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8月1日 星期四

新阅读周刊 A10-11
生 / 活 / 本 / 真 文 / 章 / 初 / 心 主编：李康宁 责编：徐静 美编：陈明丽

□邢新锋

坐在第一排的一名女生被
困意折磨得头慢慢低下，又下意
识慢慢抬起，再慢慢低下……

“看这位同学‘飘飘乎如遗世独
立，羽化而登仙’，成仙女了？”学
生们哈哈笑，有的还喊“仙女，仙
女”，女生从笑声中醒来，不好意
思地笑笑，清醒了。不知道这份
清醒能持续多长时间，体育班的
学生嘛！

体育班，顾名思义就是练体
育的学生组成的班级，几乎囊括
了整个年级百分之八十高大威
猛帅气的男(女)生。或许从他们
身高优势开始显现时，就被身边
的老师或亲戚朋友经意不经意
地撺掇着：“长这么高，以后打篮
球打排球练体育准行”“身体素
质这么好，练体育的好苗子，来
练练试试”……练体育，既能发
挥他们身高的优势，中考可以被
降分或特招，高考可以走体育专
业，文化课分数也比普通生低。

体育班也不乏文化课成绩
不错、出于热爱更想借助体育考
名校的学生，但这样的学生不
多，在一个六十多人的体育班
里，能占到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而且在文化课学习不是很浓的
氛围中，想保持对文化课学习的
热爱，对意志力不是很强的学生
来说，是不小的考验。

还有些体育生，是文化课成
绩不理想的学生，看自己靠文化
课成绩考上本科基本没戏，那就
练体育吧，最起码不用枯坐在教
室辛苦学习文化课了，说不定还
能发挥出自己的潜能，考上个本
科呢！

但不吃学习文化课的苦，就
要吃体育训练的苦。人生总要吃
一些苦，才能成长，才能尝到一
些甜。每天操场上四个小时不停
地跑呀，跳呀，蹦呀，跃呀，掷呀，
不管寒暑不论春秋，都练得大汗
淋漓、精疲力尽的。第二天上课
时，困意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每
个体育生都有瞌睡经历。特别是
上午第一节下课，几乎是铃声响
的同时，不用号令，齐刷刷地低
下头趴桌子上——— 睡去了。如果
有两张空课桌躺——— 这已经太
奢侈了，任何一个体育生，都会
还你一场好梦。这可就难为第二
节上课的老师了，推门一进，鸦
雀无声，像寂静的深潭，让人怀
疑走错了地方，孩子们齐刷刷地
睡着了，除了头歪的方向不一
致。偶尔有一两个抬头的，也是
刚从卫生间回来，要不，谁会浪
费这宝贵的合法的睡觉时间呢。

此情此景，让人既心疼又心
急：心疼他们训练辛苦，真想让

他们多睡会；心急的是，马上要
上课了，得让他们赶快转变状
态，投入到学习中去，还得叫醒
他们。喊几声也只是泛起一点涟
漪，上课后大部分学生都进入了
学习状态。有的学生上课起立坐
下后仍有心无力，甚至是无心也
无力，说不定一会儿就又与周公
会面了。曾给体育班上过课的校
长说，有的学生，你叫醒他，走到
讲台上再看他，又睡着了。

有的学生看起来正襟危坐，
头微低，像在看书又像在思考，
一副认真学习的样子，走近一
看，双眼早眯上了。还有摇摆型
的瞌睡方式，在困意驱使下，头
慢慢朝左或右歪过去，又下意识
慢慢扭过来，如醉如痴活像一个
不倒翁，终于，趴桌子上睡着了；
有的学生趴在课桌摊开的课本
上，手上还拿着笔，即使瞌睡，也
要保持学习的状态……

或许是体育生训练强度大，
体能消耗多，个别学生上课还忍
不住吃点东西。有的学生朝其他
同学张张嘴，就能得到投喂———
一块饼干或一块饼。有时从自己
桌屉里悄无声息拿出一块东西
放嘴里，一会儿又拿出一块放嘴
里，津津有味地嚼着；被老师发
现后，嘴部肌肉立马停止运动，
有的还想拉你下水，“给，老师，
你也吃点吧，讲课挺耗费能量
的”；老师一转身，嘴部肌肉立马
紧锣密鼓运动起来。一下课，解
除了束缚，教室里零食与油饼齐
飞，饮料与牛奶共舞，呼朋引伴，
交流共享，俨然一个小型聚餐
会。

睡醒了，吃饱了，满血复活
了，上课也有精神了，别管对不
对，都积极表达自己的想法和理
解。讲到《项脊轩志》这个小阁子
狭小漏雨时，叽叽喳喳的声音起
来了，“不孬，雅间呀”“这小房
子，得危房改造了”“我能在这房
子里睡三天三夜”……你的声音
很快就会成为众多声音浪花中
的一朵，为让学生听清讲课内
容，就不得不提高声音，一节课
上下来，口干舌燥嗓子疼。

