动起来，遂鸟鸣的

方向和节奏，奔跑在清丽的小城。

蝉声常在午后响起。随夏而生的

蝉，不知栖在公园或街旁的哪棵树上，

也不知它们是否真的因难耐这酷热而

长鸣。反正，我只一听闻蝉声荡漾，便觉

热浪来袭，不愿动弹，竟忽地生出些“岁

月已逝、时光不再”的哀叹。

穿城而过的大河，涨了体量，“哗哗”

的流水声变得浑厚沉闷了许多，有了奔

腾的气势和深邃的城府。黑夜，我不敢靠

近，只远远地静听“水声伴蛙鸣”。

在我的认知里，蛙声与农村更相配。

在池塘、在溪畔、在稻田，越是入夜越是

精神的蛙们，躲在隐秘的角落，用高亢不

绝的花腔高音宣示着它们在乡村夏夜的

主角地位。偶尔会有狗狗扯着嗓子狂吠

几声，挑战一番，可远不及青蛙的铁肺铜

喉来得持久，也便任由它们从兴致高昂

慢慢唱到无趣退场。城里的青蛙，该如我

一般，也是被流水从农村携来栖居的，以

至于我听着蛙声，身虽未动，心已归乡。

夜深，想静心入眠，怎耐那“嗡嗡”的

蚊声，被寂静无限放大。虽一两只，却被

搅得心烦意乱。辗转反侧许久，不知何时

入睡。下次，提早燃起蚊香，青烟缕缕间，

蚊声不再响起，却又不知何时跑进一只

蟋蟀。好在那“唧唧吱吱”倒也清脆悦耳，

虽一时无法安眠，却也乐意与其共处一

室。我边听边吟起了宋代刘攽的“墙根蟋

蟀近床鸣”，且在这时断时续的鸣声里思

绪飘远，忽而在儿时七夕的黄瓜架下，忽

而在少年夜归的田野小径……

雨是夏的常客，且暴风骤雨居多。

“哗哗”的雨幕将天地连接，驱散了行人，

模糊了万物。我躲在安宁的屋内，听着风

雨，隔窗望向混沌的人间，不由担心：担

心有人困在暴雨中不得归家，担心农人

的庄稼被狂风暴雨袭击，担心远山深谷

涌起洪水……

当然，夏雨并非都是这般暴脾气，也

有温和的连阴雨，下下停停。此时，我愿

独坐廊下，捧书闲读；或望着街景，静心

听雨。因了极具韵律感的“雨打芭蕉”声

中，我竟感觉雨落敲响的所有，皆是翠绿

“芭蕉”，皆是人间美好。

趁凉快，早市开得早，却怕惊醒大多

数人的好梦一般，没有一声从街巷传出

的吆喝。无声亦是繁华，挨挨挤挤的摊位

就在那儿，走着瞧！最爱听摊主自夸：“这

玉米、豆角、桃子，都是顶着露水刚摘的，

新鲜着呢！”卖鱼的大哥，用网兜搅得鱼

儿翻滚水声响，似在说“水库新捞的鱼

呀”……他们啥也没说，却又说了一切。

只听得“嘀”的扫码声、收款声，此起彼

伏，开启寻常百姓殷实自在的一天。

夏日的晚风带来凉意，夜市也收得

晚，人声嘈杂中混着音乐与香味，混着欢

喜与惬意，全是值得珍惜的人间烟火。烧

烤摊前，三五好友沐着清风、夜色，畅怀

闲聊曾经的过往、未知的将来。摆地摊的

人们，聚在昏黄的街灯之下，随着小食

品、小商品的摆出，都是对生活满满的热

爱，更让我听到了梦想发芽的声音。

这个夏天，每个夏天，我们都是美妙

动听盛夏之声的聆听者，更是创作者。夏

声起，激情亦起，闲情也起。我愿心怀热

忱，好好生活，拥有一个又一个多彩、走

心的夏天。

渊张金刚冤

尽量不将就

我见过一位长者，他是一位闻名遐

迩的成功人士，在人际交往上颇有心

得，彬彬有礼，朋友众多，客户也愿意与

他合作。我向他请教，他提醒我：在为

人处世上要特别注意“分寸感”，这是一

个加分项。

有的人在交往时容易急功近利，以

利交友，初相识便在心中琢磨能否成为

人脉资源；有的人自恃己能，目中无人，

不注重细节和礼仪，蛮横无理；有的人

则缺乏必要的“边界感”，言行举止不

当，误会、矛盾、怨气由此而生。这些都

是没有“分寸感”的表现。一个人在说

话办事时如何把握好分寸？这颇显个

人修养与智慧。

我觉得，首先要从意识上重视“分

寸感”，知道在言行举止中把握分寸关

乎个人的形象和气质。善于把握分寸

的人，在言语、态度、行为等方面总能够

展现优雅、得体、大方的气质，让他人感

到舒适、愉悦。

其次要知道把握分寸是建立良好

人际关系的要点。在交往中，每个人对

于彼此的距离、话题选择、玩笑尺度等

都有不同的习惯，如果能根据对方的特

点和喜好，恰当地、把握分寸地沟通，有

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彼此的

交流与合作。

更进一步讲，把握好分寸也与职业

发展密切相关。在职场中，要懂得关注

细节，一个善于在生活和工作细节上把

握分寸的人，能与众人建立良好的共情

与共赢关系，从而获得更多的机遇。

留意一下身边人缘好的人，必是

拿捏分寸感的高手。分享一些我自己

的经验———

在人际交往中，需要了解自己的性

格特点和语言风格，既要避免因过于张

扬或过于含蓄而引起他人的误解或不

适，又要学会观察和了解对方的特点和

