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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是央视主持人董卿在《朗读者》

节目中说的一句话。她说“勇敢的人不是不落

泪的人，而是愿意含泪继续奔跑的人”。也正是

这句励志的话成为了我的座右铭，一直激励着

我，在我落泪的时候给我动力和鼓舞。勇敢的

人, 不是不落泪的人, 而是含着泪水继续奔跑

的人。

什么叫勇敢？罗曼· 罗兰在《米开朗基罗

传》里有句话说得很精辟: 这世界上只有一种

英雄主义, 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 依然

热爱生活。生活很难, 人生不易, 我们时常会

被命运暴击, 揍得鼻青脸肿, 很少有人可以幸

免于难。

勇敢的人也有软弱的时候，也有伤心流泪

的时候，但是他们不会被困难吓倒，而是奋起

拼搏，带着心里的痛砥砺前行，含着眼泪继续

前进，这样的人是真正的勇敢的人，这样的人

才能到达胜利的终点。

每个人都会经历失败挫折，也都有困惑迷

茫甚至焦虑的睡不着觉的时候，也许是中学的

时候为做错的题而烦恼，为不想上课而厌学，

为怕考不上理想的学校而焦虑，也许是和朋友

相处的不愉快而不开心，后来也许是因为工作

的压力很苦恼，亦或是因为亲人离世而悲痛欲

绝，或者因为感情失恋而郁闷……

对命运的残酷, 一个真正勇敢的人, 可能

会哭, 可能也会有退缩的念头, 但最后仍会选

择战斗, 不会就此被轻易打倒。希望你做一个

勇敢的人，站在迎着光的地方活成自己想要的

样子。

人生是一条蜿蜒的长河，它不会顺流直下，

曲折与回旋常有，但若我们的目标是奔流入

海、望见碧波万顷，那么唯一的选择就只有奋

勇向前。 很多时候美好的结局其过程都不会

美好, 而所有的咬牙坚持, 所有的含泪奔跑,

最后往往更有可能遇见美好。不要因为害怕就

退缩，就结束，就拒绝所有美好的开始，没有人

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谁也不能预测到未来，

想要破茧成蝶，就要勇敢一点。

勇敢的人不是不落泪的人，而是含泪继续

奔跑的人。我想说: 你可以内向，可以慢热，甚

至可以不合群，但轮到你上台的时候，你一定要

勇敢。往后余生, 请你做一个勇敢的人, 你越

是勇敢,命运对你便越是和颜悦色,喜笑颜开。

勇敢的人最自信！加油！

昨日下班，在香树湾的小超市里，看

见袋装的手工馍，有纯麦面的圆馍，还有

和高粱面夹杂在一起的花卷，几位看似来

自乡下的妇女一边往自己手提袋里装着，

一边嘴里自言自语，好久不吃高粱馍了，

还挺怀念的。店主连忙附和道：说得对，高

粱花卷是早上刚新进，粗纤维，易消化，很

好吃的，阿姨多买几个尝尝。我当下看着

眼热，索性也买了一小袋。晚饭时，儿子下

班回来了，他对饭桌上的高粱花卷并没有

过多的热情，随意吃了炒的菜，胡乱吞下

一碗稀饭后，低头抱着手机看了起来。

我收拾了碗筷，将冰箱里的东西归整

了一下，瞅着剩下的两个高粱花卷，心里

莫名怅然。窗外，一缕秋风吹过，忽而想起

小时候，这个时节，父亲和祖父种的高粱

马上就要成熟了，沉甸甸的穗子低垂着，

一眼也望不到头。

那时，我十五六岁，和我爹一起种过

很多谷物，诸如麦子、玉米，谷子，大豆，还

有高粱等。其中谷子和高粱不是主要农作

物，偶尔种些，一方面用来改善生活，另一

方面源于平日里庄户人家用的物件总离

不开它。后来，粮食不值钱了，我爹也在地

里胡乱种了，用他自己话说，眼下是市场

做主，庄稼人就像风里的一株庄稼，左摆

右晃的，全然由不得自己，倒是土地，可以

