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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梅瓶做老师

借物喻人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外国语学校初二（9）班 刘昱彤

红叶轻抹琵琶弦

咏物抒怀

安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一（10）班 陶伊洁

秋天，满目的萧瑟和渐渐刺骨的寒风总
为人们添上几抹愁思。犹记得江州司马在枫
叶荻花中忽闻琵琶，也难忘那低眉信手续续
弹的婉转哀怨。我初识琵琶，也是在秋天，水
乡的木船上。

船舱的小桌上，清粥小菜还散着热气。
雨后的江南雾气弥漫，透着冷意。前面斜坐
着的姑娘抱着琵琶，她的手上下翻飞，似编织
着轻灵的梦，圆润清冷的琴音从指间流淌而
出，散开的是江南朦胧的忧伤，是姑娘心中的
无限愁思。那一刻，我便着魔似的想学琵琶。

我第一次接触的琵琶单曲是林海的《琵
琶语》。初听只觉得极美，细细琢磨，才觉察
到掩在拉弦转音后的凄婉。琵琶是最适合
用来说话的。每一种哀怨，隐在红叶轻掠弦
上的泛音里；每一种喜悦，藏于嘈嘈切切的
扫弦之中。或是苦，或是乐，最后都汇成轻
柔的轮指，消失不见。秋叶会悄然勾起人的
思绪，那些难以言说的话、难以言尽的情，能
用琵琶缓缓弹奏出来，便再好不过了。

虽然《琵琶语》十分有名，但我并不那么
喜欢。无它，太过悲凉。最喜欢的还是《阳春

古曲》。俏皮的挑弦伴着轮指，时不时有大段
大段的扫弦，烦闷时弹上一段，只觉得酣畅淋
漓。毕竟正当年少时，还来不及体验世俗烦
忧，还没有被世态炎凉磨平棱角。现在的我
们是深秋的红枫，妆点着心中的一片秋色。
少年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珍惜当下，拼搏奋
斗，充实自己，温暖未来的秋，方不负这阳光
正好。

每当读起白居易的《琵琶行》，便不由得
为之惊艳。无论是“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女
子，还是“弦弦掩抑声声思”的怅然。“嘈嘈切
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琴音久久回荡
在浔阳江头。让我又忆起初遇琵琶的那个江
南。人生百般的不如意，要学会排解自己心
中的烦闷，整理好行囊，继续在这俗世间跋山
涉水，找寻心中的理想。

红叶轻舞，品一杯清茶，静心弹一曲琵
琶，往事在眼前一一飞逝而过，那些少年不痛
不痒的悲伤也被时光抹去，掩盖在一片火红
的秋叶中，只留下无限的感慨。

指尖仍停留在弦上，余音未尽，道路还
长。

我从不知道有一种美可以如此温柔内
敛。

现代的美总是气势凌厉，美得几乎都带
有侵略性，喧闹而锋芒毕露。而它——那只
近一千年前的梅瓶，却美得安静而柔和。修
长的瓶颈、圆润的瓶身、古朴的色泽，优雅得
几乎让人怀疑它是不是古代亭亭玉立的仕
女，正立在千年前的时光对岸，巧笑倩兮、美
目盼兮。它表面的一层釉质清澈如水，令人
想起四月待熟的青梅，想起平静无波的湖面，
想起江南细雨笼罩下远处的群山。那种美，
美得让人毫无防备。我不禁生疑：那真的是
火——那暴烈的“恶魔”的杰作吗？经过火，
却看不到任何烟熏火燎之气；经过火，却只容
你看见沉静收敛的光华。真是“凉如古玉，婉
似霜花”。

我望着那只青瓷梅瓶，静默中，它似乎也
在望着我。这只梅瓶如同一位历经千年岁月
的老人，因为被时光磨去了尖锐的棱角，所以
才显得古朴而沉静。或许也正因为它的古朴
而沉静才使它弥足珍贵。这也正好验证了一

位收藏家曾经说的话，他说：“越是上等的瓷
器就越古朴、内敛、沉静，而越是下等的瓷器，
就越夸张、艳俗、讨巧。”

瓷器上的品鉴，放到人身上也同样适用
吧。人生每一场所谓的“劫难”都意味着被揉
捏、被雕琢，甚至被上千度的火焰煅烧，每经
历过一次历练就离完美近了一步。这是那些
因逃离苦难而粗制滥造的残次品所无法比拟
的。好瓷器就像那些真正站在高层的人物，
往往是大气、低调、不张扬的人，因为他们无
需张扬，那种经过沧桑而磨练出的光芒是不
会让他们被人群埋没的。那些愚昧无知的人
却恰恰相反，他们吹嘘、捧高自己，努力让自
己显得锋芒毕露，反倒像个跳梁小丑。确实，
年少可以无知，青春应该轻狂，但你不能永远
无知，永远做一个愚昧的人。

这只梅瓶仍然在展柜中美丽着，那种内
敛莹润的美是现代瓷器远远无法超越的。究
竟是因为它的沧桑还是它所蕴含的智慧？我
也说不清了。

指导老师：黄晓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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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的暖色与理想的冷色

谈古论今

芜湖市第一中学高三（18）班 李泽宇

《公开课》之作文专版主要刊登中学生所写的优秀作文，投稿作文
既可反映成长足迹、校园故事，也可反映旅游见闻、生活感悟等，考场作
文以及课堂同步作文均可，内容生动，具有真情实感。同时也欢迎广大
老师提供同题作文并进行点评。投稿邮箱：1029258405@qq.com。

