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知是谁说过，相遇即是别离。总是觉得不甚理解。而等到理解的时候，经年已
逝，落红飞旋。岁月静好间，空望着一池败落的莲叶，枉自嗟叹。

浮生记忆意乱情迷
“如果不是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
远方，一列行进着的火车正缓缓驶来。我望着窗外倒飞而去的景色，满心彷徨，

意落情失。
九月南宁。夏，正蓊蓊郁郁。空气中除了燥热，再也没有其它。
我拖着行李，抬头望了一眼天空，蔚蓝的底色，万里无云的洁净。只是心情彷佛

要被这城市的炎热点着了般。
一路随行，无心路边的风景。直至与西大初见。
人间最美是初见。那次美丽的邂逅来自那映满眼帘的几池荷花。我却暗自念

叨：“花开终有花落时，再美的风景也会有风烛残年之境。”
心境的起落，带给自己的是这世界整个的黯淡无光。我嫉妒这荷花满池的美

丽，只因这不遗余力盛开的荷花。
我期冀一场奇迹的转变，成蝶化茧。在这座南国异乡里书写四年的青春。
只是我却不知如何去寻找改变自己的梦想，像埋藏在池底的莲藕般，不见天

日。

少年江山莫欺学涯
光阴不假年少时，莫要蹉跎自相欺。
再大的消沉也无法熄灭青春赋予少年的热血。大学改变了我，也改变着荷花的

盛开与零落。
走在西大的清晨，总能听到荷塘边传来阵阵朗朗的读书声；走在西大的午后，

总能看到荷塘边那孜孜不倦的翻书身影；走在西大的傍晚，总能感到那荷塘边捧书
而吟的学子的惬意。
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选修着不同的专业，却怀揣着同一样的梦想，做着相同

的努力，只为这未来有不一样的自我。他们是荷塘边的追梦者，追着那些自己期冀
的梦想，或小或大，或远或近，只因为是自己的。
我问过一个晨读的学姐：“为什么那么早起来晨读？”
她笑了笑：“因为这样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最早欣赏到荷花风姿的人。”
我继续追问道：“花开终是敌不过花败，你也会是第一个看到荷花凋零的人。”
她看向荷塘角落，轻声道：“再偏僻的角落，再卑微的荷花，也有需要盛开在六

月的梦想。只要曾经辉煌的努力，就算是一夜凋敝，梦想也不会拥有一丝的遗憾。”
一刹那间，我意识到，他们也是一群织梦者，为他人编织着大学的梦想。
他们是站在荷塘边的一道风景，因为他们，我学会了对明天的珍惜。因为他们，

我践行了勤能补拙。更是因为他们，我还明白梦想总有需要盛开的那天。
行走在荷塘边，不禁想起卞之琳那首诗来：
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

一落飞旋唯梦高扬
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
梦想需要漫漫征程的积淀。荷花也需要岁岁盛开的轮回。
时常自己会坐在荷塘边凝望，沉思，反省。让自己与那荷花共生共荣，让荷花来记录自己慢慢成长

的点滴。
以前，我能读懂荷花的盛开，因为那是需要展示真我的梦想所在。现在我更能读懂花落，那是等待

新征程的自我成长。
岁月静好，时过终会境迁。迁变的是对这世界更深的领会。时光并没有舍弃曾经，而是轻轻将其折

进了心深之处。
明日，会是怎样的情景。无法预知。
只愿细水流年，与君同；繁华落尽，与君老。
致一路相随的荷花与梦想。

（作者系我校教育学院 2011级学生，本文获我校第七届荷花节暨文学联社“青春荷采”
杯征文大赛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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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程

编者按：今天，乘着十八大的东风，“中国梦”的声音响彻华夏长空。有梦，是我们的希望；筑梦，是我们的担当；圆梦，是我们的使命。在我们的校园，学生有梦、老
师有梦，你的梦、我的梦、大家的梦，一个个梦构筑成我们的“西大梦”，一个个梦汇聚成我们的“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说梦，筑梦，圆梦，下面让我们走
近师生，倾听大家的心声。

“中国梦就是民族梦、复兴梦，归根结底是人民梦”，每个人的前途命
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唯有实干，方能圆民族复兴的
“中国梦”。这是今年 3月 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在十二届全
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对“中国梦”的解读。
那么，西大人对于“西大梦”是怎样勾画的呢？下面是校园记者随机

采访的我校部分学生和教职员工，让我们看看怎么说———

西大学子———要志存高远，增长知识，锤炼意志
青年强，则中国强。西大学子若能实现自己的西大梦，将来定能为社

会、为国家做出贡献，实现伟大的中国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寄语全国广
大青年的话：要志存高远，增长知识，锤炼意志，让青春在时代进步中焕发
出绚丽的光彩。
环境学院大一的吴同学：我的西大梦很简单，大学四年多泡图书馆，

看各种各样的书，丰富自己的知识，在大学里成为一名博学的学生。
商学院的王同学：我认为在大学里，不仅要多看书学习，还要参加自

己感兴趣的学生组织，我自己就参加了学生会，并且也是组织里的主要负
责人，在组织活动中我不仅锻炼了自己的领导能力，而且还能结交到更多
的同学，拓宽自己的人脉，为日后进入社会打下人际关系的基础。
计电学院国防生曾同学：我自己的西大梦是个小梦，而习近平总书记

