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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芒 
 

                      人文学院 刘钰 

 

当阳光散落， 

透过无暇的白纸， 

温暖而耀眼的光芒， 

折射出曾经的碎影。 

 

当白昼落幕， 

黑夜的气息渐渐弥漫， 

刹那之间的掠影， 

触及内心， 

掀起层层涟漪。 

 

看那光芒， 

是我曾经追求过的渴望。 

如今，时间不止， 

追逐的脚步亦不停。 

 

、 

思之不见，

念君不还 
人文学院 刘一萌  

     “孤乃„„孤乃江东郡主，尔等若敢不从，拖出去，先奸后杀。”她就这样霸

气而又醉醺醺地闯入了孟婆庄，对三七那是一点儿也不客气。起初以为这个打扮夸

张的女人是一疯癫刁蛮的鬼差，不讲道理，深不知，竟是一代佳人，情深至极。 

地府断情日那天，她举着孔明灯和酒壶，醉中飞舞，卧中含泪，让人心疼。

“佼佼佳人，江东之畔；风之萧萧，雨之寥寥。思之不见，佳人不还；江东之畔，

埋吾相思。”那时候的人间，是她的江东故国，天正高，风正暖，曲曲的回廊弯九

折，江东少年踩过她的庭院。 

“阿香！” 

“放肆！孤乃江东郡主，你是何人，竟敢直呼孤的名讳！” 

“在下，江东陆逊，字伯言。” 

“阿香，送你一朵花呀。” 

在黄泉之中，头戴红花，是在思念着伯言吧；日日酗酒，是在解相思之苦

吧；她的眼神，无时无刻都透露一种忧伤。她在这黄泉之中，千载万载地记着他，

思之不见，念君不还。 

当初周瑜用美人计，将孙权之妹嫁给刘备。书中云：刘备迎娶江东郡主。阿

香嫁与刘备后，无一儿半女，刘备虽不重女色，但江东郡主地位尊贵，为何再无记

述？想来一为孙权之妹，二为心中已有他人。陆逊自孙尚香嫁后，再无记载，怕是

孙权心重，不再重用。世人皆知孙尚香是嫁给刘备的孙夫人，而地府阿香喝醉后不

断强调自己是“江东郡主”。在每一次三七为长生付出时，她骂一句“憨货”，起

先都是大声后来变成小声，开始说给三七听后来说给自己听。是不是在责怪没有留

住伯言的自己？“思之不见，佳人不还”，伯言也是爱着阿香的吧。 

在黄泉中，她教三七如何恋爱，三七伤心她在旁安慰，三七病了她把长生押

了回来，三七出嫁她当娘家人撑场面，三七有危险，她用身躯为三七挡下桃木

剑„„她之所以那么维护三七和长生的情感，想来也怕这对有情人，如她和陆逊一

般，生生被拆散。 

东风拂过他的面颊，茶花开满她的茶园。待君来，风正暖。日日思之不见，

念君为何不还？ 

《灵魂摆渡黄泉》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三七和长生，可令我动容的是阿香，

佼佼佳人，江东之畔，花之燎燎，云之牵牵。 
补鞋匠 

                       经济管理学院  郑玉娜  

 

    村头的老李是出了名的倔脾气。 

    近几天，出了一怪事。这老李啊，半个月来每清早

儿准出现在东街大道卖鞋那户的小店前，地摊儿那么一

铺，席地而坐，吆喝起来：“补鞋喽！”这可把卖鞋的

东家气得不轻，整天吹胡子瞪眼的，愣是拿他一点办法

没有。 

    老李也不挡着人家做生意，但总这么坐在人家这小

店前，也不是个事儿啊。东家琢磨着，得请老李喝酒。 

     喝得大醉的时候，东家问他：“你怎么这么倔！非

在我这卖鞋人的跟前做你那补鞋的买

卖！”老李晃了晃脑袋，看   上去不

太清醒，嘟囔着：“我就是想啊，让你

请我吃杯酒！你说，我俩师出同门，你

咋就弃了这补鞋的手艺！”东家一听，

嗤地大笑说：“难道像你似的穷得叮当

响？兄 弟，时 代 变 了，你 也 该 变 变

了。”老李也笑，“我懂，我懂。” 

