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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见面
请多指教
请问多年后的我

你成为梦想中的大人了吗

许久不见
甚是想念
回答从前的自己
现在的生活充实又平淡

我的青春迷茫
充满逃离抛弃与自由
但我未曾放弃

只愿你幸福安乐

你的青春迷茫

但你奋进而勇敢
你创造了我的人生
成为我成长的孔明灯

过去的我造就现在的我
现在的我怀念过去的我
过去是我
现在也是我
愿我们在时间的两侧
创造属于我们的人生

时间与我
阴 外国语学院 刘雨婷

我心里有一棵枣树，它使我已逝去的童年具
象化。

高考结束成绩出来前，我内心极不平静，于
是回了趟老家。也许是对家乡的熟悉已不复，我
并没有闲逛的打算，而只在这小住过的妹妹却很
热衷，想让我当导游，带她去广场荡秋千、到池塘
摘荷花。小孩子的乐趣总是无穷无尽，怪不得称
他们为“小朋友”，他们是世界的朋友。她的苦苦
哀求终是打动了我，也开启了一段我尘封的记
忆。

我家房子后有一大片空地，现已用水泥抹

上，其上还放有几个栅栏，大概是秋收时预备储
藏玉米用的。水泥隔绝了泥泞，带来了便利，也隔
绝了生机。那棵枣树就曾生长在这片水泥地上，
在一幢老房子的围墙里。从我记事起，这棵枣树
就一直在那里，它在沉默中生长，又在沉默中结
果，然后慷慨地将枝丫伸出围墙，供嬉戏的孩童
品尝一口甘甜。老房子里住着一对老夫妇，他们
没有精力爬上爬下地摘枣，任由枣熟透了，掉落
下来，陷进泥土里。每每此时，我总是暗道可惜，
央求姥姥给我摘些来。年年我都可以吃到它结的
枣，不论是我心急摘的没熟的，还是姥姥给我摘
的脆甜的。后来，我才知道，那对老夫妇也觉得不

摘可惜，说欢迎邻居们来摘枣。枣树结的果可真
多，一簇簇的，稍一摇晃，枣与枣碰撞发出的沉闷
声响一声接一声。我抬眼望向它，一时竟分不清
是枣多还是叶多。或许那几年是枣树生命力最旺
盛的时期。

枣熟了一年又一年，时间在枣树枝丫间溜
走。老房子的男主人去世了，于是我家屋后开始
嘈杂。伴随着哭声、唢呐声、商贩们的叫卖声、宾
客们类似于“好久不见”的交谈声，许多人忘记了
悲伤。小孩子呢，压根不懂什么是死亡，小贩的到
来只让他们觉得仿佛置身天堂。

一群孩子手里攥着一两块钱，在商贩面前挑
选着中意的物件，我也在内。我买了两个棒棒糖，

尝了一口觉得比枣甜，丝毫没意识到枣树的寿命
已经进入了倒计时。当然，也不能苛责当时只是
孩子的我没能敏锐察觉生命的流逝和快乐的短
暂。葬礼过后，一切归于沉寂，包括那幢老房子。
房子空了，失去了丈夫的老妇被她的儿子接走
了。一切都有预兆。又到叶少枣多时，老妇的儿子
扛来梯子，将枣全摘了下来。泥土里终于没有腐
烂的枣了。他继承了父母的慷慨，同样地将枣分
给了邻居。

时光匆匆，我要出远门求学，几个月都难得
回趟老家。有一次回来，我竟发现枣树不见了，连
同那幢老房子也消失了。姥姥告诉我，是枣树先

被砍倒，后推倒的房子。可知道了先后又怎么样
呢？枣树已经不在了。我抱着姥姥号啕大哭，嘴里
喊着“再也吃不到枣啦！”只有我知道我指的不是
枣。我疑心是上天给我的暗示，告诫我不要过分
沉浸在童年的美好，否则，当下与未来的美好只
能溺死在过去中。我的确不可逆地长大，考入了
离家几百公里的大学，离开了我的家乡，永别了
我的枣树。

那些消失的印迹都在催促着我们离去，去远
方，去游荡，去闯出一片名堂。人的回忆是一本常
读常新的书，或者说，人本身就是一本不断书写
和被书写的书，若是一天一页，也不过三万多页，