任由这些植物，恣意繁衍和生存。

后来，我离开村庄，就再没有独自种

过它们中任何一株了。偶尔，夜里会做梦，

梦见儿时的村庄，梦见田野上茁壮的庄

稼，诸如麦浪翻动着金黄的波浪、高粱似

夕阳下燃烧的晚霞…醒来，窗外一弯新月

如钩，睡意全没了。

说起高粱，最早认识它是在我祖母的

菜园子里。阳春三月，大地归春。祖母说：

种几垄甜杆吧。她话刚撂下，就差我小叔

搬来凳子，站上去，从窑洞的墙壁上取下

一个塑料袋子里，里面是褐色的高粱种

子，颗粒饱满又匀称。一场雨后，父亲将它

们种在我家自留地里，没几日，高粱种子

发芽了，两片幼叶钻出地面，并在雨一场，

风一场里，迅速长高。

秋分过后，高粱即将成熟，青绿脆甜

的长节杆更是诱人。我们小孩子乘大人不

注意，悄悄钻进地里，用脚踩倒一些长势

羸弱的细长杆，撕下包叶，一节节的甜杆

挂着白霜，节骨上截断，用嘴咬住一头薄

薄的硬皮，顺下一撕，翠绿的甜杆就得了。

节杆粗如拇指，长有尺余，嚼到嘴里甜水

四溢，很爽口的。

识文断字后，认识了真正的高粱，知

道它还叫蜀黍、桃黍、木稷等等。属一年生

草本植物。株高 3--4米，秸秆粗壮，直立，

基部节上具有撑根。叶鞘无毛，稍有白粉，

性喜温暖，抗旱耐涝。只要埋下种子，落

地生根，雨水多一点，年景寡一点，无所谓

的，它们都安然生长自己，就像我穷困潦

倒的乡亲，卑微地活着，却在清苦中找出

快乐来。

高粱成熟在九月。那是一片红的海

洋，在秋风里涌动着，一层一层荡漾开去，

像一幅泼了赭红的水彩，人站在这幅磅礴

的画前，是感动的，甚至是震撼的。你看，

穿着绿外衣、戴着红帽子的高粱，站在一

群黄豆和果树旁边，显得那么高大，伟岸，

挺拔。特别是在黄昏时分，夕阳西下，一片

片殷红的高粱映衬在晚霞里，像大地上游

曳自如的云朵，那是上苍送给人间最美的

画卷。

爷爷站在地头边，只顾裂开嘴笑。我

深知，在那些贫瘠的年月里，高粱和庄户

人家的日子息息相关，若是谁家地里不种

上一二分高粱，日子都不知道如何过下

去。就拿我家里来说吧，大多一日三餐都

是粗粮为主，只有家里来了客人，母亲才

焖高粱米饭，紫红的饭粒，粒粒晶莹，满屋

饭香；也熬高粱米粥，放了碱，滑润可口；

还有，我家炕上铺的是高粱秸秆席，光滑

贴润，颜色本真；扫地的笤帚，是用高粱

翎扎的；刷锅的炊帚是高粱糜绑；灶坑里

燃的是高粱叶子和废弃的秸秆，连锅台上

放的，都是高粱秆串的盖帘。那些年月里，

入夜，枕着用高粱籽壳装的枕头，似闻到

了草木的香气，还有一朵朵阳光的味道，

总能睡得很香呢！后来，我弟弟出生了，

他长到五六岁时，总要疯跑在高粱地里，

捉蝈蝈，抓蜻蜓，逮知了，捉迷藏，打野兔，

就像出了笼子的鸟儿，又高又密的高粱

地，是他童年的乐园。饿了，就找高梁乌米

吃，出了高粱地，满嘴都是黑乎乎的。他还

缠着我母亲用高粱秸秆扎蝈蝈笼，扎成方

的，圆的，三角的。掐一朵南瓜花或豆角花

放进笼子里，挂在屋檐下，听着蝈蝈叫，不

厌其烦。最有创意的是，几个脑袋瓜挤在

一起，用高粱秸秆扎一把手枪，别在腰间，

用树枝编个草帽，俨然就是小兵张嘎的模

样。不用说，他的童年时光，是在最古朴的

乡间，和最朴素的植物一起消磨掉了。

高粱最大的用处是酿酒。我的家乡地

处西北，种植高粱的面积很有限，酿酒自

然无从谈起，倒是酿酒的场面，在影视剧

里屡见不鲜。那一个个光着铜色膀子的汉

子，挥舞着铁锨，汗流如雨；一滴滴甘醇的

高粱酒醇厚绵长，甘冽清爽。而且朋友中，

也有喜欢喝高粱酒的，言其烈而不颓，清

而不淡，就像一位气凛凛的将军，浓眉入

鬓，剑光如雪。哦，这大抵就是高粱的灵魂

吧，它孕育了北方男儿狂野不羁的性格，

热烈奔放，善恶分明。

近些年，父亲早已不种高粱了，高粱

