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游枸杞岛 

 

                                          曹红卫 

 

今年暑假，先生说带我去游枸杞岛。我对于去一个无名小岛探险有些莫名的

恐惧，先生说不怕，一切有他呢。枸杞岛是浙江嵊泗列岛中的一个深海小岛，以

盛产枸杞出名，据说，到了秋天，全岛一片红的海洋，树上都结满枸杞，煞是好

看，真是令人神往啊！ 

7 月，我们整装待发，历经 4个小时到达渡口，又弃车乘船 4个小时，终于

来到了传说中的枸杞岛。时间已是下午一点半了，房东说我们没有预订中饭，没

有特意准备，只有他们吃剩下的饭菜，不知道我们介不介意。我们肚子饿极了，

有吃的就好。没想到他们的剩菜还真不赖，其中一个是房东老太太自己准备的海

蟹浆——把小海蟹捣碎，加上作料生吃，味道真鲜美啊！房东老太太看我喜爱，

又给我加了点，从此每顿饭，她必备海蟹浆给我，连早饭也如此。 

      根据前几年海岛游的经验，下午 3点多应该属于退潮时间，到了 4点多

又要涨潮了。而退潮时候可以挖到很多海鲜。于是下午 3点半，我就穿好长袖衣

服带好帽子防晒；拎着小桶带好小 准备挖海鲜，全副武装地赶海去了。 

枸杞岛在深海，所以海水特别清澈碧蓝，海浪很大。到了沙滩上，已经看

到很多渔民坐在沙滩上挖着什么。渔民告诉我，涨潮的时候贻贝会跟着潮水上来，

埋到沙里，退潮的时候就可以挖到了。渔民给我看了他们的收成，好羡慕啊！我

学着渔民的样子，坐在沙上，也不管下面有没有水，手捧沙子朝前扔去，仔细观

察，再挖再扔……突然手里有异样的感觉，哇，是一颗好大的贻贝，色彩艳丽，



煞是好看。渔民也很开心，说我能干。我把大贻贝送给了她，作为从师的回报。

出师了，另选地方独立开展工作。居然挖到了不少贻贝，房东老太太说贻贝烧面

条最好吃了，很鲜很鲜。 

     第二天，凭着在东极岛的赶海经验，很快我就在礁石上找到了小鲍鱼，

并继续往礁石底摸去。一个海浪从头顶打过来，我顺势趴到海里，摸到礁石底部

有很多软软的能活动的贝类。我抓了一把，求教渔民，果然是毛娘，可以吃。渔

民很热心，帮我一起摘。最终满载而归，我拎着装满海鲜的水桶和塑料袋，赤着

脚走在归去的路上，有游客好奇地问我们是不是当地渔民，我笑而不答。 

     后来，我看见一个渔民在岩石上敲敲打打，上前询问，是捉生蚝。立刻

动手，挖！生蚝壳太硬了，一不小心就把手割破了。先生直接到房东家里拿了一

把切菜 ，用 背把壳敲破，把肉取出，剩下的一面啊，就留着吧。海鲜要用海

水洗，这样才鲜。沙滩上挖个坑，海水立即涌了出来，把硬壳洗去，生蚝直接可

以生吃了，真美，余下的准备下酒。房东惊诧我们居然能挖到生蚝，她说她自己

也从来没有挖到过。 

8 月，我们带着弟弟、妹妹三家人集体出发，再游枸杞岛，队伍已经是浩浩

荡荡了。海里冲浪是免不了的。一个无底小皮艇成了大家的道具。趴在皮艇上，

迎着海浪上下起伏。忽然一个大浪打来，皮艇立刻翻身，我们也都掉进海里，喝

口海水，咸咸的很涩，吐！再来！ 

     这次我们开发了一个新项目，就是海上钓鱼。隔夜还在担心，会不会有

大风大浪？会不会晕船？会不会翻船？我们可都不会游泳！ 

      一出海，风平浪静！原来只是在内海。钓鱼时没有鱼竿，直接把线扔

进海里 3-4 米深，不断上下抖动鱼线，不一会，鱼就上钩了，收线，快！呀，不

好，突然感觉轻了，原来是下面的砣掉了，鱼自然是没有了。再来。不一会，弟

弟妹妹们都有了收成，特别是弟弟，一线收了 3 条鱼，大家惊叫连连，齐声说佩

服。忙了一个小时，大家都有了收获。接下来是收渔网。渔民知道我们今天要出

海，特意昨天把渔网洒下了。拉网需要很大的力气，拉了几下实在是拉不动，最

后还是渔民拉了。渔民一共放了 20 个笼，进笼的都是螃蟹，哦，还有一条小鳗

鱼。最后一个项目是采贻贝。枸杞岛是贻贝最大的养殖场，远远看去就上是海上

星星。渔民把绳子拉了起来，我们七手八脚地采贻贝。中午，我们品尝着自己劳

动的果实，叽叽喳喳地聊着自己的感想，真是不虚此行！ 

 

 

 

 



生命可贵 

 

