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陈伟军的文字里，总是洒落着
沙滩上的阳光、湿润爽朗的海风，以及
郁郁葱葱的草木香，这也让他与孩子靠
得很近。他的新书《我想成为你的骄
傲》便是一本聚焦青少年心理困境的小
说——所有孩子都能在大胆追梦的过
程中，闪闪发光。

某种意义上，书中主人公黎小北是
陈伟军的影子。他们少年时同样普普

通通，像田间地头的稻子一样不起眼；
都想成为作家，也都被同学们取笑，仿
佛这个理想比笑话还要荒谬无厘头。
可他们同样都在默默坚持，在命运一次
次的打击中倔强挺过来，最终变成自己
想要的模样。

事实上，在教育愈发“内卷”的今
天，想要执着地追梦，必然要面临诸多
压力。作者并没有避讳这一现实。书
中，父亲黎响就曾对着黎小北发火，为
什么要在毕业考前写小说，为什么不能
在暑假和上大学以后再写？

无论是何种选择，务实或务虚其实
都是正确的。可是中考后有高考，上大
学后要找工作，工作后要养家，人生的
每一个阶段仿佛都有专属的任务。有
多少人在童年结束的时候，就已经望不
见曾经一抬头就能瞧见的那颗星星。

对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来说，梦想是
一粒种子，代表着在未来闪闪发光的可
能性。是轻轻忽略它，不让它发芽，还
是选择一条有兴趣引领的道路，这是生
活刚起步的读者需要思考的问题。

而对我们这些已经成年的读者而
言，如果能选择重来，又会选择哪一条
路？即使不能重来，我们是不是能借着

读书时的触动，重新挖出那粒被遗忘在
岁月之外的种子？要知道，种子最大的
生命奇迹，就是能在本已定型的土地上
钻出一条裂缝。这本书的封面，是黎小
北抬头仰望，天上，几只白色的鸟轻快
地飞着。某个瞬间，我觉得它们正掠过
我的心头。

陈伟军在书中有个巧妙的设置，黎
小北有个弟弟，并且他的光芒牢牢地盖
住了黎小北，这就让小说不仅仅止于一
本追梦小说。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而
多子女家庭，这本“经”就更厚了。两个
孩子本就在性格特长方面有所不同，当
弟弟还优秀得被称作是“别人家的孩
子”时，家长自然难以一碗水端平。同
伴压力、家庭期待、自我否定……像是
套圈的环，把黎小北套在了“平庸的兄
长”这个身份上。

当然，父子之间有误会、分歧、矛
盾，再正常不过，唯独怕两个人都藏着
掖着，于是一个愈发敏感自卑，一个愈
发失望抱恨。

大声地说出来，能解决很多问题，
这也是父亲黎响一直期望的。不管是
抗拒、赞同还是表达诉求，比如想要成
为父母的骄傲，都要大声说出来，没有

哪一种骄傲是闷出来的。也只有说出
来，才能被听进去，两个人之间断掉的
链接才能续上，否则，一味地闭口不
言，遮遮掩掩，就会像书中说的，父子
之间，总有一种无法解释和描述的距
离感。

有家庭问题的，不止黎小北。大大
咧咧的米胖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小的时
候母亲就离婚去了外地；冷酷的杨子凯
是留守儿童，最好的朋友竟是流浪猫；
被全班宠爱，前呼后拥的林一麦来自重
组家庭，在家里，她反而是最少得到宠
爱的。他们彼此之间，与家人之间，都
会存在误会与困扰，最后能够和解，往
往是在一场情绪的爆发后，将压抑在心
中的话倾吐出来，对方才意识到误解与
亏欠。可是，如果一开始就能大胆地说
出来，有效地沟通呢？

近些年，原生家庭这个词常被提
起，有人说，在童年里受到的创伤，需要
用一生去治愈。那如何让家庭真正成
为青少年成长时最坚实的依靠和避风
港？请把“我想成为你的骄傲”大声地
喊出来吧，这是上半句；把书名换一种
表述，就是下半句：“孩子，你就是我的
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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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心灵 花

速新书 览

读懂青少年的成长烦恼
■仇士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信息化就
没有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
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
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
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
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信息化建设与中
国式现代化建设“同向而行”，信息技术
也已成为提高经济增长质量、推动社会
发展转型的坚实力量。

