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孙晨旭
北京市一七一中学高二（7）班

“做人得佛系，不争不抢”“凡事啊，顺
其自然就好”⋯⋯看看身边，诸如此类的

“佛系”言论随处可见。正值青春的当打之
年，“佛系”少男少女们却张口闭口“不争不
抢”，还美其名曰为“顺其自然”。

可真正的“顺其自然”是这样吗？
我认为，真正的“顺其自然”，不是“不

作为”，而是拼尽全力之后的“不强求”。世
人所赞颂的诗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
腰”，愤然离去，于山水中寻一方清净。可如
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想，若是陶渊明遇
这一时挫折而后重振旗鼓，仍想办法积极
入世，结局是否会不一样？被我们调侃“不
是被贬官，就是在被贬官的路上”的苏轼，
可谓一生坎坷。可他却仍在为官期间造福
当地，尽自己所能报效国家；“人生得意须
尽欢”的李白，也曾积极进取渴望有所作
为，有着“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远大抱负。两
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也带给我们更深的思
考。虽说“行事在人，成事在天”，可若“人”
不愿行事，又要“天”如何成事？

当然，若已经竭尽所能，也不必太苛求
结果。屈原为国忧心忡忡，几次劝导君主未
果，终是在楚国大败之日举身投于汨罗江
中。但要是他能不过于看重结果，不以这种
方式潦草结束自己的生命，我们是否能得
以窥见他更多的思想光辉？每年都有些年
轻生命选择自我放弃，令人扼腕。若他们能
把结果看淡，顺其自然，在往后的日子更加
努力，活出自己的精彩，这世间是否能因为
有他们的存在，而更多几分美好？“仰望星
空，脚踏实地。”若能真正脚踏实地拼尽全
力，即使没能摘到眼中的星星，至少也能收
获被星光笼罩过的温暖记忆。

“佛系”“丧文化”充斥的当下，我们似
乎都习惯了消极和抱怨，却很少真正为改
变当下作出努力。反观疫情期间，无数青年
医生勇于逆行，奔赴一线，尽一己之力改变
现状，只问奉献，不问结果。他们的拼搏将
被我们铭记，我们又怎能“不作为”地“顺其
自然”？

“顺其自然”不是“佛系”，拼尽全力后
才有资格“不强求”。

（指导教师：牟昀）

顺其自然
≠

佛系

亲爱的爸妈：
你们好！
首先允许我用写信的方式和你们交

流，是因为：面对你们，我怕又会发生不
愉快的事情。

今年我 14 岁了，这两年我与你们之
间的关系和小时候不大一样。之前，我对
你们的教诲和各种安排，都是言听计从，
就算不乐意，还是会去执行。但这两年却
不同了，我更多的是抗拒与争执。有时，
即便你们提出一个极佳的方案，只要不合
我意，我偏偏不去执行，还振振有词地与
你们争辩，甚至关门不理。你们都说我变
成了一只刺猬。其实，我的内心与我的外
在表现并不一致，常常想脱掉带刺的外壳
与你们敞开心扉好好沟通。

我们之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矛盾？

我总结了几点：
首先，认知不同。我认为自己长大

了，可以独立了，有能力去追逐自己的梦
想；可你们还认为我永远是那个依赖着你
们的小孩子，没有你们的管理和教育，无
论我干什么，你们都不放心。你们的想法
也不是完全不对，我这个人自控力弱，没
有你们的管教，我会放松自己，学业落
下，有时连学生起码遵守的规则都不一定
可以遵守。但你们也有过分的地方：你们
处处不信任我，不相信我可以独立处事，
比如，你们不放心我一个人上下学；不让
我自己去培训机构上课；不允许我单独乘
公交车。我知道这是在关心我，可我已经
长大，我想证明我能行。你们应该学会放
手，让我独自面对社会生活，处理应对各
种问题。

