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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阅读昭通·少年

那天，我和妈妈观看了由昭通市融
媒体中心拍摄制作的纪录片《年少时的
梦》。影片中，6个孩子都说出了自己的
梦想，有的长大要当科学家，有的要当
教授，有的要当老板，还有的只是简单
地说长大后要好好读书。是啊！少年
就应该有梦想。那么，梦想又是什么
呢？梦想是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种渴望，
它是现实生活的延伸和拓展，是人类进
步的动力，也是不断创新的源泉。梦想
可以是远大的理想，也可以是日常生活
中的小小愿望，它的本质是让人拥有动
力，让生活变得有意义。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光荣的教师，用
洁白的粉笔传授知识，用博大的胸怀关

爱学生。正是有了这个梦想，我才会去
努力和坚持。冬天来了，天气寒冷，手
被冻僵了，写字也写不好，作业也不想
做，可一想到自己的梦想，我浑身就充
满力量。梦想像一盏明灯，指引着我前
进的方向，激发学习的热情和兴趣。

有时考试没有考好，我会陷入深深
的自我怀疑之中，甚至产生放弃梦想的
念头。观看了这部纪录片后，我
深受鼓舞。面对重重困难，我们
应该保持积极的心态和坚定的
信念，奋力追逐自己的梦想。在
以后的学习生活中，不管遇到什
么艰难险阻，我都要坚持下去。

所以，就算知道前路漫漫，

也要争取活得绚烂；就算知道命运无
常，也要用梦想的泰坦尼克号去撞击现
实生活中的冰川。

“鲜衣怒马少年时，不负韶华行且
知。”少年人意气风发，正是拼搏的年
纪，为何总有人折戟沉沙？有人说这是
命运的安排，但我并不这样认为。若只
是空想而无实际行动，终将一事无成。
梦想是触手可及的，又是遥不可及的，
关键在于你如何看待和行动。

“现在不好好读书，来年就吃社会
的苦”，这句被说烂的老话，倒藏着深刻
的道理。世人皆知读书苦、社会苦、事
事皆苦，可谁又能否认，熬过当下的苦，
方能见未来的明？读书未必是唯一的
出路，却是多数人靠近梦想的捷径。

守长梦，不辜负
他们的梦里揣着对未来的向往。

杨德旺最终留在了杨家山，守着这个小
山坳，守着自己的小幸福。每个人的梦
想都不一样，就像小时候的杨德旺梦想
当老板，现在却每天在山坡上放牧。十
年前，他天真地说：“我长大后要当大老
板！”十年后，看完纪录片的杨德旺感慨
自己当年没好好读书，如今只能让孩子
跟着自己受苦。其实，守护家庭，何尝
不是一种幸福？

再看杨光喜，他的梦想是当一名科
学家。如今，他也回到了杨家山，灰头
土脸地靠着微薄的薪水养家糊口。他
有自己的小家，作为家里的顶梁柱，要

承担很多压力。其实，谁不是负重前
行？就像一只飞鸟，若不敢逆风振翅，
不在暴风雪前蓄力，没有直面挫折的勇
气，就创造不了奇迹。

守常梦，心态稳
每个人长大后都会发生变化，但王

青松的转变却令人唏嘘。当年那个开
朗的少年，怎么就变得沉默寡言了呢？
我总认为对待困难应持积极乐观的态
度，心态要好，但当我看到王青松那双
无神的眼睛时，心中不禁涌起一阵酸
楚。时光流转，生活总是出人意料，没
有任何希望，没有目标，这还算是真正
的人生吗？王青松如今与父亲一同打
工，眼中满是疲惫，肤色也被岁月染得
黝黑，这背后的辛酸，谁能真正体会？

再看杨涛，他曾经的梦想是当一名
教授。如今，他跟着同乡张开发跳四筒
鼓舞。这是送别离世之人的古老仪式，
虽说收入微薄，但至少能够支撑生活。
杨涛积极乐观的心态让他从不认为生
活没有意义。

守旧梦，向远方
虽然有梦想，但没有实际行动，那也

只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空想。人这一
辈子会有许多遗憾。如果没有遗憾，没
有追求，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这样又有
什么价值呢？人应朝着梦想前进。刘冬