电子信息技术工程专业是计算机应
用与技术学科的重要分支，产业化程度
高、应用范围广，是信息化时代发展的
重点领域之一。作为一名电子信息工程
专业的学生，怎样将专业学习与社会实
践相结合，更好地成长为一名专业技能

型人才，是我在踏入大学校门后一直在
思考的问题。为更好地将专业所学与社
会所需紧密结合，这个寒假，我走进一
家全国知名家电企业，进行深入的实践
调研。

在实践中我了解到，现在电子信息
技术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家用电器生产
领域。这种结合不断推动智能化家电的
发展，使其不再是以往简单的机械设备，
而是更具智能化、人性化的“温暖”电器，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更多便捷和舒适。比
如，智能冰箱在连接无线网络和手机后，
不仅可以让人随时随地查看冰箱食物食
材库存情况，还可以结合库存食材给家
人推荐食谱等，更好地满足人们日常饮
食的各类需求。

在走访企业的过程中，我们结合所
学专业深入了解企业生产车间的生产效
率和自动化程度，聆听了企业管理者讲
述企业发展历程和经验，体验了最新的
技术研发成果和应用。这不仅让我们直
接感知了电子信息技术在生产制造中如
何发挥作用，也了解到企业追求创新、开
拓市场的艰辛付出和长期稳健发展的智
慧与坚持。

古语有云，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
通过这次实践，我深刻体会到社会是个
大课堂，生产实践是最好的“老师”，作为
高职院校的学生，我们必须把专业所学
和社会所需结合起来，不断投身实践，才
能对专业技术发展和市场需求有切身
认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
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深入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不断塑造发展新优势新动
能。此次的实践调研，也让我进一步认
识到，教育和科技是密不可分的，新时
代教育科技协同发展要以科技手段为支
撑，推动教育的现代化、信息化和智能
化发展。

新时代的新青年，应当胸怀国家和
人民，认清时代发展大势，更要怀抱梦
想、脚踏实地，在学习和生活中锤炼扎实
学识，练就过硬本领，让青春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
出绚丽之花。

《我想成为你的骄傲》
陈伟军 著

人民卫生出版社

指尖上的诗意
■马亚伟

朋友为她上大学的女儿亲手织了一
件毛衣，上面有一枝橘黄色的萱草花，有

“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的含义，寓意
母爱会时刻陪伴在女儿身边。我看了简
直目瞪口呆，这件手工织出来的毛衣，设
计美观，针脚均匀，手法精致，连小细节
都打造得非常完美。

最让我惊叹的是，在这个无比匆忙
的快时代，竟然还有人肯花费时间手工
织一件毛衣。手织毛衣是一件“浩大”的
工程，尤其是织这种有精美图案的毛衣，
需要耐心、细心再加上心灵手巧，不是一
般人能驾驭的。记得多年前我也尝试过
织毛衣，总是被那些长长的毛线搞得心
乱如麻。朋友为女儿织毛衣，一定是有
浓浓的爱意在心中，才会让她如此耐得
住性子，沉得下心思。说实话，如今外面
卖的毛衣颜色丰富，花样繁多，想要找出
一件好看的不难。但那种毛衣是冰冷的
机器制造出来的，面孔千篇一律，呆板乏
味，缺乏温柔的触感，无论如何都无法跟
手工织出来的毛衣媲美。

这样说来，手工制作的东西，确实是
诗意的。这份诗意，朋友的女儿一定能
够感知到。母亲把象征母爱的萱草花织
进毛衣，这样的毛衣穿在身上，“慈母手
中线，游子身上衣”的温情和诗意，便丝
丝缕缕缠绕在心头，仿佛可以感知到母
亲手的温度和心的温度。

对母亲来说，为孩子织一件毛衣也
是诗意的过程。朋友说，她织毛衣的时
候特别享受，仿佛觉得时光倒流，又回到
了从前，回到了女儿小时候的时光。我
能想象，午后的温暖阳光下，朋友不紧不
慢地挑起千针万线，密密编织着一份爱
意和温暖。她以毛衣针为画笔，以毛线
为宣纸，耐心地画一幅世间独一无二的
图画。所有的手工作品，都是世上的“孤
品”，只此一件。

