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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句被我奉为座右铭，并且受用
终身的话，现在看来似乎也应景：人要认
清自己，但别看轻自己。那么这句话究
竟与这个作文题有何关联？请听我一一
道来。

古往今来，无数有志之士都曾勇攀
绝顶，留下了许多豪迈而雄壮的诗篇，其
中最脍炙人口的是杜甫的那句“会当凌
绝顶，一览众山小”。的确，他们的精神
为追随者们注入了不懈追求卓越的勇
气，他们也配得起这掷地有声的宣言。
试问，在人类历史上，无论是学术，艺术
还是科技，哪座“高峰”的攀登不是依靠
非凡的勇气和顽强的毅力？又有多少人
匆匆欣赏了沿途的风景，便止步不前，无
缘领略到山顶的壮观？

攀登不易，这一点不可否认。然而，
登顶之后，有何感想，便又是另一番境
界。先切换到“一览众山小”者的视角。
经过艰辛的长途跋涉，他终于站到了前
所未有的高度，看到了芸芸众生永远也
没有机会看到的风景。此刻，他觉得自
己像上帝般俯瞰人间，他比脚下的山还

要高。这是俯视。同时，另一部分人却
在登上顶峰之后感喟于天地的苍茫无边
和自己的渺小无知。我们有理由相信，
他是把自己脚下的一切完全抛在脑后，
他在仰望，得到了全新的视野，并惊骇地
发现自己是如此孤立无援，摇摇欲坠，因
此不免发出这一声无奈的叹息。

其实，经由这两种相反的视角得到
的感悟都在情理之中，若非通过这番冷
静分析，我一定是后者。现在，不妨去试
着平视吧，先别急着不可一世地炫耀，你
会发现，你还是你，不过是借由“山”的帮
助取得了一分成就。这样才能认清自
己。但也别忙着看轻自己，也许，在真理
的殿堂，宇宙的本质面前，人类目前只揭
开了一小块幕布。就以物理学的发展来
说，前几百年建立起来的经典物理的大
厦不过是适用于低速世界下的显而易见
的规律，直到 20 世纪的某一天，以爱因
斯坦为代表的物理学家提出狭义和广义
相对论，为现代物理学奠基。再到量子
力学，超弦理论，人类正一步步地接近上
帝。真理永远无法穷尽，但不影响人类

对真理的毕生追求。
如果有一天，你我真的足够幸运，登

上了心目中的高峰，在俯瞰或仰望之后，
务必平复心情，平视之。认清自己的同
时别看轻自己。方能高瞻远瞩，从容不
迫。

（市实高高三15班 许润艳）

平视绝顶

作文材料：有人钦羡杜甫“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豪情与得意，但也有人在登上顶峰后感喟
于天地的苍茫无边和自己的渺小无知。

从古至今，无数文人
墨客登高远眺以抒怀，其
慨叹却各不相同，杜甫曰

“会当凌绝顶”，苏轼云
“高处不胜寒”，林则徐说
“山登绝顶我为峰”。对
于众说纷纭的“绝顶”之
说，本文的小作者却指出
要“平视绝顶”，并借此

“认清自己的同时别看轻
自己”，可谓见解独到，思
考深入。语言方面有自
己的特色，令人回味。（市
实高老师 焦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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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剪子，磨菜刀咧。”浓重的口音，
却极具穿透力，远远地传进巷子里的每
一户人家，不一会儿，受家长之命的孩子
们便拎着刀，拿着剪，蹦蹦跳跳地来到巷
口的槐树下，那里，有一位孤独的磨刀
人。

