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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后语：

一堂公开课《写首自己的诗》，让

人收获的不仅是陈如意老师充满睿

智的引导，更有学生们那灵动的诗

情。望着这些高一学生们写就的一

首首或迷茫或懵懂或落泪或多姿的

青春情怀的小巧诗句（见下文组

诗）。这动人的情感，贴合的意象，独

特的想象，我是真的惊叹了。

我的目光从纸上移开，在这些稚

嫩的脸上逡巡，跳跃着自信和诗情的

纯净的眼眸里，我看到了似曾相识，

我读出了遗失的青春记忆。我们好

像在哪见过呢？孩子们，曾几何时，

我也端坐在窗外绿意盎然的瑞中教

室里，踟蹰在铺满落叶的校园小径

上，徜徉在绿树蓊郁的西岘山上，心

中总有一股诗情在荡漾，更有一腔激

情在迸发，犹如眼前的孩子们。

想起看过的《匆匆那年》，“如果

再见不能红着眼/是否还能红着脸/

就像那年匆促/刻下永远一起/那样

美丽的谣言。”一个画面，一句歌词，

就能轻易使人到中年的我们很多尘

封的记忆重现，很多少年时代的悸动

又重新浮起。

曾经因为老师一句批评，可以在

班刊上长篇大论毫无顾忌抒发郁闷；

曾经迷恋琼瑶小说，上数学课偷看

《彩霞满天》，池老师已在桌旁站了好

久，全班同学都捂嘴偷笑我却浑然不

知，兀自在座位上边看边抹泪。那甜

蜜酸涩的少年情怀啊!

每次班级郊游，战战兢兢、羞羞

涩涩坐在男同学自行车后座上，不敢

碰触前面男同学的衣服，两只手死死

攥着座位的架子，瘦弱的男同学骑得

飞快，宽大的花衬衫迎风翻飞。那飞

扬奔放的青春年少啊！

有人说：“回忆是座桥，是通向寂

寞的牢。”但青春的记忆总能让人嘴

角含笑，眼眸含泪，心中无限感慨啊！

年复一年、时复一时，青春在我

们的掌纹中慢慢流逝。不知不觉间

我们已然没有了当时的那份年少意

气。现在的我是否会对自己曾经的

青春说声，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

得吗？

一首音乐，播放着谁的心事？

感性的我竟会听着泪流满面，寂静

的夜里，听着这首《我们好像在哪见

过》，梳理着如歌的岁月，抒写着如

梦的诗行。是想起推荐这首歌的朋

友，还是感动于歌曲本身略带忧伤

的旋律，还是因为人生一场，如春夏

秋冬……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熟悉的青春年少已过往云烟，岁月不

懈不怠，随着年轮变幻莫测。沧桑代

替了清纯。那曾经的青春的婀娜，青

春的美妙全部撒播在沿途的风景

中，青春也就成了心中的永恒。

2 月 14 日是西方情人

节，七月初七是中国情人

节 ，这 下 又 冒 出 个“520”

