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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活着》，
我更好地活着

生命的价值
延安中学高三 韩丹

雾
延安实验小学二年级（9）班 张昱晗

碧溪穿涧，翠鸟欢鸣。川谷草野，郁郁葱葱。阳光
从枝柯叶隙洒落下来，斑驳光影嬉戏，在此时产生了达
尔文效应，美得无与伦比，在雾霭缓慢游走中，山野恍
然莫奈画布上日出印象，仿佛贝多芬手指间跳动的音
符。在不远处几棵大树下，点点白花，张开了双臂，映
现出一抹景观，也是微小之花自由竞放，与动听的鸟
声、风声，树叶沙沙声，混合交响出大自然美妙的生命
旋律和声。

生命，是一切的来源。生命不是像传说的西游记
中神猴一样，从石头缝中奔突出来的。生命，在生物学
上，人类和动物，是由两对染色体不期邂逅得来的。
YY与XY两块染色体结合，才有了澎湃的生命体。它
是由多个细胞，多个器官，多个组织和多个部分，成就
了一个完整鲜活的生命！

分工与合作，是大自然万物进化和进步到自由王
国的必然。蜜蜂是一种勤劳的昆虫，每天忙忙碌碌沉

浸在采蜜的快乐中。其实它们，也有着严格的分工。
一箱集体生活的蜜蜂它们就像一个王国一样，各项工
作都分工的非常合适，非常细致。大致我们可以把它
们群体成员分为三种：蜂王，工蜂，雄蜂。它们就像机器
上的每一个零部件，各行其是，互不干扰互不冲突。蜂
王的社会分工就是专职产卵，肩负着繁衍后代的社会重
任。雄蜂只是与蜂王交配。工蜂社会分工最多：内勤蜂
泌蜡造脾、泌浆清巢、建造蜂巢、哺育幼虫、保巢攻敌等
工作。直到把自己的活完成的时候，才三五结伴，娱乐
相栖；外出采集食物的工蜂，一般飞到离蜂巢附近或几
公里的地方采蜜，见到花朵就开始忙碌，采集花粉。据
昆虫专家说，在晴朗的天气，蜜蜂每采集1000朵花才能
装满自己的嗉囊，然后飞回来卸在蜂巢。每天要飞出去
10至15次，一天大约要飞160公里……1公斤蜂蜜大约
要4-6万只工蜂整整采集一天。

蜜蜂采花而酿蜜，春蚕吞吃桑叶而吐丝！普通平
凡的小物儿，却在它们的生涯亮出自己璀璨的色彩。
生命的创造价值，也许正是在这里。

一个人的生命有限，但是人与大自然的物竞天择
无限，演绎前进的社会进程无限。如果能把自己的一
点力量贡献给这个进程，哪怕这种力量是很微小的，那
它就是永恒的，它也就是生命的价值。中外许多优秀
的文学家，在他们的笔下，总是在呼唤懂得和热爱生
命，哪怕自己经历过许多卑微、饥寒交迫、下层社会生
活，也要有“活下去”的坚强意志。他们崇尚礼赞生命
的高贵人和类之爱的神圣。

一位诺贝尔大家说：“生命是大自然馈赠于人类
去雕琢的宝石。”在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中，有无数
的东西等待我们去认识，去探索。我们年轻人，应
该像无数的前辈一样，为中华崛起，为实现强国梦
而读书，而努力奋斗，不断创造价值也完美体现自
己的价值。

清晨起床
它悄悄爬上窗户
我手指一划
它变了张鬼脸冲着我嬉笑

上学路上
它静静躲在妈妈车里
我哈了口气
抓住了这个躲猫猫的小调皮

田间傍晚
整个山头消失不见
我对妈妈说
看！魔术师来到了身边

它是宝可梦吗
为什么那么漂亮神奇
它是孙悟空吗
为什么也会七十二变

它是谁
哈哈
那是水汽受冷后凝结成的小水珠
——雾

不！妈妈
趁夜幕
它装扮我们美丽的地球
是偷偷藏起来的小精灵

（指导老师 郇晓霞）

他与“光”
延安市第一中学高一（3）班 郑煜芯

朝阳从东方缓缓升起，染红了半边
天空，一声清脆的鸟鸣划破沉寂，打碎
了黎明，那天就这样开始。好不容易熬
到周末的我，睡到日上三竿才起。果不
其然，迎接我的，是母亲劈头盖脸的一
阵数落。阳光很刺眼，刺得我有些烦
躁。母亲让我拖地，我心中的那种不满
在那时达到了顶峰，心中怨着母亲周末
都不让人休息。心中这样想着，但最终
还是没有说话，“逃”出了家。随着家门

