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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夜色
◇张静（文学院）

感悟建大

今夜有风。

简单的晚餐之后，换上一件

丝质曳地长裙，一件手工锈花的

米色披肩，缓缓走进夜色中。

才不过七点多，天色已经完

全暗下来了。这愈加显得楼下的

两排路灯璀璨夺目。沿着门前的

道路往前走，便是文体馆了。透

过窗玻璃，一个个生龙活虎般的

身影正活跃在球场上，他们或追

赶，或投篮，或喝彩，秋天的凉意

丝毫没有影响他们热气腾腾的青

春。文体馆旁边的空地上，一个

女孩在独自跳绳，边跳边数，马尾

随着身体的跳跃有规律地晃动

着。不远处，有舞曲声传来。寻

声望去，一个女性身影随着音乐

慢舞。我猜大概是学校的老师

吧。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难

得有这样凉爽的天气，在夜色中

独舞，也是一种别样的美丽。

穿过南山书院，手风琴和架

子鼓的声音响亮地刺激着耳膜。

我不由地停下脚步，侧耳细听。

想象着演奏者是男孩还是女孩，

长什么样。听了一会儿，不禁笑

自己迂了。喜欢就听罢，何需猜

测是谁在演奏呢。

沿 着 日

日 走 过 的 樱

花大道往前走。这儿的夜晚完

全是另一番景象。乒乓球台周

围，满是学生。男生在对打，女

生围在球案两边，叽叽喳喳地。

我听不到他们说的话，但能感觉

到他们的喜悦。路边，有学生匆

匆走过，或骑车经过。一场疫

情，孩子们太压抑了，他们需要

在欢呼中、在奔跑中释放青春的

激情。

不知不觉走到学校的中轴

线上，我停下脚步，伫立在夜色

中。有多少个日子，匆匆从这儿

走过，也曾拍过一些照片，但从

没有像今夜这样停下来，看风怎

样掠过树梢，听听蟋蟀的低吟，

用心比较不同声音发出的方向，

甚至分析有几种虫子在合奏着

夜晚进行曲。

就在我停留的地方，两位男

老师从不远处走过，边走边用陕

西话交谈着。我认出了其中的一

位，大概是负责学生工作的领

导。因为工作需要，平日里总是

很多人走在一起，检查工作。在

这样的夜晚，用熟悉的方言聊天，

该是很惬意吧。一汪池水，在灯

光的映照下波光粼粼，树的倒影

随着微风轻轻摆动。我拿出手

机，想留下这美好的一幕，不料画

面中竟然出现了一个熟悉的身

影。那是我平时见到的不苟言笑

的男同事吗？他正对着手机屏

幕，天真地笑着。那笑容，让我莫

名地感动。

我站着，感受着微凉的风从

脸颊划过，一缕发丝被风吹起，遮

住了眼睛，也不去管它，谁规定发

丝必须梳得整整齐齐？脚边 ，是

新修剪的草坪，平日里我是不会

走在上面的。但那一瞬，我忽然

想用脚去感受一下修过的草地是

什么样的。脱了鞋，先迈出左脚，

凉凉的、扎扎的，是草，然后，坚

硬、膈脚的，是草下的土地了。此

刻，我不是别人口中的那个温文

尔雅的女教师，而是有探索欲的

小小孩童。

夜色渐深，虫鸣声时断时续，

风吹动树叶的声音飒飒作响。竹

林里，黄昏时分叽叽喳喳的小鸟

此刻已经酣眠，竹林像守门人一

般，守护着它们。我们的守护人，

门口的两名保安，一边热络地聊

着天，一边警惕地注视着进出的

行人。很多看似普通的事情，只

要赋予它意义，便变得熠熠生辉。

回到家，已是十点多了。因

了这晚风，窗前的风铃清脆地响

着，快乐如我。

烈日下、球场中、红旗边、方阵间，伴随着一声声响亮

的“稍息，立正”，站军姿、踢正步、走方队等一系列训练活

动有条不紊地进行。反复的训练对于新生们来说，不仅

是烈日的炙烤、汗水的洗礼，更是意志力的磨砺。他们在