其次，时代不同。我和你们跨越了 3
个年代，是不同时代的人。你们的童年和
青少年时代，有许多机会与小伙伴们一起
游戏玩耍，抽陀螺、打扑克牌、追逐打闹
等，玩得不亦乐乎。而我的时代却和你们
大不相同。除了上学完成作业，还要面对
各种各样的考试。我也希望放松，可是，
无论是双休日还是暑寒假，都要补课。随
着科技的发展，我们玩的内容和方式都大
不一样了，各种动画片、电子游戏应有尽
有，但周边缺乏伙伴。你们如今讨论的话
题有关政治、经济、科技、军事和家事，
而我们小孩之间的话题是游戏、二次元、
漫画和体育。可以说你们连游戏挂机会扣
信誉分都不知道。

时代不同，经历和兴趣爱好不同，会
使我们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大不相同，也就

形成了我们常说的代沟。这条代沟是不可
逾越的，这导致我们没有共同话题，无法
愉快地交谈。我希望我们在一些问题的解
决方法上可以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求同
存异，这样可以有效地缓解矛盾。

最后，缺少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请你们不要以“我在帮你，我在关心
你”的方式来帮我成长，这样只会打击
我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也不要以“我是
你家长”，我有权利了解你的情况的名
义，来把我心中的秘密全部夺走。希望
你们真真切切地相信，我已经长大了，
我可以保护好自己。我也要理解你们，
顶着巨大的工作压力，担负家庭生活责
任，还要督促关注我的学习，关心我的
生活，理解万岁。

你们的刺猬儿子脱下刺猬的外衣，平
心静气地对你们说几句心里话，希望你们
能听见我的心声，采纳我的意见，让我们的
亲子关系更加融洽。

祝你们工作顺利！
你们的儿子 湛 腾

2021年1月17日

（作者肖湛腾为上海市复旦五浦汇实
验学校 74 班学生）

爸爸妈妈，请不要以
“我在关心你”的方式帮我成长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实习生 左智越

1 月 14 日，15 岁的苏州市立达中学初

三（19）班学生王诗瑶翻开成绩册上的期末

评 语 ，读 到 了 这 样 一 段 话 ：“C（石 墨）=C
（金刚石），看似平淡无奇的石墨，在特定条

件下也能转化为璀璨夺目的金刚石。在积

极进取中，你也一定会获得华丽的转身，寻

找光彩耀眼的真实自己。”

王诗瑶高举着成绩册，兴奋地向伙伴

们“炫耀”着班主任兼化学教师薛磊给予她

的特色评语。

同学们发现，薛磊老师花费一周时间，

为全班 45 名同学都分别定制了一段别出

心裁的期末评语，评语均用化学方程式的

形式呈现，让人眼前一亮。

充满化学风味的期末评语

王诗瑶学习成绩一直很好，进入初中

后，课程日渐增多，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找不到学习方向，名次也滑落到 36 名。要

强的她心理压力很大。

在薛磊的鼓励下，王诗瑶开始尝试合理

分配时间，并对每门课的内容进行详细归

纳、绘制思维导图。渐渐地，她找回了自信。

这次期末，她的成绩也冲进了全班前

二十。这段极具创意的期末评语满含着薛

磊的鞭策与激励。

薛磊说，2018 年，孩子们刚入学时，他

就曾为孩子们定制寄语。他将每一位同学

的姓名融入评语中，表达对同学们美好的

祝愿。3 年后，他希望通过同样的方式，将

同学们带回“梦开始的地方”。

刘聿航是班级里的“学霸”。如今，他凭

借优异的成绩已被江苏省苏州中学少年预

科 班 录 取 。直 到 今 天 ，刘 聿 航 还 记 得 薛 磊

2018 年给他的寄语：“希望你以笔为船，在

书海中扬帆远航。”