我这样说的时候，朋友笑意盈盈的，
表示认同。她说织毛衣除了表达对女儿
的爱，还在于享受一段属于自己的闲适
安然的时光。那样一段平淡如水的时光
里，感受时间在缓缓地慢下来，仿佛能够
听到时间的脚步声。玻璃窗前的阳光缓
缓移动，时光在悄无声息地流淌，人会有
一种欢愉淡然的心境。

这种境界把手工制作的意义升华
了。指尖上的诗意，更在于对自己心灵
的净化和滋养。在这个喧嚣功利的时
代，很少有人能够慢下来，享受指尖上的
诗意了。十指如花，指尖芬芳，可以指引
我们回归心灵的方向。在人们以飞奔的
姿态向前的时候，别忘了停下脚步，享受
生活赐予我们缓慢的温柔和诗意。

偷得浮生半日闲，把时光拉长再拉
长，把美好留住再留住。陪孩子一起，折
一只纸船、一只飞鸟、一朵玫瑰，手工做
出来的每个作品，都是有温度和灵性的。
我们误以为跑得越快离目的地越近，可
只有享受丰富、温暖、诗意的过程，才能
真正获得幸福。

指尖上的诗意，就是在缓慢的时光
里，把爱意传递，把温柔表达。这种方
式，也是我们在向时光表达善意，向生活
表达敬意。

油墩子
■成健

枝头雀语枝头雀语 李昊天李昊天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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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我想成为你的骄傲》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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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热实践中绽放青春之花
■张栋

窗外的大雪纷纷扬扬下了三四天才止住，
茫茫的积雪覆在原野、屋顶、石桥上，冻得硬挺
挺，像结实的厚厚的绒被。鸟雀们无处觅食，
只好落到农家院里来。看到那只缩头缩脑的
小麻雀，是在一个晴朗的清晨，阳光刚越过光
秃的杨树枝杈，洒到院中，西屋的红砖墙也被
照得流光泛金，那只小家伙就扑棱着翅膀进
来了。

当时我正坐在屋前玻璃横廊里，“噼里啪
啦”敲击键盘，听到一缕轻柔的振翅声，一抬头
就瞥见了一只小麻雀，打字的手也不由得停住
了。它个头很小，只有成年麻雀身量的一半
大，浅咖嘴浅咖脚，脊背上的羽翅——皮黄色
与青墨色竖齐相间。胸脯上的绒毛茸茸软软
的，在阳光下闪着腻腻的金晕。它一来就目标
明确，小脑袋灵活地转来转去，西跳跳，东晃
晃，把院子的角角落落啄食了一遍。啄到西屋
门前时，它忽然停住了，我才想起西屋驻有粮
仓，前几天父亲才把仓里的稻谷运出来卖了，
门口必定零零星星遗落了一些。真是个聪明
的家伙，我在心内不由得感慨了一句。

突然，屋檐上“啪”的一声，掉下一大块雪
来，直冲麻雀啄食的地界砸去，我正担心这个
贪食的小生灵会有事，只见它反应迅捷，旋着
身子打了个大大的激灵，立时扑腾到半空，麻
利地躲开了那块硬实的雪垫。我以为，遭受这
一击它肯定要走，谁知它甩了几下翅膀，又踩
着雪回来了，继续埋头细细地觅啄。

接下来的几天，它都过来寻食，每次我都
抓一把稻谷放在院中。渐渐地，我与它熟了，
有一次它居然跳到我的指尖，我弯了弯手指，
它又惊吓似的跳了回去。再后来，哪怕我弯手
指它也不走了，两只小脚抓着我的指头，小嘴
啄着我的手心，整个身体宛若毛茸茸的松球，
可爱极了。

这令我想起《东坡志林》曾记载：“……竹
柏杂花，丛生满庭，众鸟巢其上……殊不畏
人。”苏东坡少年时所居眉州家中有五亩庭院，
庭院里百木林立，花草遍地，引来鸟儿筑巢。
其母程夫人要求儿女及仆婢不准伤害鸟雀，时
间久了，鸟雀丝毫不惧人，筑的巢窠也越来越
低，“可俯而窥也”。故而，东坡先生感慨道，此
乃“不忮之诚，信于异类也”。

