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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老师，你们班‘小公主’的牙掉了，已经哭了半节
课。”接到科学老师怒气冲冲的电话，一想到阿萱（化名）那
副“矫情”的样子，我长长地叹了口气。果不其然，还没等我
走到教室门口，就看见她被两个学生搀扶着向我走来。

阿萱白净的小脸上还有哭过的泪痕，一看到我，嘴巴一
瘪，眼泪直往下流。“代老师，我……我牙掉了。”说着，她摊
开手，小小的手心里躺着一颗小小的牙。

为了不让她耽误上课，得尽快安慰好她。我赶紧蹲下
来，看了看她手心里的牙，又看着她，柔声地安慰道：“阿萱，
每个小朋友都要掉牙，掉牙是件很正常的事，你不信问问她
们俩？”搀扶她的两个女孩立马点头，一个说：“阿萱，我昨天
自己都把牙拔了。”“你看，我这颗牙，也松了。”说着，另一个
女孩还张开嘴，用手推了推她晃动的牙。

“阿萱，如果你舍不得你的这颗牙，你就回家把它保存
好，当你想它的时候，就拿出来看一看，现在就回教室上课
好不好？”阿萱珍视地将那颗小牙握在手里，然后点了点头，
就进教室去了。

望着她那小小的背影，我有些忍俊不禁，才两周，这样
的桥段她每天要上演好几次。她总是不举手就下座位，跑
到前面来述说她的各种“不满意”：换座位的时候，椅子上有
一点黑色的印记，她死活不换；放学牵手出校门的时候，她
嫌弃旁边男同学的手脏；体育课上，让她双手搭在别人肩
上，她给体育老师说前边女生的头发乱……诸如此类，慢慢
地，“矫情的小公主”名号就在我们一年级传开了。

每当老师们从我们班上完课回办公室，都要向我抱怨
阿萱。音乐老师说，她上课身体一直扭来扭去的，像个毛毛
虫。叫她站起来，她偏不，就坐在位置上盯着老师。老师拉
她，她就开始躲闪，嘴里发出尖锐的叫声：“我不！我就不！”
还不停地吼着：“坏老师！坏老师！”

数学老师说：“我上课让她站起来，她冲我翻了好几个
白眼，我真是气得不行！”

英语老师说：“我才一说她，她就双手叉腰，瞪着我，嘴
里还发出‘哼’的声音！”

…………
凡此种种，比比皆是。每次我都是气不打一处来，严厉

地批评她。可是我发现，她根本不吃这一套，批评她只管用
一会儿，下节课她又继续开始她的“表演”。

有一天，阿萱突然哭着跑到我的办公室：“代老师，他们
说我有‘公主病’！我没病，他们才有病！”听到她这么说，我
差点儿“噗嗤”一声笑出来，可不是嘛，在大家眼里，她这不
妥妥的就是“公主病”嘛！

看到她哭得这么伤心，我突然灵机一动，替她擦去眼
泪，拉着她的手说：“阿萱，你知道公主都是什么样儿的吗？”
她盯着我，继续抽泣。

“你见过公主吗？”她点点头。“你见过哪些公主呢？”
“白雪公主、艾莎公主、安娜公主……”
“那你想想，这些公主是不是天天哭哭啼啼的？”她摇摇

头。我继续问：“她们有没有天天嫌弃这个，嫌弃那个？”她
又摇摇头。“那她们是不是坐得非常端正？站得也非常端
正？说话也没有大声叫？”

“代老师，她们都非常优雅！”见她来了兴趣，我赶紧附
和：“对啊！公主都是非常优雅、高贵的，你看大家也觉得你
是个可爱的小公主，所以你也要像个公主一样。”

