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工友们：
今年的高考已经落

下帷幕，无数学子正满
怀期待地迎来崭新的开
始。高考，是无数人青
春岁月里浓墨重彩的一
笔，而知晓高考分数的
那一刻，更是人生中极
具冲击力的瞬间。我们
诚挚地向不同年代的您
发出邀请，分享您当年
知晓高考分数时的难忘
故事。

我们期待听到不同
时代的声音：无论是踩着
二八自行车，一遍遍跑招
生办、学校，忐忑等待分
数和录取通知书的前辈；
还是守在固定电话前，反
复核对声讯号码，手心冒
汗按下按键的70后 80
后；又或是坐在电脑前，
不断刷新网页，焦急等待
系统开放查分的90后；以
及用手机一键查询，在社
交平台上与同学实时互
动的00后。请您写下查
询分数的方式，细腻描述
当时的心情，生动还原具

体的场景，回忆是谁陪在
您身边一起查分。无论您
是高考中的佼佼者，还是成
绩未达预期的追梦人，都欢
迎您分享此后的人生际
遇。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故
事，展现不同时代高考的独
特风貌，以查分方式的变化
折射时代的飞速变迁，更重
要的是，传递“高考是青春
一战，也只是人生一站”的
坚定信念 ，即便当时成绩
不理想，只要心怀希望、永
不言弃，人生依然能绽放出
别样的精彩。

稿件要求：字数1000
字以内，内容真实，情感真
挚，细节丰富，具有时代特
色。请于6月25日前发送
至邮箱313959371@qq.
com，邮件标题请注明“高
考查分激动瞬间+姓名+出
生年月”。

期待您的来稿，我们
将择优刊发。让我们一
同书写跨越时空的高考
记忆长卷，给予当下的年
轻人更多前行的力量与
勇气！

陪父亲坐高铁
■坤宇

杭长高铁与浙赣普速时远时近
有时平行，有时交集重合
就像父亲回忆中的岁月

67年前父亲是浙赣普速上的列车员
67年后父亲和我是杭长高铁的乘客

在杭州东站，我扶着父亲上车
让他想起当年值乘绿皮车
在车门口扶老携幼的情景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
当了4年列车员的父亲被精简回乡

开始了伺候庄稼的生涯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里
时不时地打开衣柜抽屉
摸一摸那些黄铜纽扣

黄铜纽扣上的铁路路徽
总是亮晶晶的没有一丝灰尘

高考恢复第二年
当我填写志愿的时候

父亲坚持让我把铁路学校填在第一个
焦急地等待了许多日子之后
终于如愿接到了录取通知

那天父亲紧紧地把我抱在怀里
这是我记忆中他第一次抱我

去学校报到前
他催着母亲找出一件中山装

把纽扣换成他珍藏的黄铜纽扣
一定要我穿上

这件不伦不类的铁路“制服”……

列车在杭长高铁上飞驰
在诸暨站停车又开车时
坐在舒适座椅上的父亲

已经发出了轻轻的呼噜声
梦中的父亲

正以时速350公里的速度穿越时空
回到67年前自己值乘的

那趟时速45公里的绿皮车上

他的青春曾经在每一个大站小站停留
那一个个背得滚瓜烂熟的站名

已经在一次次提速改造中
或被拆除或改了名字

44年前，他的大儿子来到其中的一个车站
接续他的梦想

见证铁路日新月异的变化

在上海天目东路80号
76岁的上海铁路局依然年富力强

西侧紧挨着的是铁路博物馆
几天前我陪父亲到这里参观

在那口金华站捐赠的铜钟前停下脚步
它来自一台饱经风霜的旧机车

钟声改成汽笛后一直用在西峰道口
从清脆的钟声到粗鲁嘶哑的汽笛
再变成风笛和电笛的糯软吴语

列车警示的变化
记录了铁路发展的突飞猛进

高考查分激动瞬间
即将来袭，速来沾喜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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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顺荣

