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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文学的朋友，欢迎加
入晚报“以文会友”QQ群：
47148867，与志同道合的朋
友交流，你会进步更快，并找到
家的感觉。

南京之旅
□微澜

同题作文 晚报情
主持人：谢梦思

还“魂儿”记
□雪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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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走 □赵荣霞 黑就对了 □赵文忠

一个女孩对着镜子暗自烦恼。爸爸走过
来关切地问：“孩子，谁惹你不开心了？”

女儿不满地瞪了爸爸一眼：“你！因为你
的遗传，才使我天生一副黑脸皮，羞于见人！”
爸爸说：“黑就对了，我这是让你在照镜子时
提醒自己，不要‘白’活一生。”

家有儿女

对手越强大
自己越努力

□董凤霞

流光碎影

傍晚，在小区公用停车场上，我正往面包车里装
货，一辆小轿车停在我面前，车窗摇下。“你装好货走不
走？”一小伙子问。

“走，肯定走，装好就走。”我干脆地回答。
那车停在原地不动了。我有些纳闷儿，没挡他道呀？
装好货，锁上车后盖，我骑上三轮车就要走。

“呀，呀！你的面包车不开走呀！”小伙子叫道。

阴差阳错，这半年家里竟然
没有订晚报。

按照以前的生活规律，每天
下班后的第一件事，我就是打开
报箱取报纸；午饭后的15分钟，
就是浏览报纸的各个版面，把感
兴趣的内容记在心里，等晚饭后
再仔细品读《河洛评谭》《社会热
点》《洛阳城事》等。特别是《百姓
写手》，我更是期期不落。如果看
到自己的豆腐块也在其中，那种
兴奋的心情更是难以言表，仔细
阅读，细心收藏。望着收藏有自
己作品的一摞报纸，我就像农民
欣赏丰收的果实一般欣喜。

到了双休日，干完所有的家
务，我就泡上一杯香茗，拿出整
理好的《三彩风》，读故事，品散
文，畅游文字的海洋，醉在其
中。就这样，晚报成了我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半年来，因为没有报纸，我
真是一百个不适应：路过报箱，总
是习惯性地打开，然后再失望地
离去；吃完饭，只能傻愣愣地坐在
沙发上发呆。老公戏称：“没了报
纸，你咋跟没‘魂儿’似的？”

每次看到文友们在群里报
喜，说我的文章发表了。我就得
连三赶四地往领导的办公室跑，
翻报纸，找版面，再请示领导：“我
能带走吗？”每当此时，我就更加
怀念以前有报纸的日子。前几
日，我下班回家，老公把一张订报
收据递到我面前：“给！我把‘魂
儿’给你找回来了！”我激动地说：

“知我者，老公也！”

“十一”假期，我和闺女到南京
旅行。

1991年秋，我去过南京，坐火车，
一路咣当将近20个小时，吃住行由丈
夫操心，我时不时还提个反对意见，标
准一个甩手掌柜。

本次南京之旅，闺女陪着，她是领
导，我步步紧跟，唯恐把我丢在人海
里。高铁舒适平稳，呼一下就到了南
京，只要4个小时。放眼望去：楼高了，
路宽了，人多了，街美了……我左顾右

盼、目不暇接，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
闺女网上购票，站上取票，回程票

也能提前取出。她告诉我：“已在网上
订好酒店，随时都可以入住。”

下了高铁走进地铁站，如潮的人
流，气派的站台，好多进出口，让我一
下子找不着北，确切地说，我落伍了。
一排几台自动购票机前，都排着长长
的队伍。我站在队外等闺女买票，她
说不行，一定要我参与。我乖乖地服
从领导，在她的指导下，我怯生生地点

号线，点目的地，点几个人，把纸币l0
元平整放进去，左边出车票，右边出零
钱。我兴奋地说：“简单、方便、快捷，
以后买地铁票，我负责！”