她有点儿兴奋：“那我变成公主了，会有公主裙吗？”
“有呀！妈妈会给你买的，而且，公主哪怕穿上校服也

是公主啊！”
阿萱有些结巴、又有点儿兴奋地说：“那……代老师，我

喜欢当公主。”
“那好吧，尊贵的小公主，现在就请你上课去吧！记住，

你现在可是公主哦，别忘了自己的身份哟！”她点点头，小跳
着跑回了教室。

第二节课的时候，我跑到窗户跟前，偷偷去瞄了瞄阿
萱，她果然坐得端端正正。下课后，还得到了数学老师的小
红花，她跑到我面前，雀跃地说：“代老师，当公主有一点点
累，但是被表扬的感觉真好！”

和她妈妈的沟通中，我也知道了，原来阿萱平时是爷爷
奶奶在照顾。老年人溺爱孩子，对阿萱有求必应，所以一旦
有不符她心意的事，她就开始耍“小公主”脾气。

我和她妈妈一起做了约定，让她回家做好老年人的工
作，不能一味地纵容和溺爱，同时，父母也要多抽时间陪陪
阿萱，毕竟她是个才7岁的小姑娘，最重要的是，等她变得
有个“公主”样儿了，妈妈就可以给她买件公主裙。

从这件事，我也学到了要“用魔法打败魔法”。于是，我
开始改变我的策略，对阿萱不再只是讲规矩提要求，而是开
始让她以一个“小公主”的身份要求自己，我也不断肯定她
的优点、鼓励她，并告诉她越来越像个小公主了。

当她坐端正的时候，我立马表扬她；当她作业做得好，
我把她的作业投到大屏上；当她站好队，哪怕只坚持了一会
儿，我也立马表扬她。……就这样，在我的“甜言蜜语”下，
阿萱开始有所改变了。任课老师的“投诉”少了，班上同学
的“告状”少了，她哭哭啼啼的时间更少了。

这周早上，我一进教室，发现阿萱穿了一件蓝色的毛衣
纱裙，她看到我特别高兴地说：“代老师，你可以说‘公主，请
上课’吗？”说完，又有些扭捏。看到她那紧张又期待的小眼
神，我大声喊了出来：“尊贵的小公主，请上课！”我一说完，
阿萱的脸一下就红了，笑容都快从她的脸上飞出来了。

为了不让其他同学觉得我“偏爱”她，我又立马大声补
了一句：“6班尊贵的王子、公主们，请上课吧！”全班开心地
笑了起来，然后一个一个坐得端端正正，等待着我上课，那
堂课上得特别轻松，孩子们也特别投入，全都沉浸在了“王
子公主”的光环中。

曾经，我视这些“网络梗”为“洪水猛兽”，总觉得这些会
扼杀孩子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如今，我又想，他们这群孩
子出生在网络时代，伴随着网络和海量信息成长是我们需
要共同面对的处境。堵不如疏，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孩子在
接触中学会辨别和选择，既要引导他们与时代同步，也可以
以此为契机，引导他们积极、正确地面对这些网络热词。