记忆深处的夏日池塘，总是
浮动着大片大片的荷叶，粉白的
荷花点缀其间。父亲就像那塘中
的荷，看似静默无言，却用自己的
方式，给予我最温柔的守护与最
坚定的支撑，在岁月的长河里，绽
放出别样的芬芳。

幼时，家附近有一方池塘，每
到盛夏，满池荷花盛开。父亲总
会在闲暇时，带着我去赏荷。远
远望去，荷叶挨挨挤挤，像一个
个碧绿的大圆盘，荷花从荷叶间
探出头来，有的含苞待放，有的
尽情绽放，粉的似霞，白的胜
雪。我兴奋地在塘边奔跑，父亲
则小心翼翼地跟在我身后，眼神
里满是关切。

有一次，我被池塘里游动的小
鱼吸引，想凑近去看，不小心踩进
了泥坑，鞋子和裤脚沾满了泥巴。
父亲没有丝毫恼怒，他蹲下身子，
耐心地帮我把鞋子和裤脚清理干
净：“没事，回家洗一洗就好了，咱
们接着看小鱼。”父亲的宽容与理
解，如同夏日里的一缕清风，吹散
了我的不安。他的爱，就像荷花
那沁人心脾的香气，在不经意
间，浸润着我的心田。

青春期时，我开始变得叛
逆，总爱和父亲顶嘴。有一回，

因为和朋友出去玩晚归，父亲站
在门口等我，满脸的焦急与担
忧。看到我后，他忍不住数落起
来，我却觉得他管得太多，赌气
地冲进房间。第二天，我以为会
迎来一场狂风暴雨般的训斥，父
亲却只是默默地做了我最爱吃
的菜，然后轻声说：“爸只是担心
你，出去玩记得注意安全，早点
回家。”那一刻，我看着父亲鬓角
的白发，突然有些愧疚。后来，
父亲带我来到荷塘边，指着在风
中轻轻摇晃却始终相互依偎的
荷花说：“人与人之间就像这荷
花，需要相互理解，才能和谐共
处。”父亲的话，让我逐渐学会收
敛自己的脾气，理解他的良苦用
心。

成年后，我在感情中遭遇了
挫折，整个人陷入了自我怀疑的
泥潭。父亲看出了我的消沉，他
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邀我去荷塘
散步。彼时荷花大多已经凋零，
只剩下残荷在风中摇曳。父亲指
着水面上一株虽已枯萎却仍挺直
腰杆的残荷，缓缓说道：“你看这
荷，就算花期过了，也依然保持着
风骨。感情就像花开花落，结束
不代表失败，重要的是能在经历
后依然相信美好。”荷塘边的这番
话，让我渐渐走出了阴霾，学会坦
然面对生活中的遗憾。

工作后，我遭遇了职场的挫
折，满心沮丧地回到家。父亲似
乎察觉到了我的低落，他没有追
问发生了什么，只是带着我又一
次来到荷塘。此时已是初秋，荷
叶有些泛黄，但依然顽强地挺立
着。父亲坐在塘边的石头上，意
味深长地说道：“你看这荷，即便
到了季节更替的时候，也不会轻
易倒下。人生也是如此，起起落
落很正常，重要的是别放弃。”夕
阳的余晖洒在父亲身上，他的身
影与荷塘融为一体，那一瞬间，我
内心的阴霾被一扫而空，重新燃
起了面对困难的勇气。

如今，我已远离家乡，踏上了
工作的旅程。每当在异乡的夏
日，看到荷花，就会想起父亲。我
明白，父亲的爱，就像这满池的荷
花，从不张扬，却始终默默陪伴。
他用坚实的臂膀为我遮风挡雨，
用温暖的话语给我鼓励和支持。
即使相隔千里，那如荷般的父爱，
依然紧紧包裹着我，让我在人生
的道路上，有勇气面对一切困难
与挑战。