越往后翻，辞藻也越华丽，前几页却渐渐褪色泛
黄。我的枣树在第几页？我的童年是否已褪色？

我的枣树
阴 储能学院 张涵韵

2024 年 7 月 22 日，我们庐山疗休养人员
一行 47 人，出行第一天就遇到了麻烦。老天爷
用一场台风暴雨，打乱了工会精心安排的出行

计划，真是人算不如天算。伴着接二连三的延
误通知，航班在青岛延误了 9 个小时，这让工
会工作人员坐立不安，他们不仅要安排临时晚
餐，还要联系庐山方面沟通接站安排，辛苦得
很。

老师们反倒淡定得很，三五成群，聊天拉
呱的，打掼蛋的，溜达散步的，干什么的都有，
久历世事的教师们，早就练就了随遇而安的平
和心境，也让我们体会到组织是教师们的强大
后盾。

许是老师们的平和心境带来了好运，接下
来庐山之行异常顺利，晴朗凉爽的天气几乎伴

随了整个行程，轻松的日程安排，让老师们彻
底放松下来，惬意地享受庐山的秀山奇景。

庐山，以其秀丽的山水风光闻名于世，更
以其著名的革命遗迹令人神往。

在庐山的壮丽景色中，庐山会议旧址纪念
馆与庐山抗战博物馆如同两颗璀璨的明珠，不
仅增添了这次旅行的文化深度，也让我在心灵
上得到了更深的触动和感悟。

步入庐山会议旧址纪念馆，我仿佛穿越回
了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那庄严的大礼堂，不
仅见证了历史的转折，也承载了无数先辈的智
慧与抉择。看着那些珍贵的历史照片和文物，

我仿佛能听到当年会议上的激烈讨论，感受到
那份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这一刻，我深刻
体会到了作为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使命，那就
是传承历史，启迪未来，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
献自己的力量。

在纪念馆中，我还被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
家的远见卓识和坚定信念所深深打动。他们面
对困难和挑战时的从容不迫，以及为了国家和
人民的利益而勇于担当的精神，让我深感敬
佩。这种精神，也将成为我今后工作和生活中
的宝贵财富，激励我不断前行，勇于面对一切
挑战。

而庐山抗战博物馆，则让我对那段烽火连

天的岁月有了更加直观和深刻的认识。馆内陈
列的每一件展品，都仿佛在诉说着一个个英勇
无畏的故事，让我感受到了中华民族在危难时
刻所展现出的顽强拼搏和团结一心的精神。看
着那些为了国家和民族独立而英勇牺牲的烈
士们的照片和遗物，我的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敬
意和哀思。

在博物馆中，我还了解到了许多庐山抗战
中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这些故事让我更加明
白了和平的来之不易，也让我更加珍惜现在的
生活。同时，我也深刻认识到，作为新时代的教
师，我们应该将这段历史传承给下一代，让他

们铭记历史，不忘国耻，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
和民族自豪感。

庐山蜿蜒鲜丽的花径、奇石林立的锦绣
谷、飞洒悬崖的三叠泉、缥缈灵异的如琴湖、雄
伟壮丽的五老峰，留下了老师们的旅途行迹和
欢声笑语，也让我深深体会到了科大教师团结
互助、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庐山之行，更满足
了我多年的“朝圣”愿望，不仅让我领略了庐山
的历史文化底蕴，更让我在心灵上得到了深刻
的洗礼和升华。

归来时，青岛上空又逢大雨滂沱，飞机在
青岛盘旋了几圈后备降南京，10 点多再起飞，

12：05 顺利降落胶东机场，7 月 28 日凌晨 2：00
我们回到了学习工作近 40 年的大学校园，历时
8天的疗休养行程顺利结束。看着星星点点的
灯光与祥和静谧的校园，思绪万千。不经历风
雨，哪能见到彩虹；不尝人生百味，哪能懂得人
生的真谛；不经历奋斗，哪有美好生活；没有科
大人的坚韧不拔，哪有今日的争创一流？我将
把这次旅行的感悟融入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
以随遇而安的态度去面对生活的波折，以友爱
互助的心境去团结同事，以英勇无畏的精神去
开拓事业。

庐山纪行
阴 交通学院 辛嵩

炽热的风掠过整齐的麦田，远处的风车似乎因
此更加卖力，我紧紧扣住头顶上的草帽，跟在爷爷
佝偻的身影之后。我的记忆里有无数次这样的场
景，可唯独这次让我记忆深刻，我突然问起来家里
的小卖部开了多少年，爷爷按了按草帽，边扶着额
头，边回忆道大约有四十年。