初冬，气温开始下降，每次降温前都会有一

场风，或大或小，或长或短。有时刚刚入夜，听见

窗外有风嘶吼的声音，知道明天又要降温了，该

添衣换被了。夜里，我们看不见窗外的情形，但能

听到风在黑暗的掩护下，无所顾忌，正横扫着阻

碍它们前行路上的一切。

听见窗外的风声，我会想起一些画面，诸如

此时江岸边的一丛芦苇，乌桕树上渐渐红了的叶

子和藏在叶间蜡白的乌桕籽，田野间的一棵老

树，山坡上枯黄的茅草，想起一座山和山下的一

座村庄，想起它们在风中的样子。

在冬天，夜里的风会不会也是黑色的呢？即

使在夜里，看不见窗外的风，我也知道它们是乱

的，在乱冲、乱撞、乱嘶、乱吼，它们大概想要寻找

到可以长驱无碍的坦途，好逞一逞威风，好完成

自己的使命。

白天时，我看见了风的乱，它不再是某个黑

夜里的想象，它就在眼前，吹乱了行人的头发，吹

乱了我们见惯了的街头保持的某种秩序。天气预

报所说的风向，可能只是指某一阵风的大致方

向，和我们所见到的风向并不一致。在现实中，风

大多是乱吹的，在充满障碍物的街道上，风向是

迷乱的，在空旷的原野里也是如此，好像找不到

准确的方向，也像从来没有具体的方向。风会吹

乱一棵树的枝叶，吹乱地上的一蓬草，吹皱一池

湖水，波纹的皱，也是一种乱。风会让地上的一堆

落叶，因找不到方向而胡乱地旋转，会让落下的

花瓣在空中迷失方向，会让田野里的一头老牛停

下吃草四处张望。……

在自然界中，很多植物的种子是借助风来传

播的。植物的种子会在某个季节成熟，成熟的种

子在等待着一场风，等待着风带它们远行。有些

种子心事重，被风吹落，随着山坡滚不多远，或是

落进溪流之中，随水流到某处河滩，在某处生根

发芽。种子最终的去向，我们并不清楚，它们最终

是否会成长为另一株植物，我们也不知道。

在风中，每当我看到一株植物的种子成熟

时，心里总有一些庆幸和担忧，庆幸它的成熟，担

忧它的未来。其实我的庆幸或是担忧，都是无益

于事的。我不能破解植物与风之间的秘密，我也

理不清一阵风和一粒种子将展开的乱如麻的踪

迹，又怎能预测它们的未来呢？

寒雨初霁，阳光露出可爱的笑脸，全世界都

笼在花朵般的灿烂中。漫步在河畔小树林中，最

引人注目的是一株高大银杏树，明晃晃的阳光打

在树上，如披了黄金甲般华丽绚烂。清风过，叶纷

飞，犹疑着盘旋而落，那是季节送给大地的问候。

待到千林扫作一番黄，落叶将逐晨霜尽，却也更

显出着树的挺拔与风骨。

家乡的意杨树落叶最早。斯时若到城外，走

在成片的意杨林中，脚脖子深的黄叶踩上去窸窣

作响，倏忽间就可能奔过一只野兔，也有刺猬惊

慌而逃，平添了一分野趣。燃起一堆黄叶，烤几只

红薯或刚钓的鲫鱼，黄叶林、篝火堆，三两知己，

在渐渐沉下去的夕光里，道一段红尘往事。

深秋至初冬时的法国梧桐，阔大叶片一天天

变黄，黄成焦糖色，尚有许多淡黄、青绿的叶片同

在枝头，拼成斑斓画布。雨天里，撑一把伞，行走

在这样的街头，远远地飘来糖炒栗子摊的吆喝

声，感觉是不是颇有些老城风味？法桐也叫二球

悬铃木，枝头挂几串小铃铛似的果实，荡过来晃

过去，直晃到雪满枝头也不肯落，很是有趣。

路边的无患子树叶遍黄，袅袅纷飞时便露出

龙眼似的果实。待水分收尽，风一吹过，叮叮当当

的果子就落在树下滚动。撕开其硬皮，漆黑的果

仁硬得铁锤也砸不烂，若用器具打上孔，穿起来

就是好看的手链。

苦楝树黄叶落尽，树上就剩了苦楝果，时有

鸟雀啄食——如今楝树果不多见了，那是我们儿

时的玩具。此时的鹅掌楸，明明白白就是袖珍的

短袖黄马褂，一件件晾出来，让冬阳照得几近透

明，可爱得很，怕是小婴儿才能穿得上吧。

水杉的羽状叶褪得最是彻底，绝无眷恋。一

根根主干直冲云天，树冠便成了镂空的塔，棕褐

色的宝塔甚得鸟雀青睐。门前那七棵水杉，每至

残阳晚照时分，便有无数的麻雀在塔身上叽喳欢

噪，是赛歌、斗嘴，还是畅谈、开会？直至夕光收

尽，才渐次安静。

古人吟咏黄叶的诗句也多：“黄叶覆溪桥”

