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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命若琴弦》有感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二（11）班周泽坤

我们是一家人
芜湖市第二十七中学初一（14）班钱胤宸

儿时的我与父亲的较量，如同一
场春雨，让我享受到美好滋味；也如同
一场暴风雨，在挫折中给我勇气和力
量，使我有勇气去面对。其中让我最
难忘的莫过于那一次与父亲的乒乓球
对抗赛。

那时我喜欢打乒乓球，几乎热爱
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我勤奋地练了
两年多，终于练就了几手“绝活”，当
然，我已是打败全班无敌手的大王了，
我日日夜夜沉浸在快乐的海洋中，几
乎快乐到了极点。不久，父亲便觉察
到了这一点，向我发起了挑战，说周末
时要和我来一场乒乓球比赛，我顿时
捧腹大笑，一副高傲的样子回复：就凭
你，还想夸下海口要与我较量，得了
吧！先减减肥吧！我比赛前压根就没
有做准备工作，我坚信3：0只不过是
时间上的问题罢了。

我期待已久的乒乓球比赛终于开
始了，正好还有妈妈捧场，可以让父亲
好好丢脸了。他先发球，只见他胖而
灵活的身体摆出了一个规范的侧旋球

发球姿势，我就知道——我有点大意
了！球高速向我狂奔而来，我用力一
挡，可惜球出了界，父亲露出了得意的
笑容，接着他又赢了我一分，可这丝毫
不影响我“战斗”的情绪，我吐了吐气，
在原地蹦了几下，一口气连扳了两分，
啊！胜利的曙光照向了我，我马上就
要赢了，只见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发了一个进攻球，幸好我反应快，轻而
易举的接住了球，又来了顺手“削”，我
得意忘形，以为这球，父亲一定难以接
住，谁知他左腿向前一步，球拍向右一
拉，这球如同一只离弦的箭刺穿了我
傲慢的心灵，我竟输了！

我呆若木鸡，一瞬间我泪如雨下，
父亲望了望我。坐在我身边，搂着我的
脖子说：“儿子，一次输了没关系，一定
要有信心，谁说下一次你就一定又输了
呢，走，咱们再去练几球去！”当天风和
日丽，我的心里流入一股暖流！这就是
我们快乐的一家人，我为有这样的爸爸
和妈妈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开心！

指导教师：孔燕

“我想睁开眼看看。师傅，我想睁
开眼看看”！

这是《命若琴弦》中最敲击人内心
深处的话。这仿佛就是作者史铁生自
己的呐喊，他也想自己扔掉轮椅，用脚
丈量自己热爱的土地。

文中最表象的是老瞎子为了“看
一眼世界”，而弹断了一千根琴弦。光
这一点已经足以体现老瞎子顽强的生
命力。为了这七十多年日日夜夜感受
的景象在眼中哪怕只浮现那一瞬间，
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弹奏陪着他自
己一辈子的三弦琴。在失去光明的时
候，还要自理起居，可老瞎子走过了这
七十多年。是什么让他在头昏胸闷中
挣扎弹奏说书？是什么让他在酷暑严
寒里不停前行？是什么让他拥有着顽
强的生命力？

是那张药方，那条药引子，那个看
一眼世界的信念。每翻过一个山头，
就意味着可以拉琴，每拉断一根弦就
可以接近信念一步。老瞎子无数次爬
山，无数次趟河就是为了等到拉断最
后一根弦，亲眼感受自己走过的地方。

可是药引子凑齐了。药方，原来
只是一张白纸。

七十多年的信念在霎那间灰飞烟
灭，他再也没机会实现他的愿望。他
的心弦就此断裂。身体在衰老，心中
的烛火也在熄灭。但他还是回到了野
羊坳，因为小瞎子在等他！因为小瞎
子那颗冰冷的心在等待着他复苏！为
了小瞎子，他再次点燃了心中的烛
火。这次是责任在鼓舞着他，此时他
们是师徒，亦是父子！

小瞎子倒下了，自己心爱的人嫁
给了别人只因为自己是瞎子。老瞎子
明白“八百，一千”都是数字也是为了
信念而活下去的指望。他要激励小瞎
子活下去！于是他说出了和自己师傅
一样的话，只不过这次数字是一千
二。他和师傅都想自己的后人超脱不

了这个数字。
这篇文章说的是什么？是怎样的

作者写照？
一种生命力。史铁生就像老瞎子

一样顽强活着。
一种不甘。为什么自己的身体残

伤？
一种绝望。和小瞎子一样的悲

痛。
师爷和老瞎子，老瞎子和小瞎子

的故事就是命运的轮回。我相信小瞎
子一定会弹断一千两百根琴弦！如果
有徒弟，他会说出一个更高的数字，让
徒弟活下去。

可史铁生呢？
此时的1985年的4月20日，他

是怎么想的？
《命若琴弦》一文是在《我与地

坛》、《病隙随笔》，《我的丁一之旅》等
一系列史铁生关于顽强生命力的经典
作品之前完成的。这篇不出名的文章
其实是他心境变化的开始，他在《命若
琴弦》中真正开始领悟“为了死而活”

“为了信念而活”，一扫忧郁之风格，重
新看待世界。对他而言，人的残疾比
残疾的人更可怕。他宁愿身残也不愿
心残。这不仅是一篇励志的文章，更
是他对人活下去的意义思考的开始。

同时，小瞎子对兰秀儿的爱也是
史铁生对爱渴求的一种体现。一个孤
独的人总希望能有一个贴心异性为
伴。但史铁生比小瞎子幸运，他遇到
了陈希米，一个终身爱他的人。

从1981年开始写作，史铁生用了
五年时间和自己和解。

他的后半生也不再是一张白纸，
他找到了属于他自己的人生意义：“死
不是一件急于求成的事，而活就像是
陪你终生的魔鬼和恋人。”