“咣”一声关上，我的心中顿时清净。
出了家门，想去奶奶家，于是，我顺

着通往车站的小路走着，脑中放空，不知
走了多久。喧闹的人群声打破了我的世
界，我站在路边等待着班车的到来。不
时有私家车司机问我去哪儿，由于随身
携带的零钱不够，我均一一摇头拒绝。
转过身去，又站在路边等待，希望看到班
车的出现，可是迟迟不见其踪影。

又不断地有私家车司机与我交流，
但都在我说出所能给出的票价后一一

转身离开。我愣在原地，不知如何是
好，没有钱，但又不想回家。

在又一个司机问我之后准备转身离
开之时，一个沙哑的声音叫住了他。“小
伙子，你说，最低多少才能让小姑娘坐？”
我循声回头看去，是一个爷爷。他个子
不高，佝偻着背，上身穿着一个黑色短
袖，一条裤子裤脚上沾满了密密麻麻的
泥点，像是颜色沉积在裤脚。头发一缕
一缕地贴在头上，发间还有几根杂草。
浑浊的眼睛上分布着红血丝，应是刚从
果园出来。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大年纪
的人还会去干农活。那司机回头，看着
那个爷爷说：“最低八块，少了不行。”说
完，他转身上车，头也不回。爷爷靠近
我，拍着我的肩道：“没事，再等一会，要
是还没人载你，我给你出钱。”这时，我才
看到，他骨瘦如柴的手上提着一个红色
布袋，看起来像是哪个公司的广告袋。
里面装着一套包装精致，尚未拆封的西
装，干净又整洁。我抬头看着他的眼睛，

那双眼睛吸引着我，眼角的鱼尾纹见证
着他逝去的青春。

他见我看他，向后退了一步，与我
保持了些距离。“唉，你看我忘了，我这
身上脏得很。”我连忙摆手说：“没事。”
他举起手中的袋子，在我面前晃了晃，
开始和我闲聊。他说我长得像他孙女，
看着亲切，和我说了很多话。“我儿子说
我年纪大了，不让我干活，让我天天在
家坐着，我就趁他上班去，溜出来到果
园转了两天。这不，他这两天过生日，
我拿我工钱给他买的。”他说这句话时
眼里有光，像个小孩子。我想起我跑出
门的样子，问他：“在家坐着不好吗？挺
舒服的啊？”他把袋子向手腕上挪了挪，
两手一拍，语重心长道：“这人啊，就不
能闲着，天天在家，没病都坐出病了，就
得动起来。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出
来干干活，有些收入，也能让我儿子轻
松一点。”我的心骤然缩紧，他仿佛一座
高山，我只能站在他脚下，无法触及山

顶。阳光透过树叶，在空中形成一条光
路，照在他身上，勾勒出他的轮廓，又一
次刺痛了我的眼。我连忙向他道谢，转
身狂奔回家……

那天，我心目中的“光”有了模样。
未来是什么样的？一定是与劳动相伴
的。未来属于谁？一定是属于劳动者
的。未来，吾辈之生命，会是劳动之生
命；吾辈之劳动，会是生命之劳动！

（指导老师 张宏茹）

我和书de故事

暗夜终破晓
延安育英附小六年级（1）班 潘香怡

疫情猝不及防，你是否感到恐慌？
我也曾恐慌过，但是认真想想，恐慌也是
一种无形的病。

早晨醒来，太阳正在与小鸟嬉戏，温
馨的小屋内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光
束。照在脸上，何曾不是一种温暖。