离父亲的生活越来越远，一度时期，我们

都忽略了它的存在，唤醒我记忆的，还是

莫言的《红高粱》，它赋予了高粱辽阔悲

壮，宽厚仁爱的精神和含义。我依然记得，

那浩荡茂密的青纱帐里，上演了荒蛮却刻

骨的爱情，上演了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日魂

魄，让人唏嘘，令人垂泪。那一望无际的高

粱地，是爱情缠绵的床第，也是抗日厮杀

的战场，爱情和打鬼子都是淋漓痛快的。

最喜欢罗汉说的话：一株高粱也是一条顽

强的生命，让一株株高粱自然地长大，它

们是有度数的植物。我无法体验在整篇小

说里一直处在沉郁中的这个男子心中一

番山高水长，但他说的这句话，却牢牢记

住了。

秋分夜，天凉如水，和东北的朋友聊

天。他说，正在去乡下，隔着车窗，看见一

片枯黄低矮的植物，也叫高粱。他用微信

发给我，说是新品种，好打理，产量高，籽

饱满，卖相好。我观之很久，觉得有些陌生

和矮小，矮小到没有故事，没有风景，当

然，更不是我童年和少年时需要抬头仰视

的那一片高粱了。

秋  分  记
机电信息学院 张静

成为一个勇敢的人
凤翔师范学院学生 唐玉兰

有一种人生最为秀丽，那

就是老师，平凡的人生，不平凡

的使命;

有一首歌谣最为悦耳，那

就是《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从

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到毕业

入职，每个阶段都有那么一群

人用自己的爱与奉献，关爱着

大家，传递着希望的光。

三尺讲台，是我深沉爱着

的土地，扎根这片土地，是我的

荣耀和自豪! 我用我的老师爱

我的那样的爱去爱我的每一个

学生，他们就像这片土地上刚

刚萌出的幼苗，需要慈爱也需

要严厉，就像大树的成长即需

要阳光的滋养更需要风雨的洗

礼才能更茁壮的成长。

我已然选择了这份事业，

就把自己的青春，理想，信念，

智慧毫不保存的奉献给他不求

回报、无怨无悔!

能够身为人师，我很知足，

知足于拥有这份纯粹的

职业;

知足于学生的爱戴和信任;

知足于纯洁而又美好的校

园氛围;

知足于一年四季凤栖湖

畔垂柳的风采；

知足于银杏林恣意绚丽的秋色；

知足于凤起书院的巍峨与书香；

知足于平淡却又不平凡的人生，

平凡的人生在这些美好的滋养中，色彩斑

斓，独一无二!

我热爱我是教师，我工作过程就是我的快

乐。我享受这份快乐，珍惜这份美妙。

人生漫漫，或是阳光温暖，或是命运多舛，所

有的一切都是人生为我们量身定制的体验。我要

学会感受这些体验，感恩不同的体验带来不同的

收获。

一颗感恩的心，化愤怒为力量；

一颗感恩的心，挫败为用勇气；

一颗感恩的心，化悲伤为食欲。

身为师者要以身作则，用能感受到的爱滋养

学生。

身为师者，我拥有一颗感恩的心。

我感谢宝职，给了我与学生链接的纽带;

感谢前辈，给了我无微不至的关怀;

感谢同事，给了我兄弟姐妹般的自在；

感谢学生，给了我可以身为师者的荣耀。

生活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我幸福、快乐。 

作为一名老师，当我站在讲台上面对稚嫩、迷茫、

闪亮、求知若渴的眼神和面庞时，我想到的是什

么呢? 是民族的进展，国家的富强? 还是社会的

期望? 学生的将来? 此时此刻，我想到自己肩负

的责任和使命，扪心自问作为教师的我，怎样才

能体会学生的这份情感? 我的回答是 我会爱业

敬业，这是尊重学生对我的期许，是爱护自己的

尊严，是对为人师表的诠释。 教书育人是我的天

职和本分，也是我们的信念!

