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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第一次翻开这本书，浓浓的硝烟味扑面

而来。纷争不断的会议，烽火连天的战争，奋勇冲

锋的战士，这些事物在我眼前依次浮现，放幻灯

片一般。那茅屋砖墙内，毛泽东正动情地讲述着

他年轻时的传奇，以及坚韧顽强的红军们在长征

路上洒下的一滴滴血汗，汇成河，汇成海……

我被震撼了，是谁如此详细地记录着这一

切？是谁如此动情地记录着这一切？是他，红旗

在风中猎猎作响，红旗下的他，值得我们铭记。

埃德加·斯诺，一位千里迢迢来到中国的外国

人，一个用生命探寻真相的记者，一个把最好的青春

奉献给中国的战士。他用他的钢笔，他的镜头，无声

地记录着中国的变迁，并控诉着一切黑暗。透过他的

眼睛，我仿佛来到半世纪前满目疮痍的旧中国，蒋介

石的顽固执着，周恩来等人的爱国心切，在我眼前一

一呈现。是斯诺，让我倾听到了这段在废墟下痛苦呻

吟的历史，让我望见了可爱的中国红闪耀在东方一

角，让我在心中埋下了将来要好好报效祖国的种子。

透过他的眼睛，我看到了太多，太多……

拨开重重浓雾，我看到一个又一个伟大的领

导人——毛泽东、彭德怀、徐海东……他们怀揣

着一份爱国梦，将一颗颗中国梦的种子，洒在每

一个红军战士心里，洒在祖国大地上，也洒在了

今日我们的心中。他们那炽热柔软的心，融化着

老百姓心中的苦与累。是什么让他们作为领导，

却愿与同志同甘共苦？是什么让他们作为官员，

却住着简陋瓦房，粗茶淡饭，从不抱怨。

而最让我为之动容的，还是斯诺笔下的长征。

漫漫长征路，哪一块土地，不浸染着战士们的

鲜血？又有哪一块石砖，不镌刻着红军的忠魂。

我想到书中所写：“……红军战士们来到长

江边……”那时的红军，无桥亦无船，前有天堑，后

有敌军，在绝境重围中的战士们仍热血奋战，只为

捍卫心中的理想！看到这里，我心潮澎湃。红星照

耀中国！红星照耀中国！正是因为有这些如红星

般闪耀的战士们，才有中国今天的独立，才有中国

今天的尊严，才有中国今天的辉煌！

当红军们来到泸定桥时，凶狠狡诈的敌人

竟丧心病狂地将桥板给拆了。但“红军不怕远征

难”，勇敢的红军选择了爬铁索，渡怒涛。下有无

底悬崖，上有敌军轰炸，不时有战士们受伤或牺

牲，在惊涛怒吼的河谷里安详永眠。无所畏惧的

红军战士又一次克服了困难，成功过桥。这时，我

的心中，也有一颗红星在冉冉升起。

在今天，我阅读着历史，敬佩着斯诺；而明

天，我也要向我最敬爱的红军战士们致敬，我也

要成为一颗最鲜艳的红星，骄傲地挂在祖国的天

空，照亮祖国的未来！

初识史铁生，是七年级的那篇课文一《秋天

的怀念》。想来当时学完这篇课文内心并没有太

大的感触，只知道史铁生，一个年纪轻轻就双脚

永久残废的作家有一个很爱他的母亲，并且有一

篇著作《我与地坛》。再到后来，好像是在网上看

到了一个头条文章，才知道原来他与莫言和余华

都是深交。接着便是在这次寒假，我读完了他的

《我与地坛》。

一直以为《我与地坛》只有史铁生对他母亲的

思念，开始阅读才发现这本书囊括了先生对于生命

和死亡的思考，记录了他在地坛孤独又灿烂地走过

那段最艰难的岁月。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感受到

了前所未有的安静，史铁生的思想不像很多古今中

外的作家那样深远但晦涩，他用一些很浪漫很温和

的文笔将自己毕生的所思所想毫无保留地呈现给

读者。书中有太多内容值得反复品味，在这篇文章

中，我想叙说我认为的地坛所承载的三个“东西”。

首先，地坛记录了史铁生母子之间的相互救赎。

秋天是肃杀的，是适合怀念过去的;秋天也是

残忍的，史铁生在秋天里失去了母亲。他的母亲是

他在那些阴暗潮湿的日子里唯一的慰藉，是被万千

苦难压倒之时从缝隙中投进来的光。母亲处处维护

着儿子的自尊，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都忌惮在儿子

面前提“走”“踩”“跑”这样的字眼。母亲总是小心翼

翼地试探着，在儿子终于答应她去北海看花时，她

欣喜若狂，但生命也走向了终点。书中史铁生反复

提到母亲也是一个爱文学的人，并且支持自己写小

说，只是可惜，她终没能看到自己儿子出版的小说。

母亲过世后，史铁生在轮椅的陪伴下，来到地坛，开

启了自己的另外一个世界。心远地自偏，这里人与

一个地方合二为一，就像回到了生命的最初，生命

体与子宫，那是最坚固的安全保障。而“母亲”也是

史铁生精神上的子宫体，因此地坛与母亲也就用来

搁放他的内心之安。

其次，地坛充斥了史铁生深邃，富有哲学性的

想法。在读本书时，我做了好多摘抄，先生笔下的人

性之美和各种趣事以及对于许多哲学问题的见解，

都让被学业压力侵蚀的我得到了灵魂上的升华和

治愈。“先别去死，再试着活一活看。”在史铁生笔

下，活着似乎是一道无解的题，而苦难是一种解脱。

他在面对接二连三的苦难时，一度想过结束自己的

生命。痛苦折磨着他但也在创造着他。在每一次看

不到希望的时候，他都会去写作，是写作让他找到

了活着的动力，成为他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后来你明白了，你明白你错了，活着不是为了写