向师爷、老瞎子致敬！向史铁生
和他与自己和解的经历致敬！

指导教师：唐春山

阳光从窗外折射进屋子，亮堂堂
的。我喜欢坐在窗边，倚着白墙，透过
窗户玻璃仰望天空。

天空湛蓝湛蓝的，还翻涌着几大
朵厚实的白云，就仿佛一片蓝色的大
海，闪着粼粼波光，拍打着沙滩，激起
片片浪花。

回首记忆深处。春天，我在蓝天
下的田间小路上奔跑、玩闹，或是摘几
朵邻居伯伯家的油菜花，逗逗小昆
虫。夏天，我坐在河边洗衣服的台阶
上，纳凉、戏水，水在阳光的照射下，温
暖舒适。风不停地吹着，也仿佛享受
着这片刻的阴凉。

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空，太阳很
刺眼，眼睛无法直视。我用脏兮兮的
小手遮挡着刺眼的日光，透过指隙，依
稀能看见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
天际如此深远，遥不可及，我的思绪也

飞向那遥远的蓝海。
太阳从身后下沉，被远处的山峦

遮挡，留下一团浓烈的晚霞。天越来
越暗，天空一改湛蓝的面貌，披上一件
蓝黑色的衣裳。村上的水泥路上也亮
起了灯，安静地停靠在月光下。水面
也泛起了银光，那是一种平静的墨
色。银钩似的弯月，若隐若现般躲在
树梢后。天鹅绒般的蓝色天幕中，点
缀着几颗繁星。这月朗星稀的夜晚，
更深邃，也更迷人。

蓝色让我忘却烦恼，给予我安慰。
每天在蓝天下生活、学习，每天努力做
到更好的自己。看着日月星辰东升西
落、周而复始，虽然有时会痴想和迷茫，
但蓝色的天空往往会带我找回方向。

我一路向前，未感疲倦，因为我喜
欢蓝的天空。

指导教师：张承雨

我喜欢天是蓝的
芜湖市鸠江区二坝镇雍南初中802班 赵妍妍

我摩挲着手中的《童年》，手掌微
微颤抖。这是怎样的一个童年啊！四
岁丧父，被迫寄居在外祖父家，从此失
群的孤鸿难鸣，稚嫩的生命饱受折磨，
冰冷和刻薄如西伯利亚的寒风一样钻
进他生活中的每一处孔隙。

阿廖沙的童年是被黑暗包裹着的
——

“把他捆起来，我要打死他……”
读到这里时，我的心好似遭了电击，猛
地一颤。惊悸！我一目十行地快速地
翻着书，一种担心和忧虑攀上了眉
梢。“外祖父打得我失去了知觉，于是
我病了几天”。我长舒了一口气，幸好
阿廖沙没有生命的危险！他只是病
了！在庆幸的同时，我也对阿廖沙的
祖父——卡希林的心狠手辣感到震惊
与愤怒，他是怎么狠得下心、下得去
手？这是他的外孙，他的亲外孙，他亲
生女儿的骨血！

阿廖沙的童年是被残忍覆盖着的
——

阿廖沙的祖父责怪阿廖沙的祖母
没有将米哈伊尔和雅科夫舅舅教好，
说是她把他们给惯坏的，一切责任都
在祖母身上。祖母劝告他、安慰他说，

“唉，你干嘛那么伤心呢？上帝知道怎
么办？人家的孩子难道就比我们的好
吗？老爷子，到处都是一样，吵架，打
架，乱成一团，所有的父母都得用自己
的泪水去清洗罪恶，并不是你一个人
……”话未说完，他就对她大打出手，
凶狠、残暴、毫不留情！他仿佛分明是
在捶打一头不听话的牲口！那时，年
幼的阿廖沙就躲在一旁，小眼睛里满
是惊惧，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阿廖沙的童年是被自私所充溢着
的——

他的两个舅舅，为了阿廖沙母亲
并未带走的嫁妆以及父亲的家产，撕
打起来。被金钱蒙了心智的米哈伊
尔，此时心里没有弟弟，没有家庭，没
有亲情。把他往死里打！除了家产，
他眼里什么也没有。

为了得到家产和房子的雅科夫将
哥哥灌醉，然后挑唆他去杀自己的父
亲，结果自己去装好人，告诉卡希林，
他的儿子要杀他，但精明老狐狸早已
洞穿了事实，直接无视。这究竟是怎
样冷酷的一个家庭啊！

在高尔基创作完这本书之后，他
写道：“为什么我要讲这种极其讨厌的
故事？为的是你们，先生们，你们要知
道这种东西还没有真正的过去。”蓬生
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
黑。在这样一种愚昧、落后、狭隘、自
私、庸俗而残忍的生活环境中，阿廖沙
并没有因此沉沦，而是在逆境中成长，
变成了一个坚强、勇敢、正直，和富有
同情心的人，这是因为在他的童年中，
还有许多这样的人，给予了他力量、温
暖、光明。对生活总是充满了爱和希
望的祖母；善良乐观的小茨冈；忠厚老
实的老长工格里高利；为科学献身的
好事情，他们都尽可能地慷慨地丰富
着阿廖沙的心灵。

是的，这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
有对处境绝望的人。有位诗人这样写
过：“当我的紫葡萄化为深秋的露水，
当我的鲜花依偎在别人的情怀，我依
然固执地用凝霜的枯藤在凄凉的大地
上写下：相信未来！”

是啊，也许我们曾彷徨、迷茫而忧
伤，但是面对逆境的我们，当与阿廖沙
一样，坚定地相信未来！

指导教师：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