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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新颖独特，文
章 文 笔 细 腻 柔 美 ，饱 含 深
情。通过描写送奶工给奶奶
送牛奶的场景，对于送奶工
外貌与神态的细致刻画，以
及通过侧面描写奶奶和旁人
对于送奶工的反应，表现出
了人情冷暖。结尾耐人寻
味，“城市里的牛奶不会敲
门”彰显文章主旨，突出了人
情的浅薄与冷漠，意味深长。

（省镇中老师 江海健）

享受半满，亦是圆满
罗曼·罗兰曾说过：“纵使最杰出的

作品也有令人生厌的章节；纵使最精彩
的生活也有疲倦乏味的时刻。”事实如
此，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可能尽善尽美，
总有令人遗憾的时刻。但更重要的是，
我们要怀着阳光的心态享受半满的生
活。

人们往往有追求完美的习惯，但现
实却纵使事与愿违，那我们应如何面对
现实呢？被贬的苏东坡怀揣着失意与
落魄在赤壁下“颂明月之诗，歌窈窕之
章”，用“物与我皆无尽也”的态度享受
暂忘仕途的半满生活；满怀斗志的王安
石激流勇进却徒留无尽的遗憾，但他知
道“尽吾志也而不可至者，可以无悔矣”
的道理，笑对遗弃了半生的仕者悠然。
他们让世人明白，生活确有挫折与遗
憾，但悲观面对只会耗尽生活的另一
半。

每个人都会时不时用“半空”的视
角看待生活。人，是乐观与悲观的结合

体，面对半杯水，不同时刻会有不同的
感叹。但如泰戈尔所言：“如果你为错
过了太阳而哭泣，那你也将错过月亮与
群星了。”已成定局的遗憾是杯中的空
缺，过分在意只会让你感到半杯水的廉
价与渺小，但殊不知半杯水也可以湿润
干裂的唇，泽被跳动的心。所以，保持
着“半满”的心态看待生活、享受生活尤
为重要。

每个人都要珍惜眼前所得，不念所
失，不执著于生活的空缺。“采菊东篱
下，悠然见南山”，是陶潜逃离世俗、拥
抱自然的画卷；“于内心修篱种菊，纵使
如流往事，每天依然涛声依旧”，是林徽
因面对贫穷与战乱依旧笑颜绽放的诗
篇。如此享受半满的淡泊态度是我们
每个人需要学习的。正值青春年华的
我们不应只抱怨生活的挫折与坎坷，而
应尽情享受奋斗带来的快乐。如果繁
重的学业填满了半个生活，那我们就去
开拓这半满生活中的别样意义吧，要知

道，唯有享受，才可几于圆满。
罗曼·罗兰还说过:“这世界上只有

一种英雄主义，就是直视世间的一切，
还依然热爱这世界。”面对半满的生活
我们要少一点抱怨，多一些享受，才能
让自己更加热爱生活，积极开拓生厌章
节中的隽永意味。所以我说：“享受半
满，亦是圆满。”

（省镇江一中高三6班 李新超）

不喜欢如今的宜兴竹海，泥塑的动
物一个又一个，人为添设的景点一重又
一重。一面一腔，单调老套。

目光所及，只有比肩接踵的游客。
道旁的些许竹子裸着“到此一游”的伤
痕，在喧嚣声与闪光灯的双重侵袭下，
萎靡不振，失去了淡雅的韵致。

我慢慢向上，企图把一切抛在脑
后，脚下，平坦的石板路逐渐变为泥泞
的土路；耳畔，嘈杂逐渐隐退，取而代之
的是安宁静谧，我开始仔细打量竹林深
处的景致。

兴许是少人打扰吧，景区深处的竹
子格外富有生机，那竹根带着泥土的湿
润，浸染着最原始的芬芳。挺拔的枝干
一节节拔高，有着直冲云霄的磅礴力
量，浓密的绿意顺着枝干往上爬，绽出
一片片青翠的绿叶，挺括的翠叶相互掩
映，宛如朵朵静止的碧色浪花。起风
了，这绿色的海洋波涛汹涌，飒飒作响，
苍翠之色以浩浩荡荡的气势扑面而
来。漫步于竹林深处，我变得小心翼
翼，生怕打扰了那寂静，触碰到那温润
如翡翠的挺拔竹竿。

明媚的阳光透过叶间缝隙，洒下一
地细碎暗金，偶有鸟鸣，循声望去，却在
繁密的竹林间迷失了目光。徜徉竹海，
脚下，山泉潺潺，蜿蜒曲斜，清冽泠泠；
头顶，那青翠欲滴的箭叶，无须笔墨的
点染，却也诗味十足。

“未与骚人当糗粮，况随流俗作重
阳。政缘在野有幽色，肯为无人减妙
香？”宋代的杨万里，这样称赞的“野
菊”。不愿像“东篱族”那样向陶瓮邀
宠，野菊生长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荒野，
不因无人欣赏而自减其香，不为外部环
境而改变内心的高洁。这远离游人目
光、躲在山林深处的绿竹，又何尝不是
这样呢？

