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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早晨,天灰蒙蒙的。一片硕大
的乌云悬在天空 ,几朵小小的雪花在风
中打着旋子,飘飘悠悠地飞向大地。

雪花好似一个个轻盈的小精灵 ,它
们怯生生地从云层里探出头来 ,踮起脚
轻轻一跃 ,“嗖”一下飞到半空中 ,轻轻呢
喃几句，旋转着随即又各自散开,提着洁
白的裙摆翩翩起舞 ,尽情展示着自己优
美的身姿。最后,它们或是舞到了芭蕉翠
绿的手掌上 ,或是扑到了腊梅俏丽的小
袄上 ,还有些调皮的小家伙 ,趁着主人不

在家,“呼啦啦”地钻进了窗缝儿里。
渐渐地，在风的伴奏下，小雪花们

的舞姿热闹起来。它们飞舞着；一片又
一片，热情地转着圈儿，裙裾像花儿一
样张开。一场以银白为基调的大型舞
蹈，在空中看似杂乱却又很有章法地
举行着。

在地上静静躺着的雪花受到了鼓
励，它们也邀来了北风，北风“呜呜”地
响着，成千上万的雪花踏着节奏，一齐
翻滚着向后退去，它们不停地涌动、跳

跃，宛如一朵朵晶莹的浪花，时而紧贴
着地面匍匐行走；时而又一下子腾起，
撒下一片银白的碎玉，舞出一个欢乐
的高潮……

雪花铺天盖地地飞向大地，巨大的
雪幕笼罩了一切，我已看不清远处房屋
的轮廓，只看见一群接着一群的白色战
士在冲锋陷阵，一朵陨落了，一朵又敏捷
地追上去……

看着看着，我仿佛也变为一朵小小
的雪花，融入了这白色的世界。

猪八戒西天取经归来，得了一个“净
坛使者”的名号，日子过得悠闲起来，可
谓吃了睡、睡了吃，没过多久，他就变得
肥胖无比，体重直达一千斤！肥胖让八戒
行动困难，呼吸不畅，心烦意乱。有一天，
八戒从网上看到一个名叫“当动物都变
胖了”的视频，更加下定决心：一定要减
肥！

八戒从猴哥那里听说，天上潘桃园
里新开了一家“美身中心”，听说仙人们
都去那里美容瘦身，是个好地方，猴哥让
他去试试。八戒顿时笑开了花，第二天便
出发去了天界。

到了美身中心，进入大门，便看到
四个冲天大招牌，上面分别写着：丹药

房、抽脂堂、健身馆、青绿斋。八戒心里
犯嘀咕：抽脂堂肯定疼，健身馆又太
累，青绿斋太素，老猪我先去丹药房看
看吧！

进了丹药房，迎面扑来一股刺鼻的
苦味，老猪连忙走进柜台，向端坐里面的
药主太上老君询问：“老君，您看看，我这
样的怎么给减下去？”太上老君想了想，
说：“来来来，记住了，早上起床先吃四粒
减肥丹丸，中午12点吃上两片减肥奇片，
晚上睡前冲一杯减肥秘冲剂。八戒，先尝
上两片减肥奇片试试效果如何？”说着他
递给八戒两片褐黄色的小药片。八戒接
过来闻了闻，一股苦味，他又用舌头舔
舔，苦！老猪脸发黄，赶紧往外跑……

吃药不行，还是去青绿斋吧。进入青
绿斋，无名圣僧给他一个单子让他照着
单子吃。八戒一看傻了眼：早上吃三棵小
油菜，中午小片瘦肉炒白菜，不加油，晚
饭不吃，坚持三十天。八戒坚持了两天就
不行了，饿得直打哆嗦！

饿得眼发绿的八戒跑进了常去的饭
馆，点了一桌子菜，只见他左手抓牛肉，
右手抓鸡腿，一个劲儿地吃，吃得嘴角流
油，手也油乎乎的，好不容易减下点肥又
都吃回来了！

猪八戒可再也不去“美身中心”了。
最终，猪八戒还是没能减肥成功。

指导老师：刘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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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2月13日讯(记者 许亚薇
通讯员 李彤) “学生团结起来！”“争取爱
国自由！”……12月9日晚，此起彼伏的口号
声从山东大学圣昆仑音乐厅的舞台上响起，
时隔八十年，山东大学选择在“一二·九”运
动纪念日这天恢复了海鸥剧社。

