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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作文

谁念西风独自凉

———对话纳兰容若
信阳晚报小记者市六高高一（

11

）班付炜

“此情已自成追忆， 零落鸳
鸯。雨歇微凉，十一年前梦一场。”

我从这首悼亡词中走近你， 透过
四百年的光阴流转， 品味那一份
只属于你的婉丽和哀叹。

第一次遇见你是在梁羽生的
武侠小说中，在风花雪月、刀光剑
影的背景里“纳兰容若”突然出现
在眼前， 让小小年纪的我心头一
颤。后来读到你的《侧帽集》，不禁
浮想联翩、心驰神往。 《诗经》曰：

“有匪君子， 如切如磋， 如琢如
磨。 ”我想大概你就是了。

几百年前的一个大雪天，北
京一座青砖青瓦的四合大院里。

寂静的夜勾勒出一道弯弯的曲
线，屋子里红泥火炉一室如春。你
出生在这个金装玉裹的锦绣堆
中， 你仿佛是天际翩然而落的一
片新雪， 带着与生俱来的绝代才
华，清新了整个王朝。

你的父亲仕途显赫， 他希望
你有治国平天下的鸿鹄之志，然
而在周岁宴上你却一手拿毛笔，

一手握珠钗， 你的命运一开始就
让人叹惋。

家家争唱饮水词， 纳兰心事
几曾知。

你的童年无忧无虑， 富贵之
家和繁华似锦的前途并不能让你
满足， 你天生超逸脱俗而又轻视
功名， 普通人苦苦追寻的东西你
毫不在乎， 普通人毫不在乎的东
西你却苦苦追寻。 世间之事难免
有些奇特，把不想要的给你，想要
的却求之不得。

十岁时， 你写了你人生的第
一首词。十八岁毫无悬念地中举，

让人煞是眼红， 就连康熙帝也对
你的才华欣赏有加， 正当你的前
途一片光明之际， 你的表妹出现
了。“夕阳谁唤下楼梯，一握香荑。

回头忍笑阶前立， 总无语， 也依
依。 ” 小表妹是你心中爱情的萌
芽， 少年时代的感情又是最纯洁
的，没有世俗的柴米油盐所束缚，

然而你完全没有想到未来的变
数。

你的表妹被选进皇宫， 你最
初的爱情火花也随之被残酷的现
实所扑灭。宫门一入深似海，从此
萧郎是路人。 你只能把那些思念
和遗憾寄托到笔下， 抒发着刻骨
的相思。

“一生一代一双人，争教两处销
魂。 相思相望不相亲，天为谁春？ ”

你一腔愁怨无处可诉， 只有
倾诉于诗词。你无心功名利禄，只
向往自由快乐的本质生活。 戚戚
然中韶光已逝， 红尘中谁人才是
自己的知己呢？ 直到你遇见了年
长自己许多岁的朱彝尊， 还不曾
见面， 你就仰天大呼：“我是人间
惆怅客，知君何事泪纵横。 ”在爱
情之外， 你怀着同样的执着对待
友情。 不论功名，不论出身，只要
志同道合只要同样有才华， 你都
视为知己。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
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
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
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
翼连枝当日愿。 ”

一生挣扎在理想和现实中的
你， 三十一岁便走完了自己短暂
的一生，刚过而立之年，心中的抱
负和理想还没来得及实现， 所有
的一切都变成了镜花水月。 在病
榻上与好友一聚一醉一咏三叹便
溘然而逝。你的生命如此之轻，又
如此之重。