父爱如荷，是荷叶下的庇护，
是荷花香的抚慰，是荷茎般的支
撑。它在岁月的流转中，永远散
发着独特的魅力，成为我生命中
最珍贵的财富，伴我一路前行，永
不褪色。

■张宏宇

父亲的力量，是一种既具体
又抽象的存在，它渗透在生命
的每一个角落，塑造着我们的
精神世界。

父亲的力量，首先体现在其
坚实的物理存在上。在童年的
记忆里，父亲永远是那个能将我
们高高托起、让我们触摸云端的
巨人。记得小时候，父亲宽厚的
肩膀是我的专属“坐骑”，在他肩
头，我能看见更远的世界；他粗
糙的双手是神奇的魔法棒，能修
复断裂的风筝、破损的玩具车；
他低沉的嗓音是最动听的催眠
曲，能驱散黑夜中所有可怕的想
象。父亲用他坚实的臂膀为我
们撑起一片天空，用他稳健的步

伐为我们踏出一条道路，这种物
理性的保护，是父亲力量最直观
的体现。

而父亲的精神力量，则更为
深远且持久。钱穆先生在《八
十忆双亲》中，以温润如玉的文
字追忆父亲的影响。那些文字
里鲜见说教，却处处流淌着一
种处世态度、一种生命哲学。
父亲很少用言语教导我们该如
何做人，但他的每一个选择、每
一次坚持、每一份担当，都在无
声地塑造着我们的价值观。记
得父亲常说：“做人要像竹子，
虚心有节。”他一生践行着这个
信条，在困难面前从不低头，在
诱惑面前始终坚守底线。这种
精神力量如春风化雨，通过日
常生活的点滴示范，悄然渗入

子女的血脉。当我们面临人生
抉择时，这份力量便化作内心
的指南针，指引前路。父亲的
精神力量还体现在他对知识的
尊重、对真理的追求上。即便
在最困难的年代，父亲也坚持
读书看报，保持着对世界的好
奇与思考。这种精神追求，成
为我们终身学习的榜样。

父亲力量的至高境界，在于
培养子女独立的人格。鲁迅在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写
道：“觉醒的父母，应当是义务
的、利他的、牺牲的……他们背
负着因袭的重担，肩扛着黑暗
的闸门，将子女送往宽阔光明
的地方去。”真正的父爱不是永
恒的庇护，而是适时的放手。

随着年岁增长，父亲逐渐从
无所不能的超人变成了有血有
肉的普通人。这个认知过程虽
然痛苦，却至关重要。记得第
一次发现父亲也会犯错时，那
种幻灭感令人难以接受；但正是
这种认知，让我们学会了宽容与
理解。父亲开始征求我们的意
见，与我们平等对话，这种转变让
亲子关系获得了新的维度。当子
女认识到父亲并非完人，而是同
样有着困惑与局限的普通人时，
父亲的力量便完成了最动人的蜕
变，从崇拜的偶像转变为平等的
对话者。这个过程，恰恰是父亲
培养子女独立思考能力的最佳
见证。

随着时间流逝，父亲不再是
可以随时依靠的臂膀，而成为需
要用心凝视的精神坐标。这种
距离感恰恰彰显了父亲力量的
本质：他给予的不再是即时的庇
护，而是永恒的精神指引。在当
代社会，父亲的角色正在发生深
刻变化。传统意义上的严父形
象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更加
多元的父亲形象。有的父亲擅
长表达情感，有的父亲精于陪伴
教育，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化，父
亲力量的本质却从未改变，那就
是成为子女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和坚强后盾。

父亲是一个充满力量的词
汇，我们需要这种深沉而恒久
的支撑。父亲如山，不必高耸
入云令人仰止；似海，无须波涛
汹涌引人注目。当你回首时，
他总在那里，静默如初，成为你
探索世界的勇气源泉。这种力
量不喧嚣，不张扬，却在岁月长
河中，化作我们心灵最坚实的
锚点与归处。