坐在书桌边读书，看着书中引人入
胜的情节和复杂的内涵，引发你思考，这
何曾不是一种智力游戏，不是开发大脑
的宝库。

吃着母亲亲手做的饭菜，和弟弟一
起拼乐高，与父亲一起研究难题……这
些又何曾不是一种乐趣。

我喜欢鸟啼，因为它让人心境平静，
我喜欢荷塘月色，因为它使我愉悦。居
家的日子难道不应该被记住吗？

在居家的日子里，网课也成了我

们生活中充实的一部分。“勿以恶小而
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面临着
小升初这样重大的考试，却要以这样
的环境来复习。不过我们并不应该恐
慌，这也是一种考验我们自律自觉的
方法。

如果你恐慌了，请你想想白衣天
使们，他们始终坚持在第一线，挽救人
们的生命。他们是多么伟大无私啊！

而我们需要做的，不过是不恐慌、不
添乱，管好自己，量力而行为国家减少负
担，不是吗？

火炉里燃剩下的碳，也可以温暖人
心，虽然已经知道了结局，但他们仍然散
发小小的光芒。

暗夜终将破晓，你我相约，待疫情散
去，大家卸下口罩，重返美丽校园。

阅读一本好书，就似春季看花开、夏季盼风
来、秋季追落叶、冬季念团圆一般，总能在不同
的时间节点给你带来不同的感悟。

当我漫步在乡下的阡陌之中，看着已经开
垦过的土地上被犁拉过的痕迹时，总能想起那
个在夕阳之下，唱着“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
老年做和尚”深一脚浅一脚走在归家路上的佝
偻老人。村里的吆喝声音依旧此起彼伏，可老
人身边只有一头老牛相伴。

每个人都在活着，但是如何活着，或者说是怎
么样才算活着，余华在《活着》里给了我们答案——
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
任何事物而活着。是啊，哪个人的人生不叫做人
生，哪个人的生活又不叫做生活呢？

每每读起余华的《活着》，都能带给我十足
的震撼。他直面时代，却又不仅仅直面时代。他
将时代复现，给你刻画出一个自然的故事，并且
跌宕起伏的情节之下，总会觉得荒诞却又是那么
恰如其分。“福贵”便是在那样时代下的一个苦命
人，十分朴素的名字，却是上一世纪人们对于自
己孩子最淳朴的祝愿。福贵的一生是丰富的，但
也是无奈的。年少花光家产，家道中落，父亲离
世。之后虽然生活艰苦，但是苦中作乐，在渐入
佳境的时日又被迫卷入战争，摸爬滚打回到家乡
却又是在中年时期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年按理
来说理应到了享清福的时间，却又是经历了丧
女、丧婿、丧妻以及丧孙之痛。这一路的颠沛流
离，终究也是没有换来一个美好的结局。可是福
贵依旧活着，哪怕佝偻着腰孤身一人，他仍然在
接受无常的命运之后坚强地活着。

余华在自序里说道：“回首往事有时就像是
翻阅陈旧的日历，昔日曾经出现的欢乐和痛苦
的时光成为了同样的颜色，在泛黄的纸上字迹
都是一样的黯淡，使人难以区分。”这就是人生
之路，但是经历往往比回忆有力。就像我现在
再度回忆起当时第一次手捧《活着》时那样，我
感叹于封面的设计，黑色之中透漏一丝血红，这
算是代表着张扬的生命也能在暗无天日的日子
里肆意生长吗？或许一个人有一个人的见解，
但读完这本书，你会觉得，原来生命如此之脆
弱，可生命又如此之顽强。这本书的内容并不
矛盾，因为脆弱的生命之下，昏暗的生活之中，
福贵就是坚强地活了下来。

我们每个人都会遭遇挫折，都会经历磨
难。都曾像福贵那般忍受孤独，会悲痛、会彷
徨。但我们需要呐喊。因为生命的底色并不是
黑色，一如《活着》那个封面一般。我们自身是
鲜红的，面对黑暗，我们需要坚强。困境和痛苦
并不是我们堕落的理由，我们会被它绊倒，但绝
对不会一蹶不振。

