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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晚学了，走在回家路上，雨突然下了起来。我撑

开伞，快步向车站走去。

雨一下子变大了，等到我跑到车站时，身体已经湿

透了。我看了看表，已经19点50分了。

唉！我长叹了一口气，不为别的，只为我的失误。

只差了一分，我就能满分了。只因为一个小小的失

误，虽然在我看来不算什么，可是他们呢？已经无数

次了，每次这种时候，我越是不在乎，反而会使他们越

发生气。我想着想着，仿佛看到了他们惯有的神情和

话语——千里之堤，毁于蚁穴，小小失误将酿成大问

题……

我真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总是对我小小的失误

耿耿于怀，揪住小辫子不放手！

想到这里，我越发生气。在我看来，那张考卷上

的两个数字，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忽然，一个奇怪的念头冒了出来——我不回家

了。

不，不！我随即否定了这一想法，接着又看了看

表，20点15分。

天哪！他们最反对我晚归了。平时18点半到家就

要挨骂了，现在已经这么晚了，我又没考好，这下真完

蛋了！我开始为公交车的晚点而焦急。

20点20分，20点21分，20点22分……

为什么公车还不来，我已经恨不得跑回家了，可是

大雨让我只能安静地等待。

要不不回家了吧。又是这个奇怪的念头，现在的

我觉得这也有好处：反正都要被骂，晚一分钟是一分

钟。看着这雨，我却不敢走近它，默默的和自己打着

赌：公车21点前到，我就乘车回家；反之，不回。

20点55分，20点56分，20点57分，20点58分，20点59
分……

21点！

好吧，我站起来，向雨中缓缓走去……不知怎

的，我的脚迈得很慢，好像渴望着有所转机。这时，一

束灯光从身边射过，我回头望去，啊，是公车！

21点20分，我终于到家了。

敲开家门，迎面而来的是妈妈的拥抱。她帮我卸

下肩上的书包，旋即又端出来早已烧好，却还热气腾

腾的晚饭。爸妈和我围坐在桌边，我夹起最爱吃的红

烧肉就往嘴里送，吞噬一阵才发现，爸妈一直在看着

我吃……妈妈笑道：“侬吃得慢一点……”

那是我晚归后，最好吃的一顿晚餐。

对
于演讲，我是一向

畏惧的，常常站在台

上，头脑中却一片空白。好在，我

见到了名为“我是演说家”的一

档栏目。

在这里，他们畅所欲言，毫

无畏惧，更加令人惊奇的是，他

们愿意诉说自己的故事，过去

的伤痛、欢乐与泪水，化作一句

句动人的话语，展现在众人眼

前。成名音乐家徐徐道来未出

道前的坎坷经历，盲女孩讲述

成为广播员的奇迹。他们在舞台

上，仿若入无人之境，静静讲述

属于自己的美好。我不禁自惭形

秽，也无比好奇，究竟是什么，让

他们有如此的勇气，向众人讲自

己不堪回首的往事；揭开心底最

痛的伤疤；抑或是讲对亲人的思

念；对当今社会现象的不满。

终于，我明白了，那一句：“你

说，我们听。”短短一句话，却

似给演讲者注入了无数动力与

自信，这是对演讲者的基本尊

重，也许，他们为这一篇篇演讲稿

呕心沥血，为这一刻付出无数的

努力，仅仅因为这一句话，便轻易

地让演讲者平静。对于那些曾经

受过伤的人，演讲的机会无异于

是对他的救赎与重塑。台下的人

都屏息倾听你的苦，你的痛，无数

由心而发的共鸣也因此产生，这

痛便因为倾诉而减轻；这种人

与人心灵的互动，均由一句“你

说，我们听”来维系。

凝视台上神采飞扬，高谈阔

论的他们；抑或是潸然泪下，十

分激动的他们，不同的嗓音，不

同的性格，却都拥有同样的自

信。这是一种被尊重，被信任的

情绪自然流露。每一个敢于站在

这个舞台上的人都是成功的，无

论是否得到继续提升的机会，他

们至少得到了常人所没有的那

份独特的体验，这不是朋友间

互诉心事，甚至不是老师与学生

之间的交流，而是一个人将自己

的思想和故事展现给一群人，于

是痛苦得以减轻，欢乐得以加

倍，思想得以传播。“我是演说

家”提供的不只是一个供人们演

讲的平台，它更提供了人们最需

要的信任与尊重。

渐渐喜欢上演讲，当一双双

眼眸凝视自己时，心里悄悄道：你

说，我们听，刹时心里便无比宁

静。演讲，是与听众进行心灵的

交流，思想的碰撞，灵魂的互

动，你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

作，每一个表情，都会得到相应

的回应；演讲，不再是拘束和萎

缩的代名词，而是绽放自己，倾诉

心声的机会，是将思想尽情传播

的最佳途径。

仅因听闻那句“你说，我们

听”。

“我是在大海自由徜

徉的糖醋鱼，你是在天空

肆意翱翔的麻辣翅根，那天

午后，你飞到水面问我：‘你

我之间，究竟是谁，比较下

饭？’”“我的数学老师，非常

可爱，又非常黑，像可爱的小

黑兔。可我听不懂数学课，所

以，每节数学课后，我都无比

地想，想吃兔肉。”

这些充满新奇和童趣的

诗句，出自高三女生王登棱同

学，这些诗句被王同学的同

桌拍下来发到微博上后风靡

网络，王登棱被称为“食物派

诗人”。

一个高三女娃，即便在

面面相觑的“最恐怖”的数

学课，也能有“要被数学气

死啦，想把腌抛物线剁了，包

进椭圆，用双曲线扎紧，剁了

吃”的奇思妙语，课余信手涂

抹的“高中生活的小调剂”，暖

心又有品。

王同学，让我们看到

了，即便在应试大战迫在眉睫

的时刻，“世界也不只苟且，还

有肉与远方”。这样的灵性

诗意，将高考似乎都软萌化

了。难能的是，王同学对网络

热议，似也全然无动于衷，这

份淡泊定力让小姑娘显得更

可爱，也更让人折服。

你说，我们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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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派诗人”：不只有食性更有诗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