喜好，以此调整自己的言谈举止。此外，

要时刻保持谦虚、尊重他人的态度，懂换

位思考，避免因自己的言行不当伤害到

他人的感情，或触碰到他人的隐私，以保

护他人的自尊心。还有一点，就是要不断

提升自身的修养，努力成为一个品德高、

有分寸的人。人际交往讲的是双向奔赴，

你是梧桐树，自有凤凰愿来栖息。

分寸感可以为人际关系赋能，懂得

拿捏分寸是社交场合中的一项技能，也

是一个人隐形实力的体现。

渊杨德振冤

分寸感是加分项

文苑漫笔

思乡如思人

都有煎熬的苦

思乡

如独饮烈酒

一点一点就醉了那颗远念的心

跋山涉水的乡思

不管春夏秋冬

一直在奔跑

有“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滋味

这种味道

很涩

思乡的感觉

是酸楚的

又有微微的甜蜜

在酸甜中泛着暖意

乡思

高飞远走

云一样地

缥缈

却又时刻在心头存在

让人坐卧不宁

回首向来萧瑟处

长亭十里

执手相看泪眼

淡淡的惆怅

穿越时空

在夏日的黄昏中已然走远

疗愈身心的远方

远去的时光
伴着岁月的律动
在那些归途中

悄无声息地流逝

在这个漫长的炎夏
走近你

听悠长的跫音和淡淡的风声
许多远去的记忆纷繁出现

在不经意间
落一地悄然的静谧

你走过的路
草木葱茏
清风流韵

浪漫、诗意、包容
有清雅的烟火气

在时光里
看你

思浩荡，神飞扬
不仅可以疗伤

也能收纳我疲惫漂泊的心
顿时

眼前呈现出
一片诗情

“植物四君子”梅兰竹菊中，竹最宜

夏。夏日热浪蒸腾，人的每一寸肌肤也跟

着烦躁不安。这时候，最需要的是来一丛

清凉如水的冉冉绿意，养护有些倦怠的

眼，安顿有些烦乱的内心。

在我的思维定势里，青青绿竹多生

在南方，是山林小院中几丛风中曳动的

绿竹，是屋后随清风摆动的竹林，丝丝清

爽滑过耳际。那样的人家，虽是清淡布衣

生活，亦让人觉得俊雅风情。

我的故乡在中原，少时，在乡村里生

活，寻常人家的院落也宽阔，种了梧桐，

种了刺槐，搭了葡萄架，却甚少见到种竹

子。见过那么一两家，他们在我心中是讲

究品位的风雅人家，因而在记忆里定格

成稀世风景。

月落樵窗，风生竹院。小学校长的家

就拥有这样的雅致。他家的院落立于村南

的胡同口，每日去学校我都要路过。红漆

大门微微开着，院落里蓬勃绿竹的那股子

绿从门缝里漾出来。我多想趴在门前尽情

看看那院中的丛竹啊，可若是碰上了校长

或者他的家人，该多尴尬！那时的心真是

又畏又怕又禁不住绿竹的绿意。四年级的

时候，我和校长的小女儿分到了一个班，

并且成了很要好的同桌。我们一起上学，

一起回家。我终于有了充分的理由走进那

个种着绿竹的院落。每天，央求母亲早点

做饭，匆匆吃完，就去找同桌一起上学，以

此之名在她家的丛竹前流连。

有一年暑假，我去姨姥姥家玩，发现

与姨姥姥家一墙之隔的院子里也种着竹

子。竹子的主人是一个老太太，满头银

发，很瘦，却很精神。姨姥姥的孙女儿叫

她秦奶奶，我也跟着叫秦奶奶。她有时很

慈爱，有时又显得落寞。听姨姥姥说，秦

奶奶唱了一辈子戏，年轻时是戏班子里

的台柱子。秦奶奶喜欢在傍晚时分搬一

把老藤椅坐在绿竹前轻轻哼唱。安恬的

晚风拂过竹叶，拂过秦奶奶月白的衫子、

银白的发丝。那时的秦奶奶看起来神思

邈远，却是很安然、很静美。

在北京生活的第五个夏天，我和家

人来到一个以竹命名的园子，叫紫竹苑。

炎炎夏日，那到处生长着竹子的园子清

幽凉爽，和外面的烦躁喧吵仿佛是两重

世界。附近很多居民带着吊床、毯子，寻

一处地方，聊天、小寐、看书。清风徐来，

自在而舒缓。不免让人感叹，有竹子的地

方果是消夏的好去处，可谓“得半日之

闲，可抵十年尘梦”。

最喜欢《二十四诗品》中所言：“坐中

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

琴绿阴，上有飞瀑。”炎热的夏季，在庭院

修竹远去的年代，最迫切的是买一张竹

子凉席。热浪翻腾的午后慢时光，躺在凉

席上，静下心，感受清风曾在身下的竹子

上簌簌拂过。

美好的事莫过于此。

渊耿艳菊冤

在
清风

竹
林

云层低垂了一天
双脚不敢走远

午后
那个叫马拉松的公园

人来人往
成片紫色的花在阴云下妩媚地开着

终于在夏日的风中
静下来

面对这些草
放笔涂抹

沐浴着清晖
将情思寄于画布
在有限的时间内

做了惦记已久的事

然后
走过没有泥土的步道

悄无声息地
混在人流里

离开
渊文/图 王荣冤

温润的风吹过面颊

想你时，看看天空
（外二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