“黄叶堆空阶”“无边落木萧萧下”“西风策策黄叶

舞”……最喜王唯那句“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

飞”，日暮时分，西风猎猎，十万落叶在风中旋舞，

翻卷、扑打、纷飞，飘过山中小筑、古寺门楣、高楼

花窗，然后悠悠然飘落在地、在庭、在书案前，从

风中的喧哗到落地后的寂静，伤感与苍凉是一定

的，但能让人感到别样的凋敝之美从枝头的一颗

新芽到回归大地的一枚落叶，从最初的嫩红到最

终的枯黄，生命的轮回就在这风吹起的一道美丽

弧线中上映。

也有经冬不凋的树，如枇杷、松柏、香樟、山

茶、广玉兰，还有橘树，浓绿的稠叶间缀了一颗颗

佳果。小区里还有香橼树，高大墨绿，抬头便见枝

叶间缀着一颗颗小皮球似的果实，可惜摘不着。

某夜狂风大作，翌日晨起，见树下躺了五六颗蜜

蜡色的果实，比拳头还大，我喜滋滋地捡回，盛在

白瓷盘里，做了案头清供，平添一室清芬。梦中似

乎听到月夜里，一枚香橼“啪”一声坠落，滚在一

地轻软的黄叶堆里，一声叹息。

临近晚餐时间，学校后门敞开，不少学生鱼贯而出。此
刻，夕阳在天，晚风轻拂，树梢镀金，鸟雀归巢。

傍晚校门外的后街，熙熙攘攘，人头攒动，显得有些狭
窄。一辆经营餐食的小推车，支在人行步道上，旁边几张折
叠小餐桌排在一边。摊前，围着一群刚刚从校园里走出来
的大学生。

这个小食摊与众不同，经营的是一种荤素砂锅，极像东
北出名的“乱炖”。一张展开的木质大案板上，横横竖竖排
列着十几个方形小塑料菜篮，里面是洗切好的蔬菜，青菜、
萝卜、刀豆、芹菜、青椒、黄瓜、菠菜、鲜韭……旁边是十几个
铝皮盆子，里面装着各种荤菜，猪肉、羊肉、牛肉、毛肚、肉
皮、肉丸、鱼丸、虾球……此外，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调料钵
子。案板的另一头，一只煤气罐接着七八个火头，火头上坐
着砂锅，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儿。

在食摊前忙着的是一对夫妻。女的拿着一个竹篾夹
子，忙着为食客选菜。她一边按要求往盆子里夹菜，一边算
着价格，随口报出应付款数。男的在案板的那一头，负责煮
菜，配放各种调料。围在摊前的孩子，根据老板娘的报价，
在案板上的二维码上刷手机付费，小喇叭连续不断地发出
收款的报账声。从喇叭里听得出，学生们所选的“乱炖”，一
小盆的价格在三四十元到七八十元不等。

连续看了两三个女生选菜付款，又看到旁边的折叠桌
子上，好几个男生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我便在餐桌旁坐了
下来。

“为什么喜欢到这个摊子上来吃东西？大学食堂的菜
不合你们胃口？”我问。

“不是。我们学校的食堂办得还是蛮好的，平时很注意
菜品的多样性。不过，我们想家了，所以，还是喜欢来这个
菜摊，吃吃我们自己想要的老家味道。”一个正在大快朵颐
的学生与我搭话。

“在这里能吃到老家的味道？”我感到几分不解。
“他们家这个摊子，最大的好处是能够让我们自己选

择，选食材、选调料。你看看，我们几个人吃的都不一样。”
“是的”，旁边的一个戴眼镜的学生说，“西北来的喜欢

酸醋，湖南、四川来的喜欢重辣，还有来自内蒙古、新疆的，
牛羊肉是他们的最爱……这个摊子，可以满足我们的各种
要求。……”