有的学生关心别人胜过关
心自己。上课时一边故意用手指
着或前面或后面或左右睡着的
同学，一边微笑着期盼地看着
你，示意你批评他。如果你真批
评那学生了，他就会嘿嘿笑着幸
灾乐祸；如果你没有接受他的示
意，他就会有些失落，听课也心
不在焉的。一次上英语课，老师
让学生到黑板前听写单词。一名
睡觉的学生被同学拍醒，“老师
让你去黑板上听写单词”，那学
生听后，忙起身朝讲台走去，拿
起粉笔准备和其他学生一起听

写。老师见了这“不速之客”，有
些愕然，瞧见他脸上的睡痕，又
看到有些学生抿着嘴哧哧笑，也
笑着说：“既然你来了。那咱就开
始听写吧。”

下课后，训练场上这些孩子
的表现会颠覆对他们的认识。要
是看见你手里掂着什么东西，肯
定会上前帮你拿着，谦让是没有
用的；搬书、除雪等累活也会抢
着干。课间，有的给你表演模仿
秀：叉开腿，半圈胳膊下垂，咧着
嘴，发出啸声，一蹦一跳的，真像
大猩猩；歪嘴，端臂，左手六右手
七，左脚划圈右脚踢，把个中风
病人学得惟妙惟肖……

他们一到训练场，总会精神
抖擞，斗志昂扬，与坐在教室里
迥然不同。练刀弄枪的耍得行云
流水、虎虎生威；跳远的助跑、起
跳、腾跃、落地，一气呵成；篮球
赛场上，运球、突破、投篮，进了
摊开双手，甩动头发，骄傲地自
信笑笑；几位女生篮球比赛前的
一段舞蹈，灵动妩媚又英姿飒
爽……

练体育可不是简单地在操
场上蹦蹦跳跳，也需要在训练中
总结经验揣摩规律。一个学生
说，铅球不就是个铁疙瘩，用力
扔出去不就行了吗？真练铅球
时，光蛮力扔还真不行，光一个
握球就很有讲究。想想老师说的
动作要领，结合自己扔的情况：
握球、站立、后倾、挺胸、振臂、扔
球……

看上去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的他们也有烦恼：一个动作练了
几遍十几遍就是感觉练不到位、
达不到自己的要求，他们会黯然
神伤，他们也精益求精力求完
美；一项技能练了几天十几天没
有突破还是原地踏步，他们也会
心急火燎，也想超越自己；训练
中不小心意外崴了脚、磕了头、
折了胳膊，不能上训练场，他们
会黯然失落，犹如不能上战场的
战士；训练很辛苦，一时训练成
绩不理想，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
搞体育的料，但第二天他们还是
会站在训练场上……大课间，有
的还抓紧时间自愿去操场训练
一会儿，相互之间切磋一下。

体育班的孩子们，可叹可气
可笑又可爱，希望你们能把训练
场上的精气神拿到文化课学习
上，保持在生活中。也祝大家在
高考中能够如愿以偿。这不，走
廊里传来他们低沉有力的歌声：

“一切美好，只是昨日沉醉。淡淡
苦涩，才是今天滋味。想想明天，
又是日晒风吹。再苦再累，无惧
无畏……”

(本文作者为东明县第一中
学教师)

小小院院烟烟雨雨无无故故人人

【南腔北调】

七月的北方，是多雨的。雨
从天上来，被压成一条条丝线
落入小院，不细看，很难发现它
们的踪迹。地面上的石砖却能
捕捉到湿润的气息，砖缝里努
力挤出的地胆草抖擞身体，为
几颗来自天上的雨滴提供栖息
之所，勾勒出两者相聚的温馨
画面。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离别
的戏码从我小学时便开始上
演。那时候父母远去外地打工，
我成了与爷爷相依为命的留守
儿童，从刚开始的试探，到习以
为常，再到后来的依依不舍，我
与他的关系如同地胆草和雨珠
一般，从相遇再到紧密相连。

初中时，父母忧心我的学
习，不再外出打工，将我接到县
城读书。我再一次体会到了离
别的滋味。这时我才发现，那些
司空见惯的地胆草再难觅踪
迹。在我心里，老家的小院才是
我真正的家，我第一次体会到
思念的滋味，怀念门前大杨树
下的躺椅，以及跟随着爷爷跑
前跑后、不知疲倦甘愿充当小
尾巴的日子，还有时常藏在床
底下的小零食，夜深人静时，我
总会趴在床上偷偷摸摸地伸手
够上一些，大快朵颐。那些熟悉
的场景惬意且舒适，可转眼之
间却被生生剥离，我的专属躺
椅现在躺着的人是谁？爷爷的
身后还有人跟随吗？我的糖果
会不会被小老鼠偷走？