作文专版征稿

家乡的镜湖

景色描绘

芜湖市第二十七中学704班 王佳怡

我的家乡在安徽芜湖，是一座江南小
城。这里物产丰富，有鱼米之乡的美称；这
里山美、水美，最美的要数镜湖。

镜湖位于步行街和鸠兹广场的中央。
你瞧，那清澈静谧的水平面就是一条分割着
天与水的交界线。抬头是纯净透蓝的天空，
云絮丝丝缠绵于蓝色天际，低头便是深邃灵
动的湖水。此情此景，让我真正了解到何为
水天一线。

春季的镜湖，柳树和银杏树的叶子变绿
了，柳枝垂下来的样子像一根根小姑娘的麻
花辫。望着镜湖岸边的垂柳，不由得让人赞
叹那绝佳的诗句：“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
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
刀。”松柏也是碧绿碧绿的，春风吹来，落叶
在林中飞舞，树上发出了新的嫩芽。

夏日，经过梅雨季节的洗礼，时而晴空
万里、天高云淡、骄阳似火；时而云低天暗、
乌云密布、狂风怒吼，犹如孩子的脸一般，没
有征兆地变换着。树木长得葱葱茏茏，密密
层层的枝叶把公园封得严严实实。镜湖中
央有一个小岛，偶尔路过的几只野鸭悠闲地
游着,时不时低下头钻入水中，又突然从另
一处冒了出来，不时有小鱼跳出水面嬉戏玩
耍。白天，人如潮、花如海。人们在湖边公

园漫步、谈心、下棋、赏景。湖面上，阳光普
照、银光闪闪，小船荡漾在水中，人们仿佛进
了童话世界。湖边的步月桥上雕刻着“双龙
戏珠”，走在桥上，看见湖里的倒影和桥连接
起来，像正月十五圆圆的月亮。若是雨过天
晴，便有一道彩虹横架在镜湖上面，那真是
美不胜收！夜晚，是镜湖最美的时候，湖中
间的喷泉像银色的水柱直冲云霄，远远望
去，又像是被云雾笼罩了一般。镜湖四周的
彩灯更是争奇斗艳，树上的、灯杆上的、草丛
中的……此时，镜湖变成了灯的海洋、光的
世界。

秋天，镜湖公园的地上铺上了金黄的
“地毯”，踩上去沙沙作响。小朋友们捡起落
叶夹在书里，制作成树叶标本。

冬天，镜湖变成了雪的世界。到处银装
素裹。柳树、石桥、香樟、松柏都穿上了白衣
裳。这时孩子们可以快乐地创造他们的“杰
作” ——堆雪人，也可以欢快地打雪仗。

镜湖真美，如果我是画家，我就把它画
下来；如果我是诗人，我就把它写下来；如果
我是作词家，我就要写比《半城山半城水》更
美的歌词来赞美它。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若是你到小
城来，收获特别多。

暖色是一种味道，冷色是另一种味道。
以暖色代儒，以冷色代道，在我看来，是再恰
当不过的了。如果要求分别用一种颜色来
代表这两家，这个任务恐怕是难以完成的，
但若把条件放宽一点，那便是绝佳的搭配。

孔孟之谈，来源于最普通的生活。没有
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就不会有《论语》《孟子》
以及伴随它们流传千古的名句。上自治国
理政，下至亲朋往来，在如此广泛的范围中，
儒家的准绳未曾间断。既有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的规范，又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
为轻”的远见。在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纷争
中，从未有一家像儒学这般，深深地扎根在
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之中。孔孟是暖的，暖
在一种对生活的肯定与热爱。

老庄之思，来源于自然与理想。没有对
理想世界的思考，就不会有《道德经》《庄子》
以及那些高深莫测的寓言。打开老庄，有

“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宏伟、有“有无相
生，难易相成”的认识、有“千里之行，始于足
下”的沉稳。跟随老庄，看到的是“以八千岁
为秋”的大椿、是“背若泰山”的大鹏、是“不
知晦朔”的朝菌。表面是令人着迷的故事，
包含的却是令人惊叹的思辨。在春秋战国
百家争鸣的纷争中，从未有哪一家像道家这
样，抛弃了大部分功利的思想，将一种自然
的气息带入他们的学说中。老庄是冷的，冷
在一种与时代刻意保持的距离。

孔孟之暖，源自其浓郁的生活气息。老

庄之冷，源于自然的纯真与无暇。喜庆的
红、热烈的橙、暖媚的粉，尽是人间烟火。天
空的蓝、大地的棕、森林的绿，纯净而不沾染
一丝污浊。儒家的暖色，同赋予它色彩的生
活一起，为芸芸众生指明安居乐业的方向；
道家的冷色，同给予它色彩的自然一起，用
纯净的心打开一扇摆脱世事污浊的大门。
将暖色与冷色拼接在一起，既可以是名画，
也可以是人生最惬意的状态。要达到这种
状态，失掉任何一个部分都是不可以的。

所以，孔子难道没有理想？庄周难道能
全然脱离于世俗之外？作为圣人，他们绝不
会用苛刻的标准给自己的学说画上一个
圈。就像暖色与冷色，虽然代表着两种状
态，但中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况且从孔子
到孟子再到荀子，儒学的暖色一步步加深；
从老子到庄子，道家的冷色一点点变浅。从
没有人能够准确描述儒与道的状态，又何必
用一种颜色来加以限定呢？

中国人对儒家的认可，伴随着暖色的兴
盛，而道家的没落和中兴，又与冷色的衰败
和再现紧密相连。我们也许无法用文字去
准确概括一家之思想，而通过颜色，这一目
标却实现了。

执孔孟于案前，藏老庄于枕下。我们离
不开孔孟、离不开老庄；离不开暖色、离不开
冷色；离不开生活、离不开理想。现实的暖
色和理想的冷色，终究绘出了我们今天灿烂
的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