“我没有辜负薛老师的期望，未来我定

将继续努力学习。”刘聿航内心充满感激。

正是薛磊幽默风趣的讲课风格让他对学习

充满了兴趣。

在这次期末评语中，薛磊送给刘聿航

的化学方程式是关于甲烷和氯气反应。原

来 ，在 化 学 反 应 中 ，无 论 取 代 哪 一 个 氢 原

子，反应的生成物都是氯化氢。

薛磊希望通过这个化学方程式告诉刘

聿航：“不论你身处何方，只要继续努力，就

能够更加优秀。”

翻开一本本期末评语，类似的“薛氏幽

默”还有许多：“活泼的钠放置在水面上，会

随着产生的气流到处游动，还时不时发出

爆鸣声。正如你这学期在化学课上的表现，

思维活跃，发言积极，使你在各个方面都有

了闪光点。喧哗之后终将回归平淡，但老师

还期望你能保持这番热情。”

比如：通电之后，连最普通的水都能转

化为一种清洁的高能燃料。在今年的班会

课上，老师看到了你策划与主持的潜力，看

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你。期待你在新的成长

点有所突破，找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又比如：“心思细腻的你就像深紫的高

锰酸钾，一点固体即可渗透整个溶液，映出

雅致的淡紫。希望在升温加热下，你能坚持

不懈地绽放自己，释放出寄予美好希望的

氧气滋养他人。胸中有丘壑，立马振山河！”

“Li（注：锂），是 什 么 ？密 度 最 小 的 金

属。正如小巧玲珑的你，不畏浮云遮望眼，

只缘身在最高层。稍加变动，活泼的‘2-1’

结构也能变成稳定的结构，已经有了勤奋

刻苦、认真自觉的你，稍微变动就将其化为

智慧的动力。”

不要忽视任何一个孩子

学生们眼中的“孩子王”“知心大哥哥”

薛磊其实已经 42 岁。2002 年，自南京师范

大学毕业后，薛磊就来到这里成为一名化

学教师。

2005 年，薛磊开始担任班主任 。19 年

的教学经验教给薛磊一个道理：不要忽视

任何一个孩子。薛磊在创作期末评语时，

就充分考虑到每一个学生的个性与特点。

学生何家豪活泼好动、性格开朗，是班

级里的“开心果”。给何嘉豪的期末评语，薛

磊花费了一番心思。结合铁丝在空气中燃

烧的反应，薛磊寄语何家豪：“如果将铁丝

变成纳米级，那么在空气中它也能够燃烧

起来。所以你要沉住气、耐住性子，学习也

要更加细心哟！”

同样的化学反应也有不同的寓意。薛

磊也将该化学方程式赠给了冯欣悦。与何

嘉豪正相反，冯欣悦性格内向、沉默寡言。

在对冯欣悦的期末评语中，薛磊写道，

“铁丝在空气中很难被点燃，但在氧气中燃

烧却很容易。你要更加积极的融入外界环

境，才能绽放青春的光彩。”

对于朝夕相处 3 年的学生，薛磊只希

望通过化学课堂为他们带来成长的快乐。

在课余生活中，他鼓励同学们广泛交友并

收获美好的友谊。学生叶子、方若熙就是一

对“黄金搭档”。

叶子开朗阳光，学习优异。但她却与性

格迥异的方若熙关系甚好。在薛磊的鼓励

下，两人结成了对子。一起玩耍的同时，叶

子还悉心地帮助方若熙温习功课。方若熙

的成绩明显得到提高。

看着这一对“好姐妹”共同进步，薛磊

显得十分开心。在期末评语中，薛磊以“氢

与 氧 化 铜 ”为 例 ，在 性 质 活 泼 的 氢 气 带 动

下，黑色的氧化铜也能显现出光亮的红色。

薛磊告诉方若熙，在生活、学习和工作

中，朋友们的言行举止会影响自身的习惯

与看法，那就让好朋友一起磨砺出最耀眼

的光芒。

从 1 月 5 日开始，他就着手开展期末评

语的“创作”，花费了一周课余时间与休息

时间。周末，薛磊更是全天无休，加班加点

完成“创作”。

对薛磊来说，为学生做一些事情并不

算是牺牲个人休息时间。相反，他很乐意为

学生们花时间、花心思。因此，课堂上总是

充满着欢声笑语。

讲 解 固 态、气 态、液 态 等“ 三 态 变 化 ”

