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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归

沈浩

江城春归雪渐收，
寒气随风已远游。

柳线轻垂舞新翠，
樱花微绽映晴眸。
江波潺潺携暖意，
日影融融照心头。
正是扬帆启航时，
乘风破浪志悠悠。

（作者系计算机类 2304 班学生）

记马桥之旅

谭震

在群山

初入峰峦心易喜，
此身前世寄天涯。
隐山观猎成拳划，

会客看荷戏斗茶。
兰桂未发香已嗅，
稻菽熟老饱农家。
迢迢千里古茶道，

商旅应观云岫乏。

在古宅

到处高楼无诧异，
古宅细看有风姿。

门前阿姆虽然老，
怀中孙囡是幼枝。
五代同居香火混，

九重渠水贯家祠。
南山桂树年年绿，
惯见来人车马驰。

在王家畈

终到王家平坦路，
枯荷遥望暮云缤。
古宅人去空檐画，
神祀无烛尘满金。
雕石曾栓东道马，
砌池还绕北溪鳞。
南山桂树多成老，
谁教香阴入客心。

（作者系生物工程 2101 班学生）

无题

王钰杭

当年拍遍倚栏杆，

长看群山翠色寒。
大梦觉来终自苦，
此生何敢望金銮。

咏菊

王钰杭

残枝垂露凝霜色，

摧折方知屈赋哀。
若有秋风成节义，
不辞摇落抱香开。

（作者系国际经济与贸易 2101 班学生）

艺术看点

素描通过线条、阴影和块面的形式对不同的物体进行表达。作品主要以静物为题材，为捕捉物体最本质的特征，用不同的手法表达
物体的真实感与立体感。其中还采用了抽象的艺术表达形式，超越了现实世界的客观形态，用夸张和变形的手法去表达“破碎”，探索物
体背后的更深层次的情感和意义。无论是真实感的呈现，还是抽象形式的探索，艺术都有着无限的可能性，可以引领我们认识和感知世
界的多个维度。 作者：视觉传达设计 2301 王艺茹

随 笔

于襄阳耕读，我有幸至诸葛亮故居原古
隆中览先生遗风。

“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鼓角争鸣”，历
史的天空里留下带不走的一串串熟悉的姓
名。我跨进门，推开一地竹阴。阳光穿透林
隙，古墙上有重叠的影。风吹湖面起涟漪，摇
醒一池金鱼。我躲过人群，寻一方幽静。

我在心里认定，卧龙先生是喜静的。
是这儿吧，他留下了“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的承诺；是这儿吧，他留下了“静以修身，
俭以养德”的训诫。一阵穿堂风过，我猛然回
头，心中竟荒谬地希冀着能窥见他千百年前
轻摇羽扇、称学识平庸的笑靥。可惜树影寂
寥，不见当年武侯。

我以虔诚的姿态等他来，风声依旧在。
他束发读诗书，明德修身，于仰观俯察之间，
存胸中韬略。“凤兮凤兮思高举，世乱时危久
沉吟。龙兮龙兮风云会，长啸一声抒怀襟”，
我知他躬耕从未忘忧国，热血不改志不移。
我彷徨在林间，迷失在树影重重里，似乎看
见了他们的曾经———“茅庐承三顾，促膝纵
横论”，那是诸葛先生蛰伏半生等到的知己。
于是，他怀着何等的喜悦与幸运，携剑随君
去。

人走在天地间，高山仰止，幽思古今，似
乎能求得的是一种文化的自觉。我见黑白斑
驳碑刻上的一石一记、一叹一咏，提笔却无
词。我伸手覆不住的冰凉，嶙峋一角都是历
史的厚重。他耗尽心血匡扶的汉室，在百年
之后留下了什么呢？我孤立着，执拗地叩问
他。他不语。我与他终究隔了千年的遥远。我
思索良久，只有郑重地在纸上写下：“迷途人
谨拜卧龙先生。”

我以孤独的姿态等他来，不敢虚盛意。
辅明主，自古多少英才妒；论三分，掐指料事
算如神，东吴周郎叹计不如人；为联吴，独自
舌战群儒，一字一句有谁能不服？破曹贼，又
智算华容；退曹敌，又智取汉中；兴复蜀汉，
又委下重任，自古敌手又能逢几人？我寻得
一条小道，七迷八拐地进入一间破败的堂
屋。堂屋空空荡荡，正中挂着一卷他落满灰
尘的画像。我不由屏住了呼吸，口中喃喃道：