梅是唯一在纪录片中实现梦想的人，她
为什么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呢？

刘冬梅今年大三，她从小便立下
了要考大学的志向 ，并一直为之努
力。当然，刘冬梅能够考上大学，既得
益于她的勤奋 ，也离不开父母的支
持。像她这样的同龄人大多已经结
婚，而她的父母不仅支持她考研究生，
还从不催促她结婚，以免让她为此分
心烦恼。她的父母为了供她上大学，
在昭通的一家餐厅打工，而刘冬梅为
了减轻家庭负担，也利用假期兼职赚
钱。为了梦想而奋斗，为了未来的光
明而努力，我相信刘冬梅在未来一定
会成为有一番作为的人。正是她这种
坚持不懈的精神，才成就了她如今的
学业。同时，刘冬梅不仅专注于学业，
还注重锻炼身体。我们也要像她一
样，既要努力学习，也要坚持锻炼，做
到劳逸结合，科学用脑。

少年何妨梦摘星，敢挽桑弓射玉
衡。当然，读书并非实现梦想的唯一途
径，但却是最踏实的。梦想就住在我们
心里，只要我们努力，它便是触手可及
的。如果我们懒惰，梦想就会变得遥不
可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堕落，如
同一只不再飞翔的鸟，最终只能坠入山
崖。因此，我们要坚持不懈，向梦而行。

守常梦待久至
大关县复兴中学51班 杜云梅

《年少时的梦》观后感
巧家县玉屏街道中心小学三年级（4）班 王梦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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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图 陶宣淇

梦想是什么呢？没有一个固定答
案。有人说梦想是天上的星辰，是海底
的珍珠，是心底的种子。这些说法其实
都对，因为梦本就不尽相同。

屋外阳光明媚，杏树枝繁叶茂，微风
拂过，树叶“沙沙”作响，映星正在劳作。
映星总说她吃了没文化的亏，是个不稂
不莠的人。她很少主动谈及上学时的
事，偶尔说起，也只是带着一个淡淡的笑
容说：“哎呀，那时候我成绩可好啦。”眉
宇间闪烁着复杂的神情，时而忧郁，时而
释然，令人难以捉摸。

窗外的杏树渐渐染上了秋天的色
彩，叶子仍绿着，但边缘却开始泛黄。一
次谈话中，映星学生时代的故事终于露
出了全貌。因为家里贫困，每天放学后
她都要帮母亲割草、喂猪，还要照顾腿脚
不便的祖母。到了晚上，她在微弱的油
灯下做作业。映星说，她当时特别喜欢
上学，回答问题也很积极。但是好景不
长，祖母的眼睛忽然看不见了。弟弟和
哥哥都要读书，所有的重担都落在母亲
身上。总得有人付出，映星最后一次去
学校，作业做得非常认真，老师表扬了
她。回家后，映星背上背篓去割草，很晚
才回家。母亲催促她睡觉，她淡淡地说：

“没关系，明天不用去学校。”是啊，以后
都不用去学校了。

那年，映星九岁。从此，她成了母亲
的助手。母亲操持家务，映星忙农活，一
家人的生活蒸蒸日上。忙着忙着，映星
就长大了。

映星轻轻叹了一口气，然后接着
做事。

“灯火星星，置换须臾。”窗外的杏树
傲立在风雨中，任岁月流转。映星的脸
上开始长出皱纹。一天，我和映星一起
看纪录片，片里6个孩子曾经喊着要当科
学家、教授，十年后，他们却只谈论眼前
的生活。苒苒时光磨退少年志，回头看
时，他们甚至已记不清年少时的梦想。

我怕映星也像他们那样，我怕她告诉我
平平淡淡才是真。

在人生的路上，映星给我的是生命
的教育。这一次，我也想用自己的方式，
来帮助一个人——我的妈妈。我知道读
书、上大学一直是妈妈梦寐以求的事。
我问妈妈；“你还想上大学吗？”妈妈疑惑
地看着我说：“为什么？”“不为什么，就为
实现自己的梦想。”我说。妈妈的眼眶湿
润了，眼睛里出现了一片海。

妈妈手里拿着几本书，看着窗外的
杏树出神。

其实，映星心底一直有个声音响起：
“没文化又何妨？来者可追。桑榆暮景
又何妨？有梦的年纪，就是华年。”

生命总是交织着湿润的雨露与蓬
勃的绿意，即便回望时满目苍凉。在斑
驳的岁月深处，映星不时听到理想绽放
的声音。看着自己的梦一次又一次倒
下，一次又一次爬起，回望过去的几十
年，映星不想留有遗憾。读书的念头在
她心中潜滋暗长，而这一次，我们携手，
奋起直追。我们都会成为那澎湃的诗
篇，凭借理想的翅膀，飞过峥嵘山峦。