训练中，增强体魄，培养觉悟；在坚持中，展现朝气，收获

健康；在锻炼中，学会自立，培养能力。

军训，构成了属于他们和青春的一段回忆，编成他们

生命中的一段小插曲。在未来的时光中，军训会给这一

群年轻人留下挥之不去的烙印。相信经过了军训的磨

练，同学们会有很大的收获，并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新

时代大学生。挥别过去，开始新的征程。站在一个更高

的起点，大家翘首以待，他们整装待发。

军训·成长

策划：大学生记者团

文字：王可欣、常森森、王雅斐

图片：李国庆、温升杰、常泽华、刘晓朵、兰奕婷

暑假，我跟随爸爸和姑妈去了照金，又一

次“看望”了我的太爷爷。

和之前看到的一样，太爷爷的名字不断地

在展板上出现。在二楼醒目的位置，有太爷爷

的照片和简短的文字介绍：张德生（1909-

1965），曾任关中分区委员会书记。

我静静地看着那张熟悉的面孔，虽然太爷

爷于1965年就去世了，我从未见过他，但是爷

爷长得太像他了，我竟一时分辨不清。我久久

凝视着那张照片，太爷爷用温柔而又威严的目

光“看着”我。我轻轻地告诉他，现在站在他面

前的是他的后代，也是一名前来学习革命精神

的新时代大学生。

从小到大，听家人讲过许多次有关太爷爷

的故事。原本和太奶奶带着儿女生活在榆林

的他，受到先进思想的感召，毅然离开太奶奶

和稚幼的儿女，杳无音讯。解放后，太奶奶才

知道太爷爷还活着，得以与他团聚。我望着太

爷爷的目光，脑海中闪现过曾经听过的那些故

事。虽然是他的后代，但我仍觉得他做的事是

那么遥不可及，甚至不可思议——他怎么忍心

抛下家人，选择冒着生命危险，去加入一场结

局未知的斗争中去呢？！

迂回的走廊中挂满了照片，我知道，那些

都是和太爷爷有着相似经历的先烈们。正是

他们，终结了那个黑暗的年代，开辟了充满希

望的新中国。在面临抉择时，他们忍痛选择了

放弃安逸，献身国家。我不断地问自己，若面

临同样的抉择，我是否会有同样的勇气？

七年前，照金革命纪念馆刚刚建成，我就随

爸爸、妈妈以及两个姑妈来参观。初中时的我

看着太爷爷的照片，只感到

骄傲，暗自发誓要努力学习，

将来“功成名就”，然后就可

以光明正大地宣扬太爷爷

的事迹。三年后，当我再次

凝视太爷爷的照片，终于明

白，太爷爷身上最重要的符

号并不仅仅是当年的政治

部副主任，或是陕西省委书

记——一个将生死都置之

度外的人，又怎会看重名声

与官职？他的不凡，是面对

积贫积弱的国家和水深火

热的人民时，那种“天下兴

亡，匹夫有责”的担当以及不

畏艰险、挺身而出的勇气。壮士之“壮”，在敢于

改变现实，挽救一个危难中的国家。

我像所有的的青年一样，有着青春的朝气

和活力，也有着这个年纪特有的偏执与骄傲。

我会看到新闻中的国家军事演练而热血沸腾，

也会因为看到社会的不公而义愤填膺。以后，

我会提醒自己：我的太爷爷在面对国家危难时

会选择挺身而出，作为他的后代，我又怎能仅仅

是抱怨、苟且，甚至逃避？我是广大人民中的一

份子，也许渺小，但我依然有责任以绵薄之力促

社会更公正，助国家更富强。

最后，我们来到纪念碑前，向已逝的英雄

们致敬。我耳边响起姑妈常骄傲地对我说的

话：“咱们家啊，从你太爷爷那一辈起，每一代

都是党员，都是大学生。”我很幸运，也很自豪，

出生在这样红色的家庭、进步的家庭。我更会

以此勉励自己，不辜负我的光荣的家庭，不辜

负几代人的期望。

英灵远去，唯感动常在，信念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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