     自此，老李再没出现在小店前，

却仍过着补鞋的生活，那东家也照旧过

着卖鞋的生活。 

有了你，生活便有了光 
 

                                                    人文学院  刘林青 

    最近很喜欢一句话“不要害怕心有裂缝，那是阳光照进来的地方。”如果说

现实是漆黑的夜，那么理想就是照进心灵的光；如果说理想是光芒万丈的太阳，

我愿做那逐日的夸父。有了你，生活便有了光。 

    心若向阳，无谓悲伤。高考，中国最盛大的一场考试，它是人生的跳板，也

是万丈的悬崖。曾经把高考作为多么坚定地理想，十二年寒窗苦读，在铃声响

起、笔杆放下的那一刹宣告结束，曾为之奋斗的所有，一瞬间化为乌有。当高考

成绩出来的那一刻，是一丝的轻松与无尽的悲伤。世界黑暗了，但太阳还是照旧

升起；高考结束了，而理想要被重新定义。这不是悲伤的开始，而是崭新的结

束。 

    微笑向暖，岁月无恙。三个月的假期如约而逝，梦想中的大学如约而至。收

拾好心情，整理好行装，踏上新征程。理想和现实总是有很大的差距，现在的生

活充实而忙碌，却也总有不如意的地方，当失去所以的依靠，才发现有些事只能

靠自己。站在新的起点，幸而理想还在，犹像一盏明灯，孤寂的夜晚，带来光芒

和温暖，指引前进的方向。 

    你似朝阳，如花般绽放，有了你，生活便有了光。 

    林海音，1918年3月出生于日本大阪

绢笠町回生医院，1921年随父母返回台

湾，1923年又随父母迁居北京。林海音的

童年在古城北京度过，其著名代表作《城

南旧事》正是林海音对其童年往事的回

忆。 

    林海音16岁时考入北平新闻专科学

校，在学期间一边读书一边当实习记者，

19岁毕业即任《世界日报》记者、编辑，

主跑妇女新闻。 

    1948年11月，林海音在三十岁时回到

台湾。1953年受聘于《联合报》副刊，担

任主编一职。任职期间（1953-1963），林

海音以敏锐的文学触感发掘了相当多的人

才，且重视台湾本土作家，如林怀民、黄

春明、郑清文、钟理和等。此外，还鼓励

日据时代停笔的老作家，例如杨逵、钟肇

政、文心、陈火泉、施翠峰等执笔再写，

是推动台湾文学的重要推手。在此期间，

林海音自己也出版了其第一本散文集《冬

青树》、第一部长篇小说《晓云》、自传

体小说《城南旧事》等作品。 

    1990年，林海音回到阔别了四十一年

半的北京，成为两岸文学交流的重要桥

梁。她寄出了全套的纯文学丛书和纯文学

月刊给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还号召台湾

出版界大量捐书以充实台湾文库；她又担

任了《当代台湾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顾

问，完整介绍台湾作家作品。林海音的文

学成就也获得中国大陆文学界的重视，北

京中国现代文学馆曾于1997年以及2000年

举办“林海音作品研讨会”。 

    2 001年12月1日，林海音病逝于台北

振兴医院，享年83岁。 

 

读《城南旧事》有感 

 

                             人文学院  刘钰 

    童年是多彩的，童年是美好的 。每个人都喜爱

童年，珍惜童年，写童年数一数二的就是《城南旧

事》了，在书本中，那个在大树底下学骆驼咀嚼可

爱的小英子，一下午抓住了我的眼球，使我也回想

自己的童年记忆，那样难忘而又深刻的回忆„„ 

    童年如画，把点点滴滴的微笑收集起来，放在

我们的白纸上，使它脱离了洁白，变成了一幅一生

都珍惜的画卷。童年如流水，从叮当的泉水，变为

涓涓细流，再进入实践，进入广阔的知识海洋。

《城南旧事》生动有趣，虽然不是我们现在的童

年，但却有着同样的乐趣。拿起书，沉浸在作者的

童年往事中，看着那天真无邪的英子，与惠安馆的

“疯子”做朋友，与胡同里的贼相互谈笑，也只有

一个孩子才能干出来的事儿。还有兰姨娘，宋妈，

各种景色和人物都是那么有趣，也让我体会到不同

人的生活和苦衷。为了供优秀的弟弟读书而去偷盗

的贼，只有英子这么个女孩才会说出自己的感想。 

    骆驼戴铃铛，是因为拉骆驼的人耐不住长途寂

寞的旅程，才会给骆驼戴上铃铛，增加一些行路的

情趣。”全书一开始，英子新颖而又不失天真烂漫

的想法便一下子吸引了我的视线，也令我闻到了一

丝童年的怀念气息。而接下来的一篇篇以不同人物

为主角的故事，更是牢牢地抓住“看似天真幼稚，

实 际 上 是 蕴 涵 了 无 数 真 理 ” 的 特 点 ， 将 

  

我们一点点地带进了属于英子的童年生

活：《惠安馆》里人人惧怕厌恶“疯”

女人、《我们看海去》里为了弟弟铤而

走险的“贼”、《兰姨娘》里被赶出家

门的兰姨娘„„这些人的身上，都发生

过无数的故事;而也正是这些或悲或喜

的故事，构成了英子美丽灿烂的童年。  

    英子有个愿望是去看海，那个人也

有这个愿望，于是他们立下了“我们看

海去”的约定。那个人常常对英子说

“我也是好人” 、“记住，我可不是

坏人啊”，后来还将自己珍藏的一串佛

珠送给了英子。年幼的英子不懂什么是

贼，也不懂那个人为什么这样说。直到

他因偷盗被抓，英子依然相信他不是坏

人，不愿按妈妈说的那样把他当做坏

人。《我们去看海》这首小诗常常被英

子和小偷吟诵，贯穿于故事始末，简单

的文字，却为我们勾勒出一副纯美的画

面。蓝色的大海上，白色的帆，金红的

太阳，照着海面，照着他们的约定，照

着英子的童年。  

    在整本书中，一切皆是英子童眼中

的世界，却始终贯穿了一种淡淡的忧伤

与困惑。这种风格一直保持到全书结

束：当厨子老高让英子“去医院劝劝你

妈，这儿就属你大”时，英子才忽然意

识到，不知不觉中，自己竟已是大人

了。走出大门的当儿，英子在心中默

念： 

  爸爸的花儿落了。 

  我也不再是小孩子。 

  „„ 

  无论如何，我都要感谢林海音女

士。感谢她写下了《城南旧事》，将英

子这个善良纯真的小女孩呈现在我们面

前，用她的童年故事，勾起了我们对自

己童年的回忆：那些曾令我们欢笑哭泣

的小事、那些几乎被我们遗忘的明朗笑

容、那段在磕磕绊绊中成长的单纯岁

月„„美丽童年的酸甜苦辣，永远是我

们心底最大的温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