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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长清

副刊

励志正需少年时
——— 观《自古英雄出少年之岳飞》有感

长清区石麟小学六年级五班 刘志恒

提起岳飞，许多人对他的印象就是著名
的抗金将领，民族英雄。但是你真正了解他
吗？你知道他少年时的一些故事吗？寒假里，
我同妈妈一起在电脑上观看了一部名为《自
古英雄出少年之岳飞》的电影，带给我的不仅
仅是美妙的视觉享受，片名“自古英雄出少年
之岳飞”七个大字总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在这部电影中，有许多令我震撼的画面，
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岳练武时的场景：岳飞
站在倒置的椅子腿上，手持长枪，长枪的一端
挂着一个水壶，师傅一直在向壶里加水，汗珠
一滴滴地从岳飞脸上滑落，滴在地上，最后竟
在地上汇成了一个水洼。这得需要多大的功
夫和毅力啊！但是岳飞从不叫一声苦、一声
累，他明天在沙场上所立的赫赫战功与他今
日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今天看了这部电影，岳
飞的不怕苦不怕累让我明白了成功永远与汗
水紧密相连！努力，才能成功！

还有一个让我难忘的镜头是岳飞和小伙
伴们一起摆阵智斗坏蛋史文恭，他们巧设的

“迷恭阵”让几个坏蛋叫苦不迭，一个个被折
磨得很惨，记忆犹新的是一个坏蛋被孩子们
倒了一脸的白面，到处找水洗脸，却正好中
计，用先生的朝天辣椒酱洗脸，那状况，怎一
个“惨”字了得！最让人忍俊不禁的还要数那
句制伏坏蛋时小伙伴们的名言：就这素质还
当坏蛋？笨蛋还差不多！逗得大家捧腹大笑。
我在欢声笑语中懂得了：有时胜利不一定要
硬夺，还可以智取，尤其是应对比自己力量强
大的敌人时，往往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岳飞的《满江红》传诵至今，其中有一句：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和我一样的少
年朋友们，未来属于我们，好好努力吧，不要
等到双鬓斑白时才悔恨青春虚度！

让我们永远铭记：自古英雄出少年，励志
正需少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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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莹新作《春天对秋天的致意》出版

长清区作家陈莹的散文集《春天
对秋天的致意》，最近由中国文联出
版社出版。

《春天对秋天的致意》，是一本内
容丰富的散文随笔集。作者从内心出
发，写景、记人、说事、忆旧，用优美的
文字，浓烈的情感，把童年往事和日
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折射得色彩斑

斓，直抵人心。
这本集子里的近百篇文章，最大

的一个特点是“有趣”。有多篇文章写
到吃，写香椿芽、雪桃、地瓜、豆腐、猪
下水，这些普通的食品，被他写得妙
趣横生，且时常有一个个的小故事穿
插其中，让人忍俊不禁。

比如写几个青年农民，在月黑风
高的夜晚，用集体的豆子换回豆腐偷
吃的那段儿，真实、生动、淳朴、自然。
在农村生活过的人都知道，哪个村里
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呢？读罢深感
有趣，同时对那物质匮乏时代的描
述，又令人心痛。那“热气腾腾”的火
锅，在作者笔下，不仅仅是吃，还包含
着时代的变迁、人情的温暖和对渐行
渐远的往昔生活的丝丝怀念。乡下的
集市、归来的农人、山间的节日、童年
的野趣，在作者的笔下，无不是生机
勃勃、趣味盎然。

这本书还有个突出的特点，就是
“有情”。世情、人情、亲情、山水情，好
多情。四季流转，童年往事，故里街
坊，邻居同事……无不写得含情脉
脉，情真意切，但叙事却不矫情，不滥
情，比如在《千年街坊》中，作者由三
位叔叔陪着，行走在故乡的田间街
头，那些湾坑、房舍、杂草、庄稼，让他
触景生情。最终，“这次回去，我没有
去看自家的老宅院，怕引起伤感……
但在我的脑海里，却时常浮现出老家
的影子：北屋的红瓦白墙，西屋的黑
瓦砖墙，南屋的灰瓦坯墙；院子里茂
盛的家槐，清香四溢的椿芽，铁枝艳
朵的石榴树以及后院的小平屋、鸡窝
子、地瓜窨子，这些都是我生命履痕
的一部分啊！”类似的文字比比皆是，
贯穿着一股鲜活的气息，或清爽，或

湿润，或浓郁。
陈莹是一个用心写作的人，许多

文字中不仅包含着他对社会、人生的
感悟和思考，而且还充分地体现出他
对底层民众的体恤和同情之心。他发
自内心地赞美他们。他多次写到区里
的劳动力市场，写到那些渴望找到活
儿干的打工者，写到他们劳作一天
后，夜晚用餐时那短暂的快乐和享
受。

“几十张矮桌旁，坐满了休憩就
餐的农民工兄弟。炒一盘土豆丝，煮
两个咸鸭蛋，喝二两高度白酒，红晕
涂满脸颊，布满血丝的眼睛炯炯放
光。飘飘欲仙的样子，让旁观者心生
同情与敬意，甚至羡慕。”(《壶中乾
坤》)真是“幸福着他们的幸福，快乐
着他们的快乐”。让人读罢，内心涌动
起一股昂扬的力量和别样的美。

不止一人问过作者，生活在当今
社会，为何依然对文学如此难以割
舍？陈莹总是报之以淡然一笑：人生
在世，平安是福。我的业余时间主要
做了两件事：一是读书，二是写作。
读书不含功利，一册在手，如沐温
泉，欣然沉浸其中，荡涤心体污垢。
偶有所感所悟，必当信手录之，耕耘
不拘深浅，收获不计损益，每有拙作
发表，胜似意外拾金。就像歌里唱
的，一片贫瘠的土地上，收获着微薄
的希望。莫言曾讲，文学最大的用处
是没有用处。从物质层面上讲，文学
确实没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又
不能当钞票花。但文学关乎个人心
灵，人需要有精神生活。似我等凡夫
俗子，有点儿修身养性的小情趣，过
着平淡安逸的小日子，应该算是不
错的生活了。

陈莹，笔名莺歌，现
供职于长清区国税局，
业余时间笔耕为乐，小
说、诗歌、散文均有涉
猎。作品散见于省内外
多家报刊，入选过多种
文集，在杂志开设过随
笔专栏。为山东省作家
协会会员，其散文集《醉
人的微笑》曾获济南文
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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