挺拔不弯，虚心有节的翠竹啊！
“绿竹半含箨，新梢才出墙。”那几

许深深的庭院里，阅一卷书，饮一杯佳
酿的可是杜少陵？暂离了世事纷扰，得
到了一时的解脱，任凭新雨微风。几竿
翠竹寄寓了他波澜壮阔的思想。“衙斋
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
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繁忙的案
牍之余，即使卧听风穿竹丛，也挂心百
姓疾苦的可是郑板桥？宁可辞官归去
也不愿同流合污的郑燮，借画竹陈民

情，将以往咏竹诗中风流雅士的孤芳自
赏荡涤一空。

绿意在沉香的水墨间，淋漓尽致，
一片幽静中，你醉了，忘却了尘世烦恼，
只觉轻快畅通，别了，思绪纷乱；别了，
不堪重负。

最爱的莫过于竹林深处，不仅因为
那有弥天铺地的翠绿和诗意，还因为人
迹罕至处那纯粹的自己。

（市实高高三11班 卞惠玟）

敲门的牛奶敲门的牛奶
三下清脆的“笃”声，敲开冰冷的心门，

如温热的鲜奶一般，浸润了漠不相识的心
灵。

老屋门外，奶箱锈迹斑驳，早已穿上风
雨定制的限量款“虎皮大衣”。一把大铁
门，冰冷寒冽，像是要把一切拒之门外的冷
酷气场。每天早晨，奶奶都要打开大门去
取鲜牛奶，可老人家难免记性不好，于是牛
奶常常因为阳光暴晒而变质丢弃，想来也
可惜。

敲门声是从那天开始的。碎金似的阳
光正在野花野草上有一着没一着的打着盹
儿，一串清灵的铃铛声自幽远处而来，惊起
路边一溜儿的璀璨，却又在接近时失了声
息。几下沉稳的脚步近了，衔接上铁门震
颤的“笃笃”声，奶奶试探把大门拉开一点
缝隙，一张胖胖的憨脸从门缝间挤进来。

“大娘您好，我是新来的送奶员，为了保证
您按时来取鲜奶，我下次顺便给您敲门提
醒，行吗？”“好呢好呢，麻烦你啦”。奶奶把
门缝又拉大了一点，只见胖叔叔一身深蓝
制服，短粗的手指紧紧抓着奶箱，圆润的身
材赋予了他天然的信任感。他把牛奶交给
奶奶后，转头跑向自己的送奶车，脚板与土
地相撞，叩击出一串闷闷的背景乐，铃铛声
渐行渐远，奏成下一次敲门声的前奏。

于是早晨就变得有了期盼，坐在院子
择菜或篦头，蔬菜清香或头油芬芳里，心上
都有那么一点痒痒的，想着那铃铛什么时
候会出现在路口，以脚步为小号，敲门为鼓
点，串成一首送奶协奏曲。有时候或许只
是一点点体贴的举动，就会让生活都变得
有滋有味起来。傍晚的茶余饭后，人们谈
到那个送奶工总也笑呵呵的。有人说：“他
呀，傻呢，敲门也不知道手疼。”“但是，牛奶
再也没有变坏了，不是吗？”质疑声渐渐匿
去了。或许，只是看似多余的敲门提醒，却
做到了送奶工这个职业的极致吧。

记得奶奶听到敲门声总是很积极，迈
着尽可能大的步伐到门口去取牛奶，“哐
当”一声拉开铁门，却不是径直走向奶箱，
而是朝着送奶工隐在晨雾中的背影挥挥
手，说一句“谢谢啊”。陌生人之间冰冷的
心门，早已被敲开了，儿女离家的老人，因
为那敲门声，心里暖暖的，像是刚饮下一瓶
热牛奶，沁出了细密的汗珠。

而当我回到水泥高楼林立的城市，送
奶工像是“神龙摆首不见尾”的隐形人，他
们脚步匆匆，来去无踪，机械地拉开洁白的
奶箱，取出空瓶塞进满瓶，日复一日，年复
一年。那牛奶也变得很冰冷，没有人情的
温度，没有人在乎它是不是被订奶人及时
取走，没有人关心它的品质在长时间的铁
箱禁封中是否改变。城市里的牛奶不会敲
门。

取出冰箱里的牛奶，寒气通过包装袋
沁入指尖深处，我突然很想回到乡间的小
屋，冲着那敲门的胖叔叔的背影再道一声
谢谢，并且告诉他敲门的牛奶真的很好
喝。 （省镇中高二10班 潘欣冉）

本文以“享受半满”为核
心，由罗曼·罗兰的话引入主
题，阐释了积极面对生活的正
确态度，论据丰富，且与观点
相契合，文章格调积极向上，
让人读之如沐阳光，语言流畅
自然，作者又用罗曼·罗兰的
话结束文章，结构完整，首尾
圆合。

（省镇江一中老师 曲兆秋）

竹林深处有诗意

作者慧眼独具，用心感受，以道旁之竹与竹海深处对比，突出了竹海深处的安宁静谧，远离游人的翠竹，富有生
机、力量磅礴，诗味十足。同时又对竹的干、叶、根等细致描绘，动静结合，以动写静，鸟鸣泉流，韵味十足。竹海深处
的竹，就是古之圣贤，是他们“波澜壮阔的思想”的寄托，是他们“不愿同流合污”陈述民情的凭借。这不已经具备了中
华诗词之质素了吗？这能不让作者“最爱”吗？ （市实高老师 燕海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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