时，薛 磊 还 与 学 生 玩 起 了 小 游 戏 。在 教 室

里，他与 45 名学生拥抱在一起。他允许学

生们有轻微的移动，但不能大范围自由移

动。“像我们现在这样，就是固体。”薛磊生

动地讲解着。随后，他带领学生们在教室范

围内不停移动：“像我们这样只能在教室里

自由移动的就是液体。”

随后，薛磊又将学生们带到操场上，让

他们自由奔跑模拟气体的状态。灵活多样

的小游戏搭配细致地讲解，使学生们很快

掌握了多个知识点。

让更多孩子给化学“写情书”

提起化学作业，初三（19）班的同学们

脸上不禁露出笑容。原来，薛磊布置的作业

在校内是出了名的有趣。“薛老师的作业并

不是布置得少、任务轻松，而是更有趣味，

可以带领我们探究化学的可能。”学生朱逸

泓说。

“理科男”薛磊在布置作业时总会耍一

把“文艺范儿”。朱逸泓对于化学课上布置

过的作业大多记忆犹新。学期过半时，薛磊

就 在 作 业 中 要 求 全 班 同 学 给 化 学 写 一 封

“情书”。这让朱逸泓觉得十分新奇。

“化学是一门较年轻的学科。”薛磊说，

总会有人提醒，化学制品、化学添加剂中含

有有害的化学物质，这让很多人对化学望

而生畏，而给化学“写情书”正是帮助同学

们打消对于化学的陌生感。

薛 磊 的 化 学 课 带 给 朱 逸 泓 极 大 的 乐

趣。她天天掰着指头盼望着薛磊拿着各种

各样的教具走进教室。

她在“情书”中写道：“化学，你曾是我

心间遥不可及的梦。当有一天，我走进你、

接触你，感受那涌上心头的奇异与欣喜，我

竟发现，你是那么的可爱。”

让朱逸泓惊讶的是，薛老师居然也和

同 学 们 一 起 完 成 作 业 。在 薛 磊 所 写 的“ 情

书 ”中 更 是 玩 起 了 年 轻 人 们 喜 爱 的“ 谐 音

梗”。他将锇、砹、铊、锝、镁、锂等 5 个化学

元素排列在一起，谐音读起来就是“我爱她

的美丽”。

这样的“土味情话”成为师生之间良性

互动的一把钥匙。薛磊总是有办法逗得学

生们捧腹大笑。在欢声笑语间，孩子们更加

明白化学元素周期表的重要性，并纷纷将

常用元素名称、符号反复背诵、记忆。

“化学作业是分组编排小品，这是只有

在薛老师的课堂上才会拥有的‘福利’。”何嘉

豪最喜欢薛磊布置的排练化学小品的作业。

在化学小品中，何嘉豪将化学物质的

形态、特点，通过拟人化的手法进行呈现。

他饰演“铜绿”这一物质时，为同学们表演

了矿工们第一次在矿洞中发现该物质，并

将其命名为“孔雀石”的场景。

“原来‘孔雀石’就是我的名字呀！”何

嘉豪惟妙惟肖的演技，逗得大伙儿捧腹大

笑。完成这一个“爆笑小品”其实并不容易。

薛磊的悉心指导下，何嘉豪不光掌握了课

本上的内容。他还在网上广泛搜集相关资

料，扩充了许多有趣的化学知识。

在 一 个 又 一 个 小 品 中 ，薛 磊 将“ 填 鸭

式”的教学迅速转变为了学生自主学习的

课堂新模式。不仅如此，课堂上的每一个小

游戏、每一个有关化学的“段子”其实都浸

润着薛磊的心血。

“每个孩子都像一个化学方程式。”工

作之余，薛磊习惯通过微信公众号来写一

些教学感悟与人生心得。公众号名称“话鲜

为怡”也是取自成语“化险为夷”的谐音。他

希望学生们都可以让生活充满快乐，从而

化险为夷。

1 月 10 日 ， 薛 磊 最 新 更 新 的 一 条 动

态写道：“为每一位孩子都找到了化学方

程 式 ， 为 他 们 的 学 期 表 现 赋 予 期 望 。 希

望 以 此 为 三 年 的 陪 伴 留 下 有 意 思 、 有 意

义的印记。”