我既然选择了三尺讲台，就选择了奉献，选

择了付出，选择了守护。因为那是我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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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 职 秋 景 
摄影：苏永兴

延安对于儿时的我是多么的神圣而遥

不可及。宏伟的宝塔山，壮观的壶口瀑布，以

及伟大领袖毛泽东开辟的革命根据地革命

精神，令我多么的向往，这片神圣的土地在

我的心中深深的播下了种子。

我的父母亲都是党员，在我很小的时候

母亲常常在我耳边哼唱着革命歌曲：唱支

山歌给党听、绣荷包、南泥湾等，而且在父亲

身边总是念叨“什么时候去延安革命根据地

看看”。

终于，在一个暑假，我带着父母亲实现

了夙愿，有幸踏上了延安这片向往已久的革

命圣地。

第一天，鱼肚展露的时候，我们已经

踏上了去南泥湾的路上，道路崎岖蜿蜒，

两边的垂柳婀娜多姿，简直就是一副美丽

的画卷。

进到南泥湾，一幅幅珍贵的照片、一件

件简陋但意义深远的文物、一段段感人肺腑

的故事，将我们的思绪拉回到了炮火纷飞、

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让我们再次感受

了延安时期那段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革命

历程。在这里，八路军第 359 旅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更是令人动容。他们将

一个个不可能变为可能，让一个个胸怀天下

的人超越自我做出无数件惊天壮举。

父母亲在南泥湾留下了激动的泪水，尤

其是母亲一路把“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

风光……”哼个不停，虽是酷暑，却急切的要

赶往下一站“杨家岭”。

杨家岭革命旧址  位于延安城西北 3

公里处。半山腰的一排窑洞，是毛泽东、周恩

来、朱德、刘少奇等同志的旧居。当年，毛泽

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居住在这些窄小、简陋的

窑洞里，工作之余像农民一样耕种一块小小

的菜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他们在如此

艰难困苦的环境下运筹帷幄，指点江山，决

策于千里之外，使中国革命这艘航船终于驶

向成功的彼岸。

窑洞的斜对面，是中央大礼堂，具有深

远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大就是在这座中西结

合的建筑里召开的。父母亲怀着激动的心情

一路回忆着历史，在伟大领袖的居住地前鞠

躬缅怀。

枣园 走进林木茂盛的枣园，只见一棵

棵挺拔的枣树晃动着翠绿的叶子，在风中

飘曳。1943 年 10 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由杨

家岭迁往此处，给这座昔日的地主庄园涂

上了一片庄严的红色。在毛泽东、刘少奇、

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人住过的旧居里，

大都摆放着一辆纺车。看到这些纺车，老一

辈革命家当年身体力行参加军民大生产运

动的场景仿佛呈现我们眼前。

巍峨宝塔山 宝塔山的巍峨，早已在我

的心里扎根，它的神圣及伟大的革命精神，

也是圣地延安光辉历史的标志。

身处新时代的我们，回望历史，激情满

怀。幸福的生活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我们更要倍加珍惜。

我们党之所以能从胜利走向胜利、不断发

展壮大，就是因为血管里流淌着依靠人民、

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血液。延安之行使我

接受了红色精神的洗礼，更加坚定了我为

党的事业、为中华民族复兴而奋斗终身的

决心。

学习延安精神，以空杯心态重组心理

结构，以纯洁的学习延安精神，这样才能

在学习中领会什么是大公无私，什么是权

为民所用，什么是利为民所谋，什么是不

和老百姓争利益。否则，满脑子私利、一

肚子算计，心胸太多杂念占据了思想，就

无法有充足的空间汲取延安精神营养。所

以，学习延安精神不是一句空话，一定要

入脑入心，在灵魂深处学。

作为新时代的教师党员，我认为学

习延安精神要结合自己本职工作抓好落

实：主要是要给学生多一些期盼，多一些

鼓励、多一些耐心，教育学生养成勤俭节

约、艰苦奋斗的习惯，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世界观、价值观。教师的工作面对的不是

有着统一模式的“机器”，而是有思想、有

感情的热血青年。每个学生的心里都藏着

一个梦想，只要我们赋予他们一双自立自

强、奋斗不息的延安精神的翅膀，他们一

定会高高地翱翔在蓝天白云之上，成为祖

国的栋梁之材。

我 的 延 安 情
医学院 高丽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