作，而写作是为了活着。”读到这儿，我为先生感到

庆幸，幸亏写作把他从“想死”的深渊中解救出来，

让他在后面的人生中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也让他成为中国文坛上浓墨重彩的一位巨匠。

“童话的缺憾不在于它太美，而在于它必要走

进一个更为纷繁而且严酷的世界，那时只怕它太

娇嫩。”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停了一下，自己也曾

有过这样的思考。这个世界，永远有人始终站在阳

光下，不必看到也不必感受世界的背面，他们永远

可以满怀热情，永远善良永远天真，我无数次想要

知道他们眼中的生活。亦或许，他们早已进入了那

个更严酷的世界，但只是与比较悲观的人相比，他

们时刻提醒自己要怀揣着赤子之心面对万物，在

荆棘丛中行走，遍体鳞伤，但依旧挣扎向前，于是

一颗抗打的心也在美好童话与残酷人间的自如切

换中炼就。

地坛之于史铁生，就像桃花源之于每个想要寻

找它的人。地坛公园，那片令一个绝望的人重生成

一位大文豪的小园子，拥有着“零度”般的纯粹，是

一个被命运玩弄的真诚之人把一切污浊，畸形，歧

路重新放回到那儿去检查，去参省乎己的地方。

最后，地坛是史铁生感性的载体。正如前面所

说世外桃源指向人们心中的极乐之地，可能人们理

性认识中，清楚地明白，无苦无痛、喜乐长存的世界

是不存在的，但是在文学上，在艺术上，在感性中，

这不可谓不存在，如果没有对“芳草鲜美，落英缤

纷”的向往，那我们经受苦难的踽踽独行便无意义。

史铁生曾不止一次提到上帝，我觉得这个上帝并非

指基督教中的“上帝”，而是命运的另一个更有力量

的名字。

与很多人一样，史铁生并不知晓自己的命数，

也常陷入惶恐中。在风华正茂的年龄，上帝残忍地

剥夺了他的双腿，为他把“这一扇门”关得死死的，

但后来打开“那扇窗”的不是上帝而是史铁生自己，

他在岁月的流转中完成了对生命的释然。

“我不在地坛，地坛在我。”史铁生如是写到。前

不久的一档节目里，余华的一句“铁生不在了”，勾

起大家的悲伤与惋惜。确实，先生已经过世很久，但

他的文学作品，他这可爱而又灿烂的一生却也化作

清风，轻抚人间的每处角落，激起点点涟漪。

“但是太阳它每时每刻都是夕阳也都是旭日。

当它熄灭着走下山去收尽苍凉残照之际，正是它在

另一面燃烧着爬上山巅布散烈烈朝辉之时。”

点点星火，照泱泱中华
——读《红星照耀中国》有感

凤翔师范学院小学教育 12215 班 路畅彤

春和景明，生机盎然

旗帜轻扬，活力激昂

宝职学子齐聚体育场上

青春展风采，运动向未来

各个方阵昂首阔步，依次走来

铿锵的鼓点奏响青年的风采

激昂的旋律充满向上的力量

无人机凌空展翅，划破长空

演绎机电的力与美

新青年与千年算盘的碰撞

见证了财经学子的聪慧与机敏

古代四大名医穿越历史长河而来

为师生献上健康的祝愿

“筑基建业，薪火相传”的大幕掀开

是生物建工学子的斗志昂扬

灿烂的笑容，律动的舞步

师范学子盛开刚柔并存的青春之花

身着白衣，少年追光

自信与阳光彰显医学学子的青春姿态

追风少年，整装待发

以运动之名，赴青春之约

发令枪响

矫健的身姿弹射而出

如破空利箭射向终点

身如飞鸿

纵身一跃

如燕般轻盈

如鹰般精准

奋力一掷

呐喊与欢呼交织

实力与青春碰撞

驰骋赛场、竞速接力

传递的是接力棒

承载的是集体的荣誉

超越，反超，再超越

坚持，咬牙，再坚持

青春当“燃”，“火”力全开

宝职学子在绿茵场上

绽放青春与激情

收获荣誉与精彩

将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

继续闪耀在追梦途中

青春当“燃” “火”力全开
宣传统战部 陈致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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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节与运动会撞个满怀

悲风中奏响的生命颂歌
——读《我与地坛》有感
凤翔师范学院小学英语教育 12302 班 袁慧萍

（摄影：张宝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