（谐音“我爱你”）网络情人

节，这是互联网世界悄然

兴起的一个由数以亿万计

网 民 自 发 组 织 的 网 络 节

日。一大早就看到微信朋

友圈上发的调侃段子：今

天是 520 了，哪个 250 在我

面前秀恩爱，我就用 502 把

他（她）的嘴巴封起来。可

实际情况是，这一天的朋

友圈呈现铺天盖地晒幸福

局面，其中以收微信红包

居多。我家那位天生缺乏

浪漫细胞，自然不会在这

所谓的特别日子给我发红

包，我也不期盼会有其他

人给我单独发红包。

在 早 上 上 班 途 中 ，我

打开微信一看，发现群里

居然有人在发红包，便毫

不客气伸手就点，成功抢

到 1.49 元。然后查看红包

记录，已有五人先下手为

强，而且抢到的红包都比

我大好多倍，于是佯装生

气抱怨道：“就剩一个这么

小 的 给 我 ！”群 友 立 马 搭

腔：“还有剩包就不错了，

都过半小时啦！”发红包的

“老板”也趁机揶揄：“早到

的吃肉，迟来的喝汤。”“问

题是这一元多连喝汤都不

够 呢 。”这 下 有 说 虾 皮 汤

的，有说紫菜汤的，还说营

养丰富又补钙。这不是看

我人瘦,存心欺负我吗？不

过话又说回来，有总比没

有好，尽管不是一对一接

受红包，但这样的博爱似

乎也很温暖，一天的好心

情就此开始。

课 间 休 息 时 间 ，又 有

一则调侃微信吸引我的眼

球：今天回家，有老婆的查

老婆收款记录，有老公的

查老公付款记录，不要问

我为什么，微信红包交易

记录无法删除的，请叫我

雷锋。哈哈，道高一尺，魔

高一丈，这真是个与时俱

进的时代啊！

中午在单位用餐时，一

同事说起她朋友收到老公

的“520”礼物是一辆保时捷

车。大家不约而同一声惊

呼，几个年轻女孩子明显表

示羡慕。但立马有人不屑

地说，今年“520”送保时捷，

那明年送什么？难不成送

私人飞机？也有人借此发

表看法，什么情人节礼物，

什么“我爱你一生一世”，夫

妻之间平淡是真，居家过日

子无需太多花样。

依我说，朴实也好，浪

漫也罢，你有你的想法，我

的我的方式，青菜萝卜各

有所爱，不必过多评论他

人的生活，也不用盲目效

仿别人的做法，听从内心

的声音，做真实的自己，才

不枉来这美丽尘世一遭。

涤洗过后的天幕

一如海的瞳孔

铁轨蜿蜒铺向远方

与深深浅浅的野草擦过肩膀

只剩下丝丝缕缕的微风

来低声将往事吟唱

（俞志康）

阳光一缕缕浸透潮湿的心事

我在秋叶里追逐

昔日羞赧的欢笑

却见满地点点碎碎

只有满世界的风声

（蔡侃吟）

洒落满地的金黄叶子

是无声的青春

卷着风 在河岸边踮脚轻笑

（陈瑞帆）

杂草妄图吞噬道路

却见隆隆嘶吼的巨兽

脚蹬铁质大靴

踏平脆弱的荒原

眼光所到之处

天高云皎 海在呼啸

（周昊渝）

岁月是首腐朽的歌

唱着诉说不尽的离别

那些曾一起走过的路

没于时光的长河

像是一切都归于沉寂

而当你打开岁月的酒酿

才发现

原来它不曾变质

（夏梓怡）

暖风伴着闲云

窃窃私语 缠绵悱恻

只有时光是条单行道

（余洁）

秋天

只有风还在四处游荡

当你漫步其中

请静静聆听

满地的落叶下

是谁在吟唱

（陈孔斌）

黄色的蝶落下

飘过我心中动人的诗

诗 洒下满地的昏黄

带着我的深情

拥抱脚下的红土

（黄建钊）

石阶绵延

落叶铺满岁月

任树林青绿 任树林苍黄

我总在走着 走向未来

（罗丽兰）

一条铁轨消失在海天相接的天际

我看不到铁轨的终点

正如我看不到生活的尽头

（董路楠）

铁轨上铺着的是希望

沿途洒下的是奋斗

也许我们也不知道未来是不是

自己想要的样子

但我们都有一本独属于自己的

修炼手册

（郭陈）

落叶悄悄地碎了满地

枯黄掩住了鲜绿

阳光铺满

一径石子路 （郑安妮）

好 巧 啊 ，今 年 5 月 20

日，恰逢我的农历生日，且

又 是 我 和 爱 人 共 同 的 生

日！试问世间有多少夫妻

会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呢？

我想这也是当初我们走到

一起的关键因素吧！

说 来 真 晕 ，准 备 早 点

时，才猛然想起这是我们共

同的生日。曾经很多次设

想过结婚 10 周年生日这个

意义重大的日子，就这么悄

无声息地来了。

与平常一样，桌上依旧

是几杯牛奶、几爿炊糕、面

包。我俩相视一笑，分别给

对方发了额度为 5.2 元、52

元和 13.14 元的微信红包，

便各自匆匆上班了。平淡

是真，简单是福，或许，生活

本该如此。

回首我俩的相识过程

并无太多的狗血情节，是通

过老土的方式——相亲走

到一起的。这种方式直截

了当、直奔主题，倒也省事，

省却好多恋爱成本。记得

10 年前 5 月份的一天，一位

媒婆跑到我家，大声嚷嚷要

给我介绍一位姑娘。因之

前已相了一大打，走马观花

早已麻木。相就相吧！媒

婆将我带到相亲对象家里，

让我坐在沙发上，说那女孩

换好衣服就来。于是，我就

静静地等着。

随后，白色裙子姑娘晃

了进来，似乎要坐下来，却

拐进里间——晕，原来这是

相亲对象的姐姐。

一会儿，又一个黑色裙

子姑娘进来了（晕，还黑白

双煞呢），差不多以背对我

的姿势在沙发上坐下来。

坐了半晌，她只顾自己看电

视，一眼都不瞅我。我实在

憋不住，就问了一句：你多

大呢？话一出口，就感觉自

己有点二百五，咋可以先问

年龄呢？

她有点意外，却直接回

答，“27 岁。”

“那一样大，我是 4 月

份出生的。”我说。

她立马瞪大眼睛：“我

也 4 月 份 啊 ，你 几 号 出 生

的？”

“农历初三……”话还

没完，她便笑个不停。

我直愣愣地问，“怎么

了？”

“我俩是同年同月同日

出生的。”她笑道。

真是活见鬼了！这算

作“猿粪”的“粪”吗？难怪

多年后有人开玩笑，“你俩

是通过查户口走在一起的

吗？”

记 得 当 时 我 还 问 她 ，

“你大概相亲了几个。”

她不好意思地说，“一

打应该有了吧！”

我说，“这么多！”心里

却 想 ，“ 这 个 数 字 还 没 我

多！”

“ 如 果 你 问 我 妈 妈 的

话，这个数字可能还不止，

打麻将排成几圈可以有。”

她又俏皮地说。

几个月后，“黑裙子”就

成了我的那位。

婚姻是什么？有人说，

婚姻是一件精美的瓷器，做

好它很费事，打破它却很简

单，而收拾起那些碎片又很

麻烦。

在我看来，婚姻就是搭

伙过日子。虽曾有过针锋

相对，有过倔强严苛，有过

误解不满，有过很多很多，

但都已然成为过去式。婚

姻能不能久远，完全取决于

两个人能不能相互包容、相

互理解。

前世的五百次回眸换

来今生的擦肩而过。是的，

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且行

且珍惜！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
你记得吗

■姜林娜

我俩的“520”生日
■遥 远

组诗组诗

“520”网络情人节
■金 洁

（瑞安中学 2014（3）班
指导老师：余军）

为拓宽初中语文老师们的教学视野，本文作者带着“初中语文作文有

效教学”研修班老师们去瑞安中学参加“跨界”语文研讨活动，观摩两位优

秀高中语文老师的作文课，其中有一堂《写首自己的诗》让人印象深刻，经

老师引导，高一学生当场在短短15分钟写出了一行行动人的诗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