对于青年学子来说，12月9日一直是
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日子，山东大学的青年
学子为纪念这一日子，奉上了一份精心筹
备的特别礼物，山东大学海鸥剧社首部原
创话剧《小鱼山下》正式公开演出。

海鸥剧社是上世纪成立于当时山东大
学前身国立青岛大学的革命社团，在国家和
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承担起了团结学生、宣
传爱国救亡的历史使命。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青岛，海鸥剧社
通过公开排演新剧、街头演讲宣传等方式
团结进步青年，影响社会风气，剧社每场
演出“观者甚众”，引起了一时轰动。但迫
于当时的战争阴影，海鸥剧社被迫解散，
爱国学生也被迫转移到北平、上海等地继
续革命事业。其中，海鸥剧社领导人俞启
威、王弢等人到了北平后，领导发动了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

文学院的蒋黔川是本剧的演员之一，
演出结束以后他长出一口气，“刚开始排
练这部剧时想过，话剧会不会受大家的喜
欢，如果大家不认可怎么办？”说到这里，

他笑了一下，“演出证明了担心的多余，经
典的东西被大家所继承并发扬，是时代的
幸运，海鸥的幸运。”

本科三年级生的吕华赢是本剧的总

导演，从剧本的确定到演员的挑选，都由
她一手操持。“辛苦没白费。”全剧谢幕时，
她笑着说，许多时日的操劳、无数夜晚的
担忧、全体演职人员的付出，都没有白费。

患罕见血液病，救治70天归校
西藏学生扎西罗布泉城“重生”

本报记者 李飞 通讯员 张心荣

11月24日上午，济南西藏中学门口，
一场特殊的欢迎仪式正在举行。学校领
导、部分老师和同学都在张望，每个人的
脸上都是期待，为一个久违的亲人的到
来。

一个男孩从车上下来，病体初愈，身
形有些消瘦，却很精神，睁大了眼睛。大家
涌了上来，男孩被簇拥着，泪花闪烁，洁白
的哈达，温暖的话语，让这个寒冷的初冬
有了不一样的感觉。这是济南西藏中学师
生专门为2105级4班扎西罗布同学举行的
欢迎仪式。

一个13岁的高原孩子，70天的生死线
上救援，汉藏两个民族的深情相依。故事
开始于9月13日的下午……

作为初一新生，2015级的孩子刚刚经

历了军训，正在体验学习的快乐。然而4班
的扎西罗布却难受起来，病情变化很快，
出现昏迷现象，意识丧失。

120急救车将扎西罗布紧急送往齐鲁
医院，一场拯救生命的行动随即展开。

济南西藏中学的孩子们都从西藏
而来，年龄偏小，又是寄宿制生活，这里
的老师更多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一种
被托付后努力做好“父母”的情怀。而此
刻，他的父母远在西藏的仲巴，5 0 0 0公
里外，不可能及时赶到。此刻，他的亲人
就在济南。

送到医院后，扎西罗布的昏迷加重，
甚至出现猝死症状，病危通知单已经发
出。凌晨2:00左右，扎西罗布转入ICU重症
监护病房，全力救治。郭永军校长作为第
一责任人毫不犹豫地在手术告知书上签
字。联系家长，电告西藏教育厅，与医院协

调……
学校上至校长主任，下至老师职员，

先后多次到医院值班。他们往往是单位的
事刚刚忙完，就向医院跑，家里的事先放
一边。班主任张心荣老师每天医院、学校
来回往返。

两天后，扎西罗布的父亲、哥哥以及
日喀则教体局的相关负责人到达济南。他
们看到了各级领导和学校为拯救扎西罗
布的生命而做出的巨大努力，充满感激。

原来，扎西罗布得的是一种较为罕见
的缘于血液所致的疾病，从而引发全身免
疫功能下降，导致生命危险。经过70天的
救治，扎西罗布获得重生。

在藏文的解释中，“扎西”是吉祥，“罗
布”是“宝贝”，合起来就是“吉祥的宝贝”。
这个高原的孩子是济南西藏中学大家庭
的“宝贝”。

山东大学海鸥剧社恢复并举行首场演出《小鱼山下》。 本报记者 许亚薇 摄

八十年前诞生在战火中

山东大学海鸥剧社“一二·九”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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