我笑了笑，思绪万千。
炎炎夏日，仿佛蝉也忘记了鸣叫，人的影子也

显得更加低矮。可正午时分，我们却要来田间地头。
我无法否认这是劳动的手段，但又何尝不是牺牲自
己的血肉去浇灌土地。我喜欢村西的地，因为这里
有着曾祖的坟墓，每次看到，我都感觉现在和过去
有着真切的连接。我不曾见过他的样貌，只从奶奶
的只言片语的埋怨中得到过一些信息。五服之内尚
且如此，更何况以后呢？不由得想起所谓青史留名，
不过是几个瞬间，或一个年份，或一个官职，寥寥几
笔，就素描般地勾勒出一个人的人生。不要嫌弃太
过淡薄，有的人连一笔也捞不到呢！

我在浇地的时候想着这些，可世间其他人想着
什么呢？伍子胥等着东皋公回来的时候想着什么
呢？萧何把韩信请进长乐宫的时候又在想着什么？
当然这无从考证，只能由后人在心中默默去揣测，
当作饭后谈资。我猜萧何心里想的是追韩信的那个
月夜，我猜伍子胥想的是父兄上马时的背影。

眼前的一席地已然水满，我俯身去搬动水卷，
却陡然想到我的无数个祖辈。他们或饥寒交迫，或
野心勃勃，但他们一定无数次俯下身去，不管是干
什么。当他们站直时，肯定会抬头看天，上面不是星
空就是太阳，脚下不是泥土就是庄稼。

不过已经没有人知道他们叫什么了，所谓族谱

也已经在岁月流转中消亡殆尽，名字只是个称号，
是一个标签，为了称呼之间方便，但慢慢地名字之
上又有了很多头衔，表示地位，这就可以极大地满
足人的虚荣心，大将军张三和农民张三就有很大的
不同，农民张三可能是因为在家里排行老三，大将
军张三应该是寓意三才天地人或者三光日月星什

么的。
我猜想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最纤细的稻草，上面

书写着最伟大的功劳；一定有最长久的沉默，发出
最震耳欲聋的悲鸣。我想当杨慎死之前怀念的一定
不是自己高榜得中的喜悦，而是贬谪途中面对长江
发出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感慨与无奈。

没有人可以突破历史循环的周期律，百年之
后，我大概率会躺在这里，实现从某种意义上的与
天地同寿，然后变成粪土。墓碑会被风雨腐蚀，直到
最后一位对我有记忆的人躺在地里，我就会彻底消
失。

但这种失落感立马被迎面扑来的热风吹得无

影无踪，我感觉我实实在在地站在世间。
为什么呢？
因为我脚下的土地是生命。

脚下的生命
阴 电信学院 张振阳

秋天，总是以它独有的方式，悄无声息地潜入我
们的生活，给每一寸土地、每一片叶子、每一个心灵
都染上一层淡淡的金黄，带来无尽的遐想。而在我所
度过的大学生活里，秋天更是一个充满诗意与哲思

的季节，它如同一幅细腻的水墨画，缓缓展开在我的
记忆之中。

想起初入大学的那个秋天，一切对我来说都是
新奇而陌生的。校园里的林荫大道上，落叶如同疲倦
的蝴蝶，轻轻飘落，铺就一条金黄色的地毯。我踏着
这些落叶，心中既有对未知世界的憧憬，也有对过往
生活的怀念。秋风拂面，带来一丝凉意，却也吹散了
我心中的迷茫与不安。那一刻，我仿佛能听见秋天的
低语，它在告诉我：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也是一段新
的旅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渐渐融入了大学生活。秋

天的校园，如同一座巨大的宝库，等待着我们去探索
与发现。早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薄雾，照耀在静谧

的湖面上，波光粼粼，美不胜收。我常常喜欢在这样
的清晨，独自一人坐在湖边，手捧一本诗集，静静地
品味着那些关于秋天的诗句。它们或忧伤、或欢快、
或深沉、或浅白，但无一不触动着我内心最柔软的部
分。

午后的科大，阳光变得柔和而温暖，我常常会约
上几位好友，漫步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我们谈笑风
生，分享着彼此的故事与梦想。驻足在一棵挺拔的银
杏树下，仰望那一片片金黄的叶子，在秋风中翩翩起
舞。那一刻，我仿佛能感受到时间的流转与生命的更
迭，心中充满了对生命的敬畏与感慨。