12 纺织 王垲烨 

《圣经·旧约·创世纪》里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历经七日，便有了一切

生命。但我觉得，生命其实是一种冲破束缚、彰显力量的方式。 

那么，生命究竟从何而来？ 

其实探究生命的起源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生命太过深刻却又充满活

力。比如沐浴阳光雨露，庭院的花就会准时开放；比如经历厚茧作牢，树上的的

虫就会破蛹成蝶；再比如冬去春来，大地万物就会悄然复苏。 

生命源于一种力量的爆发，一种意念的寄托和对生存的渴望。 

像那深深庭院中朵朵绽放的花，充满对世界的憧憬，是花房孕育了生命；像

那遒劲树干上新生的蝶，充满对信念的坚持，是虫茧孕育了生命；像那反复重生

的大地万物，充满对春天的渴望，是冬的瑞雪孕育了生命。 

生命如此平凡，又如此热烈。它的起源也许就是对生存的憧憬与向往。我们

不禁要问：那生命究竟有何意义？ 

你看花朵、蝴蝶，万物复苏不仅给我们带来视觉享受，更让我们明白，生命

不是用来浪费的，只要努力追求总会有回报。即便花可能开得没有想象那么艳，

蝶可能飞得没有想象那么高；即便万物经冬仍会枯萎衰褪。但既然拥有生存的力

气，就不要将它白白糟蹋，这是生命最直白的意义。 

生命的意义还在于对生活的由衷的热爱与感激。你对生活不热爱，颓废苟活，

那生命自然不会绽放光彩。 

女作家海伦·凯勒的遭遇是我们不能想象的，但凭借对生命永不放弃、永远

热爱的信念，她获得了生活中的另一种平等，也是生命的馈赠。她明白人生的价

值需要自己去实现，生命的意义需要自己去探索。也正因为不停的努力，她的生

命在不起眼的角落开出了一朵最美丽的花。 

还有残奥会上那些奋勇拼搏，气势丝毫不输常人的运动员们。他们明白生命

可贵，所以才会更努力，希望实现自身价值。只有对生命充满感激的人，才会感

恩于生活，这是生命的魅力与意义。 

当你全身心投入自己的生活，享受生活热情的氛围，品味生活为生命添加的

酸甜苦辣时，你会发现自己早已不悲不喜，宠辱皆忘，因为所有的喜怒哀乐，在

追随生命的过程中已经全部得到了。 

 既然生命有它独特的魅力和意义，那么我们理应尊重生命。如今有很多生

活在城市边缘的流浪者，单就风餐露宿的生活状态来看，确实很不幸。在浙江慈

溪的时候，我碰巧看到一个老人，在安全通道口弹吉他维持生计。他的破吉他是



别人丢弃不要的，琴弦已基本没有完好。但老人慢慢悠悠地弹着吉他，嘴里哼着

调调，到动情处还摇晃两下脑袋。偶尔也有人扔几个硬币过去。我在旁看了一会

儿，翻出几个硬币，跑过去，轻轻放在他跟前。他抬眼微笑着对我说了一句“谢

谢”。我明白他要的不过是一份尊重和理解。 

还记得捐过一些东西给灾区的孩子，当时整理了很多过去的玩具衣物，可

是突然意识到别人用过的东西你得到了未必会很开心。于是重新买了玩具和文

具，直接去邮局寄了过去。我想，他们看到这些应该会真正感到快乐和满足。因

为没有人把他们区别对待的感觉是最自然，最舒服的，这也是尊严最渴望得到的

慰藉。 

 尊重是令每一个生命维持尊严的象征，好比对待一棵树、一朵花，你随意

践踏，也许明天它们就不再明艳。作为当代大学生的我们，努力奋斗是实现生命

价值最直接的方式，也是自己对于生命的一种尊重。让我们一起倾听生命的美好，

让我们懂得感恩生活、尊重生命！ 

 

 

 

 

 

 

【好书推荐】 

             历史的守望：《额尔古纳河右岸》 

 

《额尔古纳河右岸》是第一部描述我

国东北少数民族鄂温克人生存现状及百年

沧桑的长篇小说，曾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作品通过一位年届九旬的鄂温克族“最后一