康熙二十四年暮春， 纳兰容
若卒。 王国维评价他：北宋以来，

一人而已。 （辅导老师：丁蔷薇）

看 见

信阳晚报社小记者九中东校区八（

21

）班张驰

人的眼睛不止一双， 还有
一双慧眼源于生命的绽放，藏
于心里。眸子中，是一片跳跃的
火红……

———题记

枫叶———一种秋天才会被关
注的叶子。 它们在告别了自己的
年少轻狂，到了晚年，才真正绽放
了自己的生命。

春夏两季的枫叶， 是一群不
谙世事而悠闲的孩子。 淡青的树
干上， 堆积着绿中透黄的调皮颜
色。 风一吹过，它们就唱成一片。

它们并不安静， 总是吵闹地消磨
时间。

我本人是很不喜欢春夏两季
的枫叶的， 觉得它们年少狂妄和

自己一样。

然而枫叶在秋天时， 才是真
正的枫叶。

秋的枫叶， 总是随着夹杂着
凉意的风轻轻摆动。 淡黑树干上
的它们， 已经褪去了充满戏谑的
黄绿，换成了泛出血色的金黄。

枫叶， 正在追忆着那些被自
己消磨过的时光。 它们像步入了
不惑之年， 变得多愁善感而乐于
回忆。

当枫树的树干变得乌黑而潮
湿的时候， 它的叶就进入了一生
中的迟暮。

秋意渐浓， 在某个寒风骤起
的夜。 所有的枫叶都停止了所有
的懊恼和追忆：过去的已经过去，

为何还要长吁短叹，继续蹉跎？何

不在有限的生命里， 绽放出不一
样的色彩。

于是，在一夜之间，所有的枫
叶都化为一团团带着冷意的火；

团团的火又聚成了片片飞翔在生
命尽头的红色云朵； 云朵在风中
化作道道带着血色的光芒。 在枫
树的枝头喷射而出， 划破了深秋
的死寂，照亮了秋天的胸膛。

这涌动的红色浪潮并不长
久， 激情燃尽的枫叶， 谢幕的那
刻，骄傲而华丽地随风坠落。它们
红于花，烈于火。虽然它们平平淡
淡地来，却轰轰烈烈地去。

我看见了， 我看见一群美丽
的生命在化为乌有前绽放； 我看
见在垂暮之时潘然醒悟的美丽枫
叶———那么美，那么光辉。

猜猜她是谁

信阳晚报社小记者
市五中七（

17

）班韦宇婷
清晨，她踩着铃声迈进教室，便滔滔不

绝地讲起来，语调虽算不上抑扬顿挫，但是
吐字清晰，发音准确。

她的外貌是那般美丽，让人忍不住多看
一眼。 且瞧她那微卷的乌黑的头发，好似瀑
布一般从头顶倾泻下来，最美丽特别的倒不
是这个， 而是老师那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

当同学们回答问题正确时，她的眼睛总会散
发出一道明亮的光，饱含着欣喜、激动，若是
有同学支吾半天回答不出来时，她便温和地
看着你，说：“别紧张，再想想。 ”课堂上也难
免有些“捣蛋分子”，她便会用眼睛盯着你，

提醒你这是在上课。

记得那时我是最怕上她的课，不是因为
她严厉，而是我听不懂，每分每秒对于我来
说都万般煎熬， 后来由于老师多次辅导，课
堂上还让我们训练听力，我终于不再听“天
书”了，这得多谢老师循序渐进、条理清晰地
讲课啊！

她是那么热爱生活， 又富有生活情趣。

在她的办公桌上，总少不了几株鲜花，一些
吊兰，老师都用水养着。大概是在前几天吧，

老师又来了画葫芦的兴致，几乎每次途经办
公室都能瞥见老师的身影，好奇心强的我们
总会情不自禁地驻足观看。只见老师认认真
真地在小葫芦上画着，而且每一个动作都那
么小心翼翼，生怕会有一点瑕疵。

老师那种热爱生活的精神怎能不值得
我们学习呢？ 想想看，我们多少次因为学习
任务重而抱怨，多少次因为同学闹点小矛盾
而生气，又多少次因一些挫折打击而对生活
失去信心……

还有老师那做事一丝不苟的精神，怎能
不促使我们也一丝不苟地对待学习、对待家
长、老师交待的任务……

她，独一无二的她，值得大家学习的她。

说到这里，想必大家也知道她是谁了吧。

（辅导教师：卢春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