父爱如荷

父亲的力量

AI作图

■编者按

父爱从不是喧嚣的诗篇，而是用脊梁刻进时光的碑铭。父爱如山，高大，坚固，把风雨挡在脊背之后，却让我们在他的背影里看见整片晴

空；父爱如海，浩瀚，含蓄，用岁月的褶皱承载我们的颠簸，却始终朝着我们成长的方向奔涌……

世人常道“父爱无言”，这既是对父爱情感深沉、行动重于言语的赞美，也暗含着那些隐身于家庭教育幕后、羞于表达的父亲们，用沉默筑

起了爱的壁垒。让我们通过下面这些饱含深情的文字，读懂父亲们未曾言说的牵挂和守护，读懂那些沉默的年轮里，父亲托举着我们不断向

上攀登的力量。

■李治钢

晨光斜斜地爬进窗户，我
就看见父亲蹲在工作间鼓捣那
台老掉牙的收音机。他鼻梁上
架着磨得发亮的老花镜，左手捏
着镊子夹着电阻，右手的电烙铁
正冒着热气，脚边的帆布工具包
敞着口，锯条与扳手碰撞出细碎
的声响，像极了他那些年在车
间里惯常的模样。

父亲在工厂当了三十多年
技工，工具包是他最宝贝的物
件。记得我上小学时，总见他
下班回来背着那只磨得发白的
帆布包，金属工具在里面叮当
作响。有次我好奇翻开，里头
整齐码着三角锉、游标卡尺、扳
手，每件工具都擦得锃亮，木柄
上还刻着他的名字。厂里的老
师傅都说，父亲的手比量具还
精准，有回厂里新进的一批机
器出故障，维修师傅捣鼓了半
天没头绪，父亲在机器旁转了
几圈，伸手摸了摸发烫的零件，
竟准确判断出是传动皮带磨损
过度，让同厂的老师傅都竖起
大拇指。

那年我升初中需要书桌，
父亲在木料市场淘来几块松
木，放在木工桌上就干起来。
刨子在木料上推过，金黄的刨
花像卷曲的麦浪层层叠叠，他
鼻尖沁着细汗，眼睛眯成一条
线，对着画在木板上的墨线反
复校准。三天后，一张带抽屉
的书桌立在我房间，桌角还雕
着精巧的向日葵花纹——那是
他照着木工手册一点点琢磨出
来的。我摸着桌面上细密的木
纹，想起他在车间里给徒弟演
示钳工操作时，也是这样专注
到睫毛都不动的神情。

家里的电器坏了从来不用
请师傅。我十岁那年雷雨天，
电视机突然冒火花，母亲吓得
要拔插头，父亲却不慌不忙地
戴上绝缘手套，用万用表逐个

检测元件。他的工具包此刻成
了百宝囊，螺丝刀、电笔、万用
表轮番上阵，最后竟从里面摸
出个自制的电路板。“这是照着
《无线电》杂志做的稳压模块。”
他擦着额角的汗笑，台灯的光
映着他年轻刚毅的脸庞，让我
第一次发现那个能扛起百斤零
件的父亲，也会在深夜捧着维
修教程书研究到眼皮打架。

前年陪父亲回车间，年轻
的徒弟们围着他请教老式机床
的维修问题，他用布满老茧的
手指指着零件，从工具包里翻
出一本泛黄的笔记本，上面画
满了各种零件的草图，边角处
记着“转速调节”“零件间隙”的
字样。阳光从车间天窗斜照进
来，落在他微驼的背上，那些曾
被我视作沉默的背影里，原来
藏着比图纸更精密的温柔。

此刻父亲正对着修好的收
音机调试频道，沙哑的男中音
流淌出来，混着工作间里晾晒
的蓝布工装的味道。他的工具
包依然鼓鼓囊囊，锯条上还沾
着去年做书架时的木屑，电笔
帽上留着经年累月使用过的痕
迹。我忽然明白，父亲的爱从
来不是母亲那样的潺潺溪流，
而是像他手中的工具，用粗糙
的质感打磨出生活的形状，在
每道精准的刻痕里，在每次耐
心的调试中，默默构筑着家的
港湾。