个酋长的女人”的自述，将故事向我们娓娓

道来——在中俄边界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居

住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迁徙而至、

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族人。他们信奉萨

满，追逐驯鹿喜欢的食物而搬迁、游猎，在

享受大自然恩赐的同时也备尝艰辛，人口式

微。他们在严寒、猛兽、瘟疫等天灾的侵害

下求繁衍，在日寇的铁蹄、“文革”的阴云



乃至种种现代文明的挤压下求生存。他们有大爱，有大痛，有在命运面前的殊死

抗争，也有眼睁睁看着整个民族日渐衰落的万般无奈。作品展示了鄂温克族一代

又一代的爱恨情仇、独特民风和生死传奇，显示了弱小民族顽强的生命力及其不

屈不挠的民族精神，也反映了这个民族在现代化与城市化进程中，不断进行抗争

和抵抗的现实，其文学主题具有史诗品格与世界意义。 

《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作者是当代著名女作家迟子建，她曾三获鲁迅文学奖，

并获澳大利亚“悬念句子文学奖”等多种文学奖项。作品有英、法、日、意大利

等多种译本出版。迟子建多年来一直保持着温情而诗意的创作风格，她的作品中

有很多经典的“迟式好人”，他们在俗世中辛苦地讨生活，在辛酸中拥有小幸福，

坚强而不失尊严地活着。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怀着素有的真挚澄澈

的心，进入鄂温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温柔的抒情方式诗意地讲述了一个少数民

族的顽强坚守和文化变迁，表达了她对“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坚持信仰、爱憎

分明”等被现代社会所遮蔽的人类理想精神的彰扬。 

迟子建的文风沉静婉约，语言精妙，小说具有史诗般的品格和文化人类学的

思想厚度。她曾这样介绍《额尔古纳河右岸》这部作品：“如果说我的这部长篇

分为四个乐章的话，那么第一乐章的《清晨》是单纯清新、悠扬浪漫的；第二乐

章的《正午》沉静舒缓、端庄雄浑；进入第三乐章的《黄昏》，它是急风暴雨式

的，斑驳杂响，如我们正经历着的这个时代，掺杂着一缕缕的不和谐音。而到了

第四乐章的《尾声》，它又回到了初始的和谐与安恬，应该是一首满怀憧憬的小

夜曲，或者是弥散着钟声的安魂曲，我不知道自己谱写的这部心中的交响曲是否

会有听众。我没有那么大的奢望要获得众生的喝彩，如果有一些人对它给予发自

内心的掌声，我也就满足了。” 

 

 

 

 

 

 

[阅读札记] 

      谈《徐霞客游记》的文学价值   

                             12 旅管(2)班    赵江 

 《徐霞客游记》被誉为“古今游记之最”、具有“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

文字”的“千古奇书”。无论是在文学性、纪实性和故事性上，还是在独特的日

记体的运用上，《游记》都是一部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的作品。 

http://baike.baidu.com/view/1502443.htm


   杨名时说 “其所记游迹，凿凿有稽，文词繁委，要为道所亲历，不失质实

详密之态，而形容物体，摹绘情景，时复雅丽自赏，足移人情，既可自怡悦，复

堪持赠者也”。这都从文学上肯定了《徐霞客游记》的文学价值。 

 我在解读游记之时，从他的描攀点缀、托兴抒怀中，发现了那不“与古人游

记争文章之工也”的文学价值。徐霞客虽不曾刻意为文，也不是以一个文学家的

身份来写作，但游记中处处流露出浓郁的文学色彩。 

 《徐霞客游记》有几大特点：秉笔直书，真实记录；篇幅巨大，涵盖面广；

简洁精炼，对比确切；观察精细，探索规律；实践创新，卓识超前。 

例如《浙江金华的冰壶洞》里写道:“洞门仰如张吻,先投杖垂炬而下,滚滚

不见其底,乃攀隙倚空入其咽喉,忽闻水声轰轰,愈秉炬从之,则洞之中央,一瀑从

空下坠,冰花玉屑,从黑暗中耀成洁采。水坠石中,复不知从何流去。” 

这里从形状、声音、光线等角度写出了冰壶洞的洞门、洞中的情形,洞深不

见底,洞中瀑布发出轰轰的巨大声音,溅起的水花如冰花玉屑在黑暗中闪耀着洁

白的光彩。水落到石上不知去向。这里的描写逼真、形象、真是有声有色,把洞

内瀑布的神态传达出来了,同时给游者又留下了想象的余地。 

 徐霞客湘江遇盗,其过程很曲折惊险,但作者侧重表达了对静闻在患难中保

持的高尚品德的赞赏和自己不改旅游初衷的意志。顾仆逃走,对霞客是很大的打

击。霞客因“怜其寒”,故叫他与一和尚下山去睡,因信任他把钥匙都给了他。结

果顾仆把所有财产都卷走。当和尚要去追时,却被霞客阻止了。“但离乡三载，一

主一仆，形影相依，一旦弃余于万里之外，何其忍也！”过程的曲折每一步似都

出乎读者意外，但作者侧重还是要表现人物的内心。主人公从对顾仆“怜其寒”，

到“何其忍”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 

《贵州白水河瀑布》一篇中，徐霞客写黄果树瀑布，声音之大如雷，比拟物

之大是“万练、万幅”，显示出瀑布形状的巨大了。又用“飞空”、“腾空”等词

语来形容瀑布位置的高悬，再用“捣珠崩玉”来进一步比喻飞起水沫的动态，直

接逼出一个“壮”字。平心而论，霞客的游记在叙事写景的大气上已超越了柳宗

元，而确实类似于司马迁写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有声有色，有形有神，气势非

凡，具有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徐霞客游记》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文化瑰宝，是徐霞客游游探险、科学

考察光辉实践的记录，也是徐霞客智慧和力量的结晶。它不仅继承发展了中国散

文的优秀传统，还吸收了明代先进的美学思想和诸家散文之长，采用游记体裁，

锐意革新，使山水游记散文焕然一新，成为古今日记体游记散文之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