再次回到小院才发现，曾
经熟悉的一切逐渐变得陌生。
躺椅不见了，爷爷的背驼了，糖

果也没了。只有地胆草还在，似
乎等了我很久，渴望与我相见。

爷爷喜欢小孩儿，每次回
老家，他总是第一个发现踪迹，
虽行动不便，但血脉相连的情
感却能神奇地将我们绑在一
起，并产生超越时空的联系，每
每见到他的小曾孙，更激动得
不得了。爷爷脾气很大，或许是
疾病压身，无处发泄，稍微看不
惯便大发雷霆。可他对我们却
从不发怒，将内心深处保留的
最后一丝温暖给了我们。

爷爷老时，也是雨天。虽有
预感，却没想到他会如此突兀
离开。明明昨天晚上还在饭桌
上一起吃饭，可第二天便阴阳
两隔。谁能想到，那个顽固不化
像块石砖的人，竟然就这样没
了。说不上有多么难过，只是觉
得有些突然，送他走的时候也
没有流泪。直到某一年再回到
小院，看到曾经熟悉的地胆草
耷拉着脑袋，被旁边的杂草覆
盖，微风拂过我的脸颊，便红了
眼，心中有些怅然若失。这一刻
才明白，一向顽强的地胆草生
命也会走到尽头，那个曾经爱
自己的爷爷，不在了。

七月的细雨，为炎热的夏
天带来丝丝凉意。人来人往，匆
匆过客，彼此相遇是缘分，缘尽
则告别，重新走上属于自己的
路。此后岁岁年年，雨滴会重新
落入小院，只是熟悉的地胆草
再也不会舒展着为它们提供栖
息之所。

(95后作家，周口市作家协
会会员)

盛盛夏夏，，想想起起一一缕缕香香
天热，胃口失恋了似的，有

些打不起精神来，于是做了故
乡味道的传统捞面来慰藉它，
浇调味汁时，忽而想起了藿香。
这调味汁里若能加点儿藿香就
好了。我的胃让我这么想。

可是，藿香在哪儿呢？附近
菜市里看不到藿香的影子，它
好像只在故乡的菜园里。

故乡的藿香，叶薄薄的，软
软的，有很多纹路，像块特别的
绿棉布，散着香气。就是这样的
藿香，村中人家的菜园或院落
边，都会种上一丛，炖鸡烧鱼时
摘几片放进锅里，不但能去腥，
还能将饭菜熏染得香喷喷的。

以前，乡人烧菜，基本不用
味精、鸡精之类的工业调味品，
想增味，就去院子寻，藿香、荆
芥、什香、花椒、小茴香，应有尽
有，需要用到什么香，就摘一些
它们的叶子，加到饭食中，美味
又健康。电视剧《还珠格格》第
二部中，含香公主从小身上就
有一股花香，甚至能招蜂引蝶，
故而她被送进皇宫后，被乾隆
帝封为香妃。会有这样的人吗？
我觉得会。人体很多元素构成
来源于食物，如果一个人经常
吃香花香草，那她不就会有这
样的体香了吗？

溽热的盛夏，乡人们喜食
凉面。凉面在宋时被称为冷淘，

面条在开水里煮熟，捞到井水
或凉水里淘洗降温，盛出后浇
上蒜汁、芝麻糊等酱料，拌一
拌，再浇上各类臊子即可。做蒜
汁时，我们会摘上三四片藿香
叶，切碎后与蒜同捣。小时候，
只知藿香是香的，增味。现在才
知道，这样的吃法饱含着千百
年来民间流传下来的智慧。蒜
汁在夏天是好物，有刺激味蕾
及杀菌消毒的作用，但吃蒜后
口腔往往会留有异味，在蒜汁
里加上藿香，就可中和这种蒜
味了。

藿香的香中带着一丝甜，
有点像甘草。家乡的藿香，严格
来讲是土藿香，也就是我国本
土所长的藿香。还有一种藿香，
现在人们叫它广藿香。在我国，
人们最早知晓的，即是广藿香。
这广藿香，当时就叫藿香，它最
早被记载在东汉杨孚的《异物
志》里。著名的藿香正气水就是
从广藿香里面提取精油制成
的。

有藿香的地方，让人心安。
故而想到藿香的时候，故乡夏
日的味道也常会飘荡而来。这
香，飘浮在空中，萦绕在舌尖，
流淌在体内。我们的身体，也都
带着草木的香味……

(本文作者为浙江省作家
协会会员）

□杨亚洲

□桑飞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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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体育育班班学学生生【非虚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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