人类只要不贪求从鸟雀身上攫取好处，不
违背它们的天性，是可以取信于胆小的鸟雀
的。正如我指尖的这个小小生灵一样，此时此
刻它信我。

待雪化尽，田野、屋顶裸露，枝头再次向天
空敞开怀抱时，小麻雀便不再来了。我知道麻
雀觅食通常只在巢穴附近，不会远飞，所以沿
村庄转了转，果真见到了五六个鸟巢。它们个
头有大有小，仿若鼓鼓的竹青气球，细密扎实
地擎在枝杈上。在阳光的照拂下，活像童话故
事里说着人类语言的小动物的家。我站在树
下暗想：不知和我“相熟”的那只麻雀栖在哪个
巢穴，它是否还记得我？看见我后会不会向我
啼鸣一声，招我前去做客？毕竟它于一个清
晨，落在了我的雪院，闯进了我的心扉。

随闲庭 笔

落向雪院的麻雀
■刘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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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苏北一带有一种传统小吃，名
唤油墩子。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繁花》
里，湖西针织厂的范总吃着油墩子在上
海蹲守商机的情景，令人印象深刻。

汪曾祺先生不止一次提到过这种小
吃，并简略予以描述：“白铁敲成浅模，浇
入稀面，以萝卜丝为馅，入油炸熟。”汪曾
祺是在一短篇小说里如此介绍的，篇幅
不容许将油墩子的细枝末叶描写得过于
详尽。其实关于油墩子，还是需要细说
一番的。

在苏北许多村镇，油墩子也叫“油端
子”。把它叫做油墩子，是形容其外形像
一段树墩。把它叫做油端子，是说制作
时的那种架势。因为面糊很稀，初入油
锅时得将模具端平，那只胳臂悬着，如书
家手执大笔、停腕构思一般。

做油墩子的工具主要是一个长柄的
模具，其下端是用白铁皮敲成的一个容
器：浅浅的，厚度一厘米多些；圆圆的，底
稍小，口稍大，直径约六到七厘米。侧边
敲打成波浪形，图的是好看。总而言之，
做出来的油墩子成品，其大小外形与葡
式蛋挞很相似。

从前，在苏北小城，经常会看到卖油
墩子的小摊子。若是在上海，通常是有
一个很小的门面，店家将油墩子与油条、
生煎包、葱油饼、排骨年糕之类小吃一起
贩售。摆这个摊子所需的器物大致是：
生一只煤炉子，炉子上坐一口油锅，油锅
边搁一个沥去余油的铁丝架。

再就是食材了。一大瓦盆的面糊，
一更大瓦盆的馅儿。面糊是干面兑水和
得稀稀的；馅儿主要是萝卜丝，加盐拌匀

后稍稍挤去一些水分，若是加上一些虾
皮、香菜或猪油渣就更好了。切萝卜丝
很费时间，于是有人就发明了一种工具，
将一块长方形的铁皮钉在一只木头框架
上，大小不超过一本普通的书，铁皮上打
出上百个小孔，将洗净的白萝卜在上面
用力向下向前推进，就会自然而然地落
下一根根细如火柴棍的萝卜丝。

油锅烧到七八成热，就可以炸油墩子
了。将模具在锅里浸过油，用小勺舀少许
面糊，完全铺满底部，然后用筷子夹一些
萝卜丝馅儿，压实了，再舀一小勺面糊均
匀浇上，便下油锅，炸至表面金黄色。此
时可将模具长柄横过来，在锅边轻轻一
敲，里面的油墩子即随之脱落，继续炸一
小会，就能出锅，竖着排在铁丝架子上。

以前，油墩子在苏南苏北相当走红。

城市和乡镇的大街小巷，到处飘着油墩
子诱人的香味。我家住在里下河地区的
一个小镇上，当年我还在上中学，每天放
学路上最眼馋的就是油墩子。凡是人多
的地方，比如汽车站、电影院，或者路边
桥头，黄昏时分，简简单单的一套家什摆
下来，头发花白的爷爷奶奶就开始炸油
墩子卖。一角钱一个，五角能买六个，一
天下来赚点小钱贴补家用，对老人来说
也是一件很乐意的事情。

如今，这种赚不到多少钱的小本经
营早已没落，偶尔能见到，生意也很清
淡。但三年前来上海之后，我居然还多
次见到儿时心心念念的油墩子。每次遇
见，我总会买几个尝尝，价钱依然算便
宜，只是不知怎的，总觉得没有小时候记
忆中那么好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