在这条动态下，是初三（19）班同学们

齐刷刷的点赞。对薛磊来说，这是他最幸福

的时刻，也是作为一位人民教师所能获得

的最高荣誉。

薛磊：给期末评语涮点儿“化学风味”

□ 吴嘉荣
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龙园中学七年级
16班

可能每一个男孩都是科幻迷，我也不

例外。

每当我沉浸在一部科幻作品所呈现的

庞杂的科学概念、宏大的场景、切换自如的

人物时，都能产生许多“不切实际”的想法。

阿瑟·克拉克的 《2001：太空漫游》

让我思考人类未来何去何从；艾萨克·阿

西莫夫的 《银河帝国》 让我收到整个银河

系发来的回应。

我 跳 出 自 己 生 活 的 小 城 ， 遨 游 在 宇

宙 之 中 ， 感 知 想 象 力 的 极 限 。 心 灵 开 阔

了 ， 对 整 个 世 界 或 是 具 体 事 物 的 感 受 也

焕 然 一 新 。 就 像 “ 同 好 ” 常 说 的 ， 身 处

多 大 的 环 境 就 有 多 大 的 眼 界 ， 但 科 幻 作

品 打 破 时 空 的 限 制 ， 用 虚 拟 的 世 界 拓 宽

了我们的视野。

晚上在家不经意地向上一瞥，我就可

以看到那浩瀚的星空，城市的灯火虽然让

星星黯淡了许多，但它们美丽的光芒走过

了几百、几千光年，来到了这个星球、来到

我的眼中，不禁令人感叹：伟大！

刘慈欣是让我对科幻作品产生浓厚兴

趣的启蒙作家，尽管他戴着一副普通到不

能再普通的眼镜，但我相信，他的眼睛中倒

映着整个宇宙。

星河在他的描述中闪烁，然而，更令我

触动的是作品中无处不在的渴望。像《中国

太阳》中的水娃从为家庭、祖国，再到为了

全人类的梦想作出的改变，像《圆圆的肥皂

泡》中市长与女儿对梦想的守望，像《鲸歌》

中对人性和自然的思考，都潜移默化地改

变着、影响着我对世界、对宇宙、对生命、对

未来的观点。让我明白了自己的渺小，在宇

宙之下的渺小，也让我感受到了自己的伟

大，自己意志的伟大，让我想改变自己、成

就自己，为家庭和社会贡献力量。

和刘慈欣一样，很多优秀的科幻作家

都是孤独的望星者，凝视着天空中的一颗

颗星星。在他们构建的宇宙中，他们掌控着

无穷的力量，可以毁灭、重

建，但大多数作者并没有

这样做，他们把读者对世

界表面的认识引向内部更

深层次的意义与内涵，用

精彩的描述告知我们一个

亘古不变的真理——世界

是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

化的。这也让我懂得，追

求梦想，并不是一味地努

力，而是要顺应时代的发

展，在社会日新月异的更

迭中，做好接受一切挑战

的准备。

这是我迷上科幻作品

的原因，它就像明亮的恒

星，在我的生命中闪耀着

无比绚烂的光芒！

（指导老师：倪翠坤）

科幻作家是
孤独的望星者

□ 邹馨瑶
天津市第一中学滨海学校高三（1）班

番茄炒蛋，是老百姓桌上极具地方特

色的一道菜，色泽鲜艳，美味价廉，烹饪简

单，承载我饮食记忆里挥之不去的味道，历

久弥新，穿透时空依旧可以品尝那一丝丝

烟火味，释怀中弥漫着勇气，弥漫着坚持，

弥漫着初心。

7 岁那年，“番茄炒蛋”是勇气。也许是

因为小时候被烫伤过，直到那次经历前，我

一直很怕火，甚至连打火机都不敢碰。但那