磨刀人似乎无名也无姓，邻里间也
都只管他叫“磨刀的”“磨剪的”，只有年
长的无事可做，每日三五成群，喝茶闲聊
的老人们聚在一起时曾说过这磨刀人姓
王。老王就住在离巷口不远的一间车库
里，每天都是巷口-车库，两点一线，若是
有人想磨刀，却在巷口没寻到老王，也可
去那小车库寻他。老王有些跛，右腿行
动不太利索，所以去远处很费劲，便只能
在近处的巷子里为人磨刀，可是一个巷
子一天能有几把刀剪要磨呢？何况老王
磨一次只收两块钱，实在是没什么油水
可捞，勉强维持生活。

关于老王的瘸腿，巷间闲话中传的
是老王年轻时媳妇儿跟人跑了，老王又
在路上出了事，撞他的是个有钱有势的
主儿，被撞瘸了腿，也没能要到多少赔
偿，从此只能支着个手推三轮小车，拖着
残腿，给人磨刀磨剪，维持生计。

不管邻里间怎么议论老王的往事传
闻，他在巷间的口碑却是不赖的，做人实
诚，不贪小便宜，做啥事儿都一板一眼
的，老实本分，绝没有一点坏心眼的。因
而邻里们家里刀剪啊,有些不利索了都会
第一时间拿来给他，有时即使还没有钝
得太厉害，也会斟酌着：“去拿给老王磨
锋利些吧。”

老王能受到巷子里邻居们的青睐，
不仅是因为他老实本分的为人，他的磨
刀技艺是极佳的，绝没有一丝水分的，送
刀来磨的人总是会安静地站在槐树下，

“欣赏”老王行云流水的动作。他的“设
备”倒也简单，一个老木盆，盛满了清水，
两块磨刀石，一红一青，红的粗糙，青的
光滑，是用来打磨不同材质的刀具的。
磨刀石，见他左手拿着刀把，右手在盆中
一撩，几许清水就淋到了刀上，如此几
番，让刀身湿透，便用右手按住刀头，在
磨刀石上反复磨炼，那磨刀的“沙沙”声
极好听，磨刀人站在槐树下，鼻中清香浮
动，槐花不时飘落，辅着绵密的“沙沙”磨
刀声，往往会痴了般一动不动，看着老王
行云流水的磨刀。老王磨得卖力，不时
便又撩些清水，洗去磨下来的锈渍，如此
反复将刀两面都打磨锋利后，再从清水
中一过，用一块皂蓝的方布裹住，细细擦
干后，便大功告成了。磨刀者递了钱，拿
过刀，锃亮的刀面真能映出自己的人影
来，指头在刀背上一弹，倾耳去听，嗡嗡
直响，至此，磨刀者便拎着刀，心满意足
地走了。而老王呢，仍是微笑着坐着，不
发一语，只有在收钱时会善意地轻点下
头，远远望着，一盆清水，几许飞花，倒真
有些世外高人，翩翩独立的幻觉。

只是平淡的日子没能持续下去，邻
里们发现老王不见了，小车库的门也紧
闭着，忙碌的生活让人们无暇关心一个
磨刀匠的谜题。

老王再出现已是两周后了，仍然是在
槐树下，不发一语，安静地坐着，只是没了

笑脸，盆里的水也浑浊不清，连磨刀石都
有了锈迹，来磨刀的人越来越少，老王的
鬓角也越来越白，拖着跛腿，推着小车，倒
也真让人心酸。再后来，老王常常一天都
接不上一单生意。邻里间也传开了老王
消失的故事，说是老王的媳妇儿回来找他
了，不是找他过日子的，是要钱，老王心
软，磨剪磨刀攒下的一点家当全都给了
她，她有了钱，又不知哪去了，只留下老王
一个人心灰意冷。

岁月悠悠，早已搬家的我再回老巷
已经是去年夏天了，门口的槐树长得极
好，枝繁叶茂，满树槐花，清香随着悠风
在巷间穿来传去，不时几许槐花瓣飘落
下来，煞是好看，却又让我想起了那个树
下微笑着静坐的磨刀匠，老人说，巷口的
车库是早已空了的，如今已堆满了邻里
的杂物。槐花摇摇晃晃，飘飘荡荡地随
风飞向远方，我在树下微微踱步，“老王
他能去哪呢？活得咋样呢？他还活着
吗？”