晚餐桌上，父亲把新修好
的台灯推到我面前，灯罩是他
用旧饼干盒敲成的海豚形状。
暮色里，他的工具包静静躺在
工作间角落，那些曾让我觉得
冰冷的金属器具，此刻都镀着
温暖的光。原来读懂父亲，不
需要太多华丽的辞藻，只需要
看见他蹲在晨光里修收音机的
背影，听见工具包里传来的细
碎声响，就像看见一座山，用沉
默的姿态，撑起了整个世界的
晴朗。

■王玉美

岁月的长河缓缓流淌，记
忆的深处，总有一段旋律在轻
轻回荡。父爱如歌，没有激昂
的高音，没有华丽的乐章，却以
最质朴的音符，谱写出世间最
动人的曲调，萦绕在生命的每
一个角落，温暖着我的灵魂。

父爱如歌，是儿时摇篮边
那首轻柔的《摇篮曲》。那时的
我，总爱在父亲宽阔的臂弯里
安然入睡。父亲坐在床边，用
他略显粗糙却无比温暖的手，
轻轻拍打着我的后背，用低沉
而舒缓的声音哼着不成调的曲
子。每一个音符都饱含着父亲
的爱意，每一个节拍都传递着
父亲的温柔。在这轻柔的旋律
中，我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父爱如歌，是少年时光里
那首奋进的《运动员进行曲》。
当我第一次踏上校园的跑道
时，紧张与兴奋交织。父亲站
在操场边，目光坚定地注视
着 我 ，大 声 地 为 我 加 油 助
威 。“ 加 油 ！ 别 害 怕 ，向 前
冲！”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如
同一曲激昂的战歌，点燃了
我心中的斗志。在成长的道
路上，每当我遇到困难想要
放弃时，父亲那充满鼓励的话
语就会在耳边响起，给予我勇
往直前的力量，让我在人生的
赛场上，始终保持着昂扬的姿
态，奋力奔跑。

父爱如歌，是青春岁月里
那首深沉的《夜曲》。青春期的
我，内心充满了迷茫与叛逆，常
常与父亲发生争吵。那些激烈
的争执过后，夜晚的寂静中，总
能感受到父亲默默的关怀。他
会在我房门前轻轻放下一杯热
牛奶，然后悄然离去；他会在我
熟睡后，悄悄为我掖好被角。

虽然没有言语的交流，但我能
感受到那份无声的爱，如同肖
邦的《夜曲》，静谧而深沉。在
那柔和的月光下，在那舒缓的
旋律里，我渐渐懂得了父亲的
良苦用心，也学会了理解与包
容。

父爱如歌，是初入社会时
那首温暖的《朋友》。刚踏入社
会的我，被复杂的人际关系和
繁重的工作压得喘不过气，满
心委屈却不知向谁诉说。父亲
像是读懂了我的心思，特意约
我散步谈心。他没有讲大道
理，而是回忆起自己年轻时打
拼的故事，用略带调侃的语气
分享那些跌倒又爬起的经历。

“人生路上，困难是朋友，挫折
也是朋友，扛过去了，就是成
长。”父亲的话像歌曲中真挚的
旋律，让我明白，即使在孤独的
职场征程中，也始终有人在背
后支持我，给予我温暖与勇气。

父爱如歌，是成年后那首
悠远的《故乡的云》。当我离开
家乡，踏上追寻梦想的征程，父
亲的爱便化作了一首思乡的
歌。电话那头，他总是叮嘱我
要照顾好自己，注意身体；视频
里，他的笑容中藏着深深的牵
挂。每当我在异乡感到孤独和
疲惫时，父亲的话语就像故乡
的云，带着熟悉的气息，飘入我
生活的空间，给予我慰藉与力
量。

从牙牙学语到步履蹒跚，
父亲用他的爱，为我谱写出一
曲曲动人的乐章。这些旋律，
或轻柔，或激昂，或深沉，或悠
远，却都饱含着世间最纯粹、最
无私的情感。在岁月的流转
中，父爱之歌将永远在我心中
回荡，成为我生命中最永恒的
旋律，指引着我前行的方向，给
予我无尽的温暖与力量。

父亲的工具包

父爱像首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