“生于山，不困于山。”我们不会沉默，我
们终将奋起。

故事的最后呢？春风燎野，花簇奔
流。窗外的杏树发出新芽，微风拂过，它
摇曳着身姿，与那些春天里的百花，一同
沐浴阳光雨露，一同迎风怒放。谈及生
活的变化，她满心欢喜，跨越时间的长
河，映星再次拾起了她的梦想。史铁生
说：“爱，原就是自卑弃暗投明的时刻。”
未来的路上，花明柳媚，柳亸莺娇，我们
驻足观望，共赏这旖旎风光。

“映星，我们都要实现自己的梦想。”
映星用力地点着头，笑得灿烂。她

问：“你的梦想呢？”
我指了指天空，说：“以后，这儿就是

我的主场。”
我们一路向阳赴花期。

梦想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存在于未知
的世界里；梦想源于人们对现实生活的美
好期许与向往，是人们心中对未来的一种
真切期盼。妈妈告诉我，我一岁时“抓
周”，抓到了一支笔和一张面值 100 元的
人民币。也许，那就是我最初的梦想。从
呱呱坠地到在学海中徜徉，随着时间的推
移，我接触了一些人和事，渐渐地懂得，每
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有的人梦想成为
一名航天员，遨游太空；有的人梦想当一
名教师，桃李满天下；有的人梦想金戈铁
马，驰骋沙场……我也有自己小小的梦
想，且随着光阴流转不断变化。当我观看
了纪录片《年少时的梦》之后，心中泛起层
层涟漪，不禁感慨，其实梦想就在脚下。

梦想，源于本真。“我想当科学家”“我
想当教授”“我想当老板”“我只想好好读
书”……纪录片中，杨德旺等 6 个孩子的
梦，是他们内心最真实的想法，纯粹得不
带一丝杂质。我的年纪正与15年前的他
们相仿。今年小寒节气，上完培训班后，
爸爸接我回家，路过太阳湖沙滩时，他突
然问我以后的梦想是什么，我脱口而出：
军人、作家、坤道。爸爸很不理解，接连抛
出很多个“为什么”，我却说不出更多缘由
——只觉得军人很飒，那身绿军装是我眼
中最美丽的衣裳；作家很自由，写了文章
有了稿费便可环游世界；坤道可研习道
法，济世利人。诚然，我的梦想和当初 6
个孩子的梦想是一样的，都是当时内心的
真实想法。

梦想，基于生活。纪录片中的杨德
旺、杨光喜和杨涛始终没有外出，一直守
护着高高的山、清清的水，与成群的牛羊
为伴，迎送着往来的游客。业余导游杨德
旺坦言：“踏入社会才知生活的艰辛，如今
的梦想是照顾好小小的家，让妻子和孩子
吃饱穿暖。”牵马载客的杨光喜只盼父母

安康，孩子能“好好读书，走出大山”。跳
四筒鼓舞的杨涛牵挂着即将读小学的孩
子。想当教授、大老板的王青松和孟阳涛
随家人搬迁进城后在外务工，儿时的梦想
离他俩越来越远。只有刘冬梅一直追寻
着“好好读书考大学”的梦想，在考研和考
公之间选择继续深造。她说，多读点书，
以后发展的空间会更大。变与不变之间，
曾经的梦想已照进生活的现实。

梦想，始于足下。“千里之行，始于足
下”，小学三年级课本里的这8个字，那时
只理解字面意义，如今，我渐渐懂得了其
中的道理。它凝着杨德旺的感慨：“现在
吃不了学习的苦，将来必定吃生活的苦”，
映着刘冬梅说的：“农村的孩子并不比大
城市的孩子差”，嵌着孟阳涛的反思：“如果
时光可以倒流，我一定会好好读书，因为
它可以改变很多东西”……父母常常挂在
嘴边的“读书未必能成功，但不读书一定
难以成功”是颇有道理的一句话。它让我
忽然明白，梦想就好比挂在枝头的苹果，
想要得到它，就必须自己走过去摘。对于
身处新时代信息大潮中的青少年来说，好
好读书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通往梦想
的道路，除了努力奔跑，没有任何捷径。

“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少年儿
童从小就要立志向、有梦想”“好好读书，
才能梦想成真”……这一句句谆谆教诲，
如春风化雨般滋润着我们。作为城里孩
子，我的生活条件确实比片中6位主人公
优渥许多，但我从未忘记父母也曾是山里
的孩子。“我从大山走出来，要回到大山里
去，为家乡的教育事业作贡献”，冬梅姐姐
的这番话早已镌刻在我的心里，并时时激
励着我。或许梦想的轮廓还会改变，或许
愿望的果实未必都能摘取，但在这条追梦
路上，我将以奋斗者的姿态奋力奔跑，且
以山河为证。

年少时的梦
昭通市实验中学高397班 胡晓玲

梦在脚下
鲁甸县第一小学五年级（5）班 王何鲁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