“嘿，我管他一个磨刀匠干吗呢。”
（省镇江一中高一14班 乔一鸣）

小人物

“正月里采花无哟花采，二月间
采花花哟正开，三月里桃花红哟似
海，四月间葡萄架哟上采……”记忆
中这首民歌外婆唱了无数遍，像槐花
香一样，经久不散，长留心间。

外婆家有棵槐树。老槐树像个
地标，年复一年地守着这块土地。幼
时的我两合抱还差点才能量出它的
树干到底有多粗壮。再长大些便敢
上树去玩，不过常被深藏叶中的毛虫
叮个正着。针扎一样的疼痛蔓延开
来，我疼得眼泪都快落下，找到外婆
上药时，我对那虫恨得牙痒痒，发誓
绝不上树再遭这罪。

再怎么恨或发誓也是挡不住一
夜，我仍旧与老槐树打闹，像外公那
样静默、和蔼，任由调皮的孩子窜上
窜下。

待到槐花开时，盯着树盼了好久
的我终于被外婆领着去采花。外婆
仍旧哼着熟悉的调调，而我的心思便
飘到几月后的花蜜中了，自然无暇赏
那满树槐花开得多美。

后来我长大了，提着竹篮随外婆
采槐花。耳边是长久不变的歌声，鼻
尖是渐行渐浓的花香。走在路上，我
再也不会像从前那般略过美景：坑洼
不平的泥土小路，两旁林立的梧桐和
青松之类。偶有紫红色小花点缀在
青绿之间，只是一点，却好看极了。
槐花香引领着我们来到老槐树前，外
婆将槐花摘下放入篮中，我也上前帮
忙，却被外婆按在树下。大概是不愿
我碰上那虫吧。于是我仰头看花，槐
花是独特的花，一朵朵一串串地开，
一开便是满树，香溢四方。

看到外婆折断花茎，温柔地将白
花放入篮中，我忽地想起压在玻璃板
下的老照片，那是外婆年轻时，俊俏
的姑娘立于树下，黑白色调也掩不住
她的美和身后槐花的旺盛。身随心
动，我跑去折下柳条在小池塘里洗
净，轻巧地编成头冠；再去挑了最白
最美的几串槐花穿插其间。我将花
环藏在身后，从外婆背后走近，趁外
婆不注意为她戴上花环。外婆一惊，
一看是我，便停了歌谣，笑道：“我多
老一人了，还学小姑娘戴花呀？”正在
后退的我看到外婆转身，她的背后是
满树繁花随风摇摆，一瞬间我似乎看
到几十年前那位美丽的姑娘。很是
惭愧无法形容这美的瞬间，我揉了揉
眼，看到外婆仍在继续刚才的采摘，
那一瞬间稍纵即逝，可我却无法忘
记。

回去时，我提着一篮槐花跟在外
婆身后，外婆头上戴着槐花，与她半
白的头发相映。在槐花的甜香中，外
婆在前唱，我在后面心存那一瞬间的
美丽，和道：“正月里采花无哟花采，
二月间采花花哟正开，三月里桃花红
哟似海，四月间葡萄架哟上采……”

（省镇江一中高一14班 许呈涵）

美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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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不老，岁月青
葱。正如文中引用的歌
词，时间在变，万事万物
也在变，唯有那美永恒
不变。语言自然娟美，
文章通过前后照应，结
构上更加完整，主题也
自然凸显。（省镇江一中
老师 章杨）

简练的语言塑造了
鲜明的人物形象，描写细
致而形象，老槐树下的磨
刀人是幸福的，又是不幸
的。结尾以景物渲染，与
前文呼应，形成对比，暗
示人物命运，引人深思。
（省镇江一中老师 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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