傍晚时分，夕阳如血，将天空染成了一片绚烂的

红色。我常常喜欢在这个时候，登上笔架山，俯瞰整
个校园的美景。那些错落有致的建筑、那些熙熙攘攘
的人群、那些随风摇曳的树木……都在夕阳的余晖
中显得格外温馨而和谐。那一刻，我仿佛能听见整个
校园的心跳声，它与我的心跳同频共振，让我感受到
一种前所未有的归属感与幸福感。因为我知道，每一
个秋天都是独一无二的，而每一个秋天也都会成为
我们生命中不可磨灭的记忆。
如今，我已经度过了大学的多个秋天。每一个秋

天都如同一本厚重的书，记录着我们成长的点点滴
滴。它们或喜或悲、或笑或泪、或平淡或多彩……但
无论如何，它们都是我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因为它

们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生命就像秋天一样，虽然短
暂而易逝，但只要我们用心去感受、去珍惜、去创造，
就能让它变得无比美好与充实。

秋意浓
阴 自动化学院 刘杰

一天早上，同学约我去吃馅饼。我欣然答应，去了
一看却哭笑不得：这哪是什么馅饼，这不是火烧嘛。

拿来一吃，更让我这个潍坊人皱眉了：外皮不酥不
脆，没有韧性，内馅也如肉糜一般。只有“火烧”其名而
无“火烧”其实，倒真不如叫“馅饼”好了。

潍县火烧在潍坊人的味觉世界里有着难以撼动的
地位。正宗的火烧要选用三肥七瘦的精肉，细细地剁碎
后，用浓花椒水、酱油搅拌腌渍入味。然后加入葱、姜、
盐、味精、香油、木耳、鸡蛋糕搅拌均匀，这肉馅就算成
了。

如果说拌馅是精巧的技术活，那么接下来的外皮
就是力量的展现了。

面粉加温水揉成较软的面团。用花生油加面粉熬
制成油酥浆。这些正是起势的环节。当一切准备好后，
老板气沉丹田，从印着两朵大牡丹的搪瓷盆里将面团

捞出来摔在板上，然后拉长、压平、抹上油酥浆，卷起
来，凿成火烧剂子，压扁，包上肉馅，收边，最后反手将
圆匾形的火烧坯“啪”一声放在鏊子上，这就是干净利
索的收势。

最后就是火烧坯的历练了。揉好的火烧坯先放在
鏊子上煎和烙，使两面定型。然后转入炉内，根据火的
大小、生熟程度不断用铁叉子掏出，变换角度，然后重
新送入炉内来进行烤、烘、烧。

外壳变得焦亮韧脆，猪肉里的肥油滋润到了馅料
里面，火烧变得如碗口大小，呈鼓形，颜色由黄白色变

为火红色，这便是熟了。整个过程约在十分钟内完成，
时间短了，不熟；时间长了，易干。而这时间的把控也是

一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技巧。
早上六点钟，第一批火烧出炉后，面香、馅香、火燎

香，香飘十里。蹬着三轮车的老年人、骑着自行车的年
轻人，或是牵着小孩步行过来的家长、急匆匆上学的学
生就闻着满街扑鼻的、令人垂涎欲滴的香味来了。

肉的两块五，素的两块，用小筐装了，再盛上一碗
鲜香的豆腐脑。三口两口呼噜噜下肚，这一天的开头便
是心满意足的。

潍坊的火烧历史悠久。《资治通鉴》中记载东汉人
赵岐流落北海（即潍坊）以卖饼为生。

清朝乾隆年间，郑板桥担任潍县知县，恰逢潍县连
年受灾歉收，他勤政廉政，开仓放粮，带领老百姓积极
抗灾，百姓的生活逐渐回到正轨，市场恢复繁荣景象，

各种潍县地方小吃出现，火烧也在这时候出现。
作为早餐，火烧比不上苏式面的优雅，更没有早茶

的精致。但它淳朴扎实，是盐的味道，麦浪的味道，也是
历史的味道，家乡的味道。这些味道，已经在漫长的时
光中和故土、乡亲、勤俭、坚忍等情感和信念混合在一
起，才下舌尖，又上心间。

潍县火烧
阴 文法学院 王君竹

计算机学院 曹悦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