“你是文曲星降世，才盖百世。生前功绩，身
后贤名。”此时恰逢风吹叶动，在黄昏里猎猎
作响。岁序更迭，是非成败转头已空，史书的
寥寥几笔写不全你波澜壮阔的一生。

我以萧索的姿态等他来，竹影和诗瘦。
他是国士无双，即便身体已湮没在滚滚的历

史长河中，却总有人记住他的灵魂。他才兼
将相，是智慧与忠诚的化身，于是无数文人
为他而吟。如果说陶渊明的桃花源是文人心
中永恒的精神归宿，那诸葛孔明就绝对是他
们推崇至极的终生偶像。“出师一表真名世，
千载谁堪伯仲间。”的评价虽已足使他名垂
千古，但“武侯立岷蜀，壮志吞咸京”，他们还
记住了他的雄心壮志；“功盖三分国，名成八
阵图”，他们也记住了他的盖世功绩；“托孤
既尽殷勤礼，报国还倾忠义心”，他们更记住
了他的忠义之心。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
水长。”他摇扇皱眉远眺，看残雪纷飞，听号
角连营。原来这就是金戈铁马，兵临城下。我
重读他写的辞藻，太想和他笑谈风生起那些
古老。他笔墨挥毫，成《出师表》，我愿折腰。

武侯祠内人群熙熙攘攘。我被人群挤在
角落，看着祠中的他，那个遥望中原的他，心
中突然回荡起了那句感人至深的别离之语：

“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我在临走
时回眸，恍惚间像时空错落，遥见先生负手浅
笑，拨开尘世云烟。

先生，我们成都再见。
（作者系环境科学 2201 班学生）

你不曾负天下
孙丹琳

“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我不知
道。”

主人公默尔索对于生活和死亡的冷漠态
度促使他对母亲的去世甚至无法记清具体
的日期。默尔索的身上始终有一种与社会价
值观脱节的异化感。正是这种冷淡和疏离，
构成了《局外人》的主旨———描绘一个局外
人的生存状态。

默尔索是个感觉至上的存在，他的人生
观重点在于对直接感受的追求，而非社会给
予的道德或理性准则。他的性格构成了书中
所有事件的核心。当他在海滩上无意之中杀
死了一名阿拉伯人时，那令人窒息的热浪、
刺眼的阳光和滚烫的沙地都不单单是场景
描绘，也是默尔索内心混乱与外界压迫的直
接体现。这是自然与人内心世界的狂暴交
融，让人震惊的同时，也亲见了一个局外人
的极致孤独。

审判环节亦是对默尔索人格和价值观的
试炼。法庭更关心默尔索的个人道德品质，特
别是他对于母亲的态度，而不是他是否有故意
杀人的动机。这似乎揭露了当时社会对个体的
判断标准是多么狭隘和偏颇。默尔索对此显得

无可奈何和漠然，他的真实被误读，他对生活
的态度被放大解读为对人生的绝对否定。

书中有句颇为经典的话：在我们心里，没
有任何东西能持久，就连今天，我也已经失
去了对昨天的记忆。这不仅是默尔索的心
声，也是加缪探索的宇宙荒谬和人的本质。
我们都在逃避与抗争着人生的无常和荒谬，
而默尔索简直就是这种荒谬态度的人格化
身。他选择活在当下，不依托于任何超越的
意图和目的。

然而，正是在小说的结尾，默尔索似乎获
得了某种启示。在接受死亡的宣判后，他内
心的冲突和挣扎使他最终面对了自己的荒
谬。他承认了自身的局限，并在濒临死亡的
境地中找到了平静：让他们用石头把我打死
吧，至少这样可以让我感到不是一个人孤独
地死去。与其说是对死亡的接受，不如说是
对整个世界绝望后的冷峻拥抱。他从一个社
会的局外人，变成了人生意义探寻者的局外
人，最终在绝望中找寻到自我的解放。

默尔索对生活的无目的性和荒谬感，同
样体现在现代人身上。虽然加缪的作品诞生
于 20 世纪，但在今天这个高度数字化、信息

爆炸的时代，默尔索这个角色如果置身于我
们中间，他的疏离感可能会愈加强烈。我们
每天都在社交媒体上接受着无数他人的喜怒
哀乐，但真实的情感交流却因此变得稀薄。
这种虚拟的联结还可能让很多人感受到种
族、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孤独，成为某种意义上
的“局外人”。默尔索的情感淡漠，不关心母
亲的死讯，也许在今天也不会是那么让人震
惊，因为这种冷漠在现实世界中已屡见不鲜。
社会压力、心理健康问题和个人目标的缺乏
常常使现代人处于迷茫中。我们面对着工作
和生活的机械化的重复，可能会有与默尔索
类似的追求———简单地渴望感官的满足和
现实的逃避。加缪对默尔索的生活态度的描
述，也促使现代读者反思我们究竟如何定义

“正常”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
这本书唤起的不仅是我们对默尔索个人

命运的同情，更是对整个人类处境的反思。
加缪通过这部作品，领导我们走进了一个荒
诞无稽但又深深令人着迷的世界。在局外人
的孤立困境里，我们或许能找到一线与命运
抗争的勇气和智慧。

（作者系机械类 2208班学生）

局外人
宋钰浩

书 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