时候异于平常小孩的大概就是我思想觉悟

高，明白要打破局限，于是在 7 岁那年，我

第一次踏进了厨房。鲜艳的西红柿，金黄的

鸡蛋液，准备工作顺利进行着，直到点火。

我后退了两步，小心翼翼地伸出手，飞快地

将火点开，把手缩到袖子里，颤颤巍巍地向

锅里倒油，撒葱花。油烟升起，厨房里满是

葱花的香气。大概是因为这香味实在诱人，

我好像逐渐适应了油锅里偶尔飞溅出的一

两点油滴，逐渐适应了偶尔变大的火焰，逐

渐战胜了心中的恐惧。有很多时候，勇气不

是从你的脑袋里生出，而是从你的脚下涌

现的。已经忘记了当年的番茄炒蛋是什么

味道，但它意味着 7 岁那年的我敢打破局

限的勇气。

14 岁那年，“番茄炒蛋 ”是坚持 。时光

飞逝，眨眼就到了中考体测大关，犹记得那

天我穿着红色 T 恤，碰巧又被发到了黄色

的号码服，用老师的话说，简直就是“番茄

炒蛋”的配色。我小时候是个小胖子，一直

不善于跑步，所以到了初三那年，在别人看

来轻松愉快的体育课，在我看来无外乎是

“人间地狱”。每次跑 800 米前，我都会紧张

得不能呼吸，站在跑道上就已经开始提前

感受到窒息，但我知道我不能停，一直跑，

才会赢。于是在 14 岁这年，我奋力奔跑，一

个、两 个 的 超 过 前 面 的 对 手 ，终 于 显 眼 的

“番茄炒蛋”跑到了终点。出乎所有人的意

料，体育不好的我拿下体测满分。“番茄炒

蛋”不再局限于是一道菜，它更像是我里程

碑一样的标志，那是 14 岁那年我拼尽全力

的坚持。

18 岁这年，“番茄炒蛋”是初心。可

能因为身边的诱惑慢慢变多，我逐渐失去

了当年迈出舒适圈的勇气，失去了当年那

份“我敢”“我能”的初心。因为国庆作

业的缘故，我又一次做了番茄炒蛋。其实

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再进过厨房了，也很长

时间没有耐下心来好好做一道菜。拿着鸡

蛋，对着铁锅沿口轻轻一磕，拇指和食指

轻轻一扣，蛋壳随着裂缝慢慢掰成两半，

里面的蛋清包裹着蛋黄一骨碌溢出，如拉

线的蜘蛛，落入锅底发出滋滋声。看着蛋

液顺着锅壁滑进油中，我突然想到第一次

做饭时的勇气，想起那年中考令人惊喜的

坚持，那么现在的自己呢？翻炒、出锅，

我好像又看到了曾经那个固执但敢拼的小

孩 。“ 番 茄 炒 蛋 ” 早 已 脱 离 了 物 质 的 形

式，成为我一路成长的见证，带 18 岁这

年的我找回初心。

我想，番茄炒鸡蛋对于我而言早已不

只是一道家常便菜，抡起锅铲，把岁月做成

一道菜，在弥漫的烟雾中回味着曾经的味

道，与岁月共勉，味蕾在血脉中静静流淌，

从心灵深处缓缓走来，一切依然如昨天，勇

气不减，坚持不减，初心依旧。

（指导教师：董瑞庚）

我和番茄炒蛋的这些年

2018 年 5 月，拉萨，当雄草原上的牦牛和星空。

视觉中国供图 （资料图片）

我的麻辣老师

同 好

表白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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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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