罗曼·罗兰曾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
英雄主义，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
爱生活。”《老人与海》中桑迪亚哥为了守卫自己
的捕猎成果，与鲨鱼抗争，直至抱着一具枯骨回
到家中。虽然说他失败了，但是他的坚忍的意
志和不屈的灵魂却无不在彰显着自我尊严。是
啊，桑地亚哥这般活着，他也面对昏暗的生活，
他也孤苦无依，可是他还活着。

历史对于个人并不是点缀的饰物，而是实
用的，不能或缺的生活基础。那个时代下的人
们，都表现出了超人般的意志和无所穷尽的力
量，难道不是吗？福贵是万千普通民众中的一
员，或许会是你我他。在如今时代里，我们更应
该笑对生活。

因为《活着》，我开始更好地活着，他治愈了
我自己的精神内耗。因为福贵，让我知道了我
们或许要的并不是完美的人生，我们需要的是
故事，属于我们自己的一步一个脚印的故事。
因为余华，我知道了悲苦的人生遭遇并不是糟
粕，也可以是生命中的养分，我们会在一次次的
磨砺之中获得成长，学会像福贵一样感悟生活。

活着便会创造出无数的奇迹，我们每个人都
应该热爱自己的生活，努力经营好自己的生活。

（陕西理工大学 贾国康）

不待扬鞭自奋蹄
宝塔区第四中学高二（3）班 张宇杰

天愈凉，草凝霜，行人慢，雪飞扬。
今晨，我推开窗门。袅袅炊烟泛

泛，伴随几声报晓的鸡啼，三两点人家
明灯，映衬着尚未散尽的星光。回首沉
思，彼时我已坐在桌前，开始一日的学
习时光。

疫情形势尚且严峻，我们不得不居
家进行网课学习。可生活不会演戏，人
生还在继续。自律者安之若素，享乐者
自乱阵脚。现在的一点一滴终将成为
我们不可挽回的过去。

丛丛仙人掌，塑其逆境顽强的是烈
日狂沙；幽幽寒梅香，刻其一香千古的

是风刀霜剑。你我亦无须舍身埋头，只
不过去努力拼搏。

多少人劳尽一生，盼望得到成功，
但最终却只能在月光下望着遥缀的繁
星，默默涕泣。居家网课学习，是在为
我们未来奋斗，但又有多少人，浑浑噩
噩，懒懒散散，装模作样，在自己的世界
里，闭门造车，结果确是自欺欺人。请
不要假装努力，高考不会陪你演戏。成
功，不是在渴求中诞生的。它需要心的
追求，身的付出。唯有抓紧每分每秒，
脚踏实地，辛勤耕耘，才能手捧幸福和
骄傲归来。

一日一滴水，千载汇长河。学习并
非一朝一夕之间，而是长期积累的过
程，须持之以恒，无半点松懈，方能渐渐
成效。居家网课学习，没有老师的陪伴
和监督，没有同学的竞争和互助，我们
面对的诱惑增多，更需要强大的自律能
力。请牢记毅力、坚持、自律才是网课
制胜法宝。

莫要做梦中闲语的懒人，而去当脚
踏实地的勤人。也许不会光芒万丈，但
也绝不会心中有愧，只因你曾努力过，
奋斗过，坚持过，即使是失败，也不气
馁，大不了从头再来。

此时此刻，居家学习的你，是否彻夜
难眠，为明日做着打算，又或者心怀不
满，抱怨今天的短暂。然而来日方长，何
必执着这个夜晚，明日的鸟儿一曲高歌
后，又开启美好的一天。是的，只要我们
每天跟着老师的节奏，上好每节课，写好
每次作业，过好每一天，收获点滴间，开
学后，那将会是何等的进步啊！

亲爱的你，亲爱的我，潮起潮落，固
守一份自律；花开花谢，收获一份喜
悦。居家网课严律己，不待扬鞭自奋
蹄，人生正当逐梦时，把握细节事成矣。

（指导老师 梅静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