一路上，闺女身背双肩包，手拿手
机，查景点，查路线，开导航，扫二维
码，吃喝玩乐轻松搞定，好一副万事不
求人的姿态。我呢？脖挂相机，斜挎
背包，边看边拍，心情愉悦地徜徉在美
景人海之中，满满的获得感涌上心头。

南京之旅让我饱眼福，心花开！

儿子说话较早，也挺清楚。
他将近三岁时，我开始教他背古
诗词。第一首是宋代邵雍的《山
村咏怀》，我一句一句地教他：“一
去二三里。”他一句一句地重复：

“一去二三里。”儿子说第一遍时，
是含糊不清的，我一遍遍地教，直
到他说清楚，再教第二句。印象
中，每句诗说个一二十遍，儿子就
能说清了。把整首诗连起来教儿
子说了一两遍，他竟能成诵了。
那段时间，从他奶奶家接他回家
的路上和睡觉前，成了他固定的
背古诗时间。

因为工作忙，我教儿子背诗
时断时续。停一段时间再教时，
我总是带他先复习旧的，再学新
的。4岁时，儿子已背会了六七十
首古诗词。

刚教儿子背诗时，他说话还

不是很清楚。一次，听儿子大声
地说“e、e、e”时，我慌忙为他打开
厕所门。谁知，儿子慢悠悠地接
着说：“曲项向天歌……”我这才
明白，儿子是在背古诗。

刚开始学背古诗时，儿子只
是机械地跟我说，这样背了三四
十首后，儿子竟让我先说说诗
意。尽管把诗意用他能听懂的
话表达出来很难，但我还是很高
兴。教他背李白的《子夜吴歌》
时，教到“何日平胡虏”时，他背
完会笑着加上一句：“葫芦！哈
哈哈……”

偶尔，他还会拿一句古诗或
《三字经》的上句考妈妈诗意或
答下句。妻子答不上来时，儿子
得意地自问自答后，便等着听妈
妈的夸奖，他那骄傲的样子真让
人忍不住想抱着亲上几口。

儿子背诗记趣
□王辉锋

从上小学起，我就是班里的尖子
生，无论大考试还是小测验，我的成绩
基本上都是班里第一，排在第二的时
候寥寥无几。

初一的时候，班里转来一名新同
学，她叫珊珊。珊珊的到来，使我的地
位一下子变得岌岌可危。珊珊家在城
市，因为父母上班照顾不了她，就把她
转到乡下来上学，由爷爷奶奶照看。

珊珊转到我们班后，第一次小测
验，我第一的位置就被撼动了，名次排
在了她后面，从来没有过的危机感一
下子袭上心头。更让我蒙羞的是，以
往课堂上老师提问题，难答的问题非
我莫属。而今，珊珊常常抢着回答，很
多时候我还一头雾水，她已经轻而易
举地答出来了。

放学后，珊珊总会到我家，和我一
起做作业。她不仅字写得漂亮，书写
速度还快。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中，背
地里没少偷偷练字，可无论我怎样努
力，写出来的字总是不如她。一次，老
师刻印的满满一张数学题，珊珊很快
就做完了，我却在最后一道几何题上
卡了壳。深秋里，我却急得满头大汗，
想问珊珊，强烈的自尊心又让我羞于
开口。要是放在以前，我准会知难而
退，第二天去问老师，省得浪费时间。
这一次不行，我不能输给珊珊！我硬
着头皮反复演算，一遍遍寻找求解方
法，经过无数次尝试，我终于有了答
案。第二天老师在课堂上说，全班只
有我的解法和别人不一样，且步骤最
简单。

从此，我不再把珊珊当作不可战
胜的对手，而是把她看成标杆，只要
她能做出来的题，我一定想尽办法做
出来。渐渐地，我发现自从珊珊来
了，我的基本功比以往更扎实，成绩
也更稳定。

一个人如果没有对手就会甘于平
庸，养成惰性；一个群体如果没有对手，
就会失去活力，丧失生机。其实，对手
强大是“幸事”，对手越强大，自己才会
越努力。

你说我说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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