听到这里，我心中不禁为这对夫妇的经营之道叫好。
“你们是不是经常出来吃这样的炖菜？”
“不是。特别想家的时候，我们就来这里解解馋。”
又一批盆菜炖熟了，现在端着盆子坐下来的，是刚才点

菜的几个女生。她们吃着，叽叽喳喳，言谈中流露出抑制不
住的欣喜。

我明白了，孩子们围着的这个食摊，看上去选择的是不
同食材，实际上，萦绕在他们心头的，是一种对家乡、对父母
的依恋。

“家乡的味道”“母亲的味道”，这是刻印在人们味蕾上
的永恒记忆，它伴随着人的一生，哪怕是走到天涯海角，这
种记忆也不会改变。

人过日子有时候过得很忙乱，忙到不知今夕何夕，而季

节却有条不紊。风、光、花朵、叶子、云彩、雨水、露珠、雪花

……大自然利用各种物候提醒我们到了什么时候，该穿什

么样的衣，做什么样的事。

天黑得早了，亮得晚了。风冷了，吹来的方向也变了，北

边的窗户不能轻易开。厨房的窗户恰好朝北，若是没有关

窗，早上一看，必是满地狼藉，蔬菜、餐具、抹布、餐纸被吹得

摇摇晃晃。没有关窗户的厨房，冷得人直打哆嗦。

窗外的柿子树，光秃秃地站立在呼啸着的风中，红红的

柿子已被摘完了，只剩下叶片被风吹得哗啦啦响着。风是染

料，不知不觉间，青青的叶片已换了容颜，有的黄、有的红。站

在窗前往下看，深红浅黄的叶片落了一地，有一种绚烂的美。

时光老了，秋深了。

无边落木萧萧下，这秋日的绚烂景致，令人一边为美惊

叹着，一边为岁月流逝惆怅着。这惆怅不是忧愁，不是鬓发

苍苍的伤感，而是平和地接受。关于时光的飞逝，人世的轮

回变迁，命运的起承转合，心平气和地去接纳，就像叶落归

根，万物终将归于自己的本源一样。

白居易在《岁晚》里写道：“霜降水返壑，风落木归山。冉

冉岁将宴，物皆复本源。”落叶是秋季最精彩的华章，是大地

上草木再次的绽放，比春暖花开的团团锦绣更有气势，有着

沉甸甸的厚实和辽远深邃的壮阔。叶落到山林，是回复到寂

静的本色，回归自己的本心。

风落木归山。斑斓多姿的落叶先是在风里起舞，然后以

决然的气势回归到低处，沉寂于无言的岁月中。山敞开怀抱

把南来北往的落叶收在心底。

深秋的山林有寂静，也有热闹。自古以来，南来北往的

人都把登山赏秋当成一个很隆重的节目。似乎一个秋天不

登一回山，秋天就像白过了一样。收到一则提醒，说是登山

赏叶的旺季到了，得合理安排出行。万物复苏的春天也没收

到这样的温馨提示，可见大家秋日登山的热情。

到山中一趟，身心都顺畅了。山林的辽阔深邃不仅收纳

林间的落叶，也收纳着来自五湖四海的人的纷繁的心事和

烦恼。那些心事和烦恼经过山中清透的风吹，如叶片一样簌

簌而落，脚步便轻盈了，脚下的路也就宽阔了。

人在这一年里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情，经过时光的妙

手，也会成为一片片飞舞的斑斓落叶，最后落在心这座沉静

安稳的山里，成为生命历程里一个重要的部分。

“公主，请上课”
■ 代蕊

文化
拓宽人文视野 抒写教育情怀

黄叶纷飞
■ 朱秀坤

被风吹乱
■ 章铜胜

风落木归山
■ 耿艳菊

街头的“老家味道”
■ 王增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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