说的中国梦是大梦，只有我好好学习实现了自己的西大梦，工作后努力工
作实现自己的工作梦，最后这些梦才能汇聚成中国梦。
电气学院即将毕业的莫同学：参加了几场竞争激烈的工作面试，我才

深深地明白大学应该是努力学习理论知识，锻炼自身能力的黄金时期，而
自己因为沉迷网游而荒废了这四年的宝贵时间，真的很懊悔。
中加学院即将毕业的周同学：我理想中的西大梦应该是成为学习优

秀，能力出众的学生，而我很遗憾大学里没拿到过一次奖学金。

西大园丁———为人师表，做学生心目中的好老师
教师们在追逐“西大梦”时将职业道德和爱融入其中，让我们看到了

他们梦想的崇高。
数信学院韦老师：我的西大梦就是给学生上最有趣的数学课，我一直

在努力让学生心甘情愿来听我的课，不希望学生因担心挂科而来上课。
中加学院外教 NicK：我的西大梦不仅是要教好学生的英语，我还要

了解中国的文化，同时我也希望西大的学生也能了解我们国家的文化。
中加学院教中文，同时也是班主任的农老师：我的西大梦就是做学生

欢迎的老师。平时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如只要有同学进行的文体比赛呀什
么的，我都会去看，做他们的拉拉队，有时还参与其中。而一到节假日，我
会第一时间发祝福短信给他们，让他们知道老师关心自己。
新闻学院刘老师：我很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每天看到朝气蓬勃的年

轻人，仿佛感觉自己也年轻了很多。我希望能把自己几十年来从事新闻工
作的经验和心得都讲授给学生，让他们走出校门后做一个有社会责任感
的新闻人。
退休教师陈教授（画家）：用我的余生，用中国传统绘画艺术同世界

对话。
一学院领导：全心全意为师生服务，汇聚正能量，助推学院工作不断

再上新台阶，为学校大发展助理添彩！

西大员工———立足本职工作，一心一意为学校工作
在学校员工朴素的梦里，一心一意地为学校工作尽一份力就是他们

的心愿。
西 21栋宿舍管理员：我的西大梦就是想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让学

生们都知道有一个有责任心的阿姨在给他们管理宿舍。
林学院宿舍管理员黄大叔：到了我这把年纪了，也不敢谈什么大梦想

了，我只是想做好一名管理员应尽的职责。
保卫处管理员：我的梦想就是能保障学生们每天都能安安心心地在

学校看书学习。
保洁员邱阿姨：做好清洁卫生，让老师们有一个干干净净的工作环

境。
绿化工人覃阿姨：用我们的手，用我们的爱心，努力种花种树，让西大

越来越美丽。
每一个西大人都有权利去编织属于自己的“西大梦”，每一个西大人

都应该用自己的行动去践行“西大梦”，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空谈误

国，实干兴邦。 （作者系新闻学院 2010级学生）

休闲慵懒的午后，记忆借着闲情，跃过时间的长河，沿
着缝隙四处伸展。每当此时，我的心头总会涌出丝丝凄凉。
有人说：“所有的梦想和壮志只不过是一路的丢弃所换回来
的果实。”于是，我总在想，我的梦，是不是用大爷爷的心血
换回来的果实呢？

梦的萌芽
大爷爷是在文革后第三年上的大学。那时候，高考制度刚刚恢复不久，招生人数

可以说是百里挑一。然而大爷爷却硬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令人欣羡的大学，并

在几年后成为了我们家乡的一名老师。这一度让我引以为豪，并且成为了我十几年
来寒窗苦读，不断向前，不断努力，不断超越自己的动力源。
大爷爷是乡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同时也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当我还是稚

气未脱的孩童的时候，总喜欢不停地穿梭于大爷爷的房间。大爷爷的房间里有很多
吸引我的东西，但最耀眼的还是他书架上那些书籍，比如《把一切献给党》、《青春之
歌》、《红岩》、《星星之火》、《暴风雨所诞生的》、《百年孤独》、《钢铁是怎样练成
的》等，其中有很多经典的红色书籍。我知道，那是他六十年人生积累下来的无价财
富。90后的我，估计也是受着大爷爷的影响，爱上了他房间里的那抹书香，尤其是那
些历史书籍真让我沉迷其中。当然，除了读书，我还喜欢趴在大爷爷的大腿上听他给
我讲过往的故事。
那时候，他总喜欢唠叨他考大学时候的事情。他说，高考的文具是太爷省吃俭用

几个月才攒够钱买的，学费也是东挪西借才勉强凑够的。高考那天，他一个人鸡鸣而
起，从乡里徒步一直走到县里，脚磨得起了很多水泡，走了整整一天一夜才到达县
里，然后就径直进了考场。庆幸的是，大爷爷考上了，这都是大家引以为豪的。

后来，第一次从大爷爷那里知道“小康社会”这个词，大爷爷说，邓小平同志在
会见来访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中国现代化所要达到的是小康状态。“翻两
番，国民生产总值人均达到八百美元，就是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
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那时，作为小孩子的我，对这些还理解不了，也
记不清多少了，但总是听他赞了又赞邓小平爷爷，说党高瞻远瞩，做出了伟大的决
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当时没搞明白为什么这样的消息会让大爷爷已经衰老的脸庞
洋溢着青春般的欢愉，为什么大爷爷老是对党赞不绝口。
现在想想，原来大爷爷一直在培植一个梦，一个他自己没能完成只能寄托给我的

梦。

培植梦想
上学的时候，恰好是党的十五大召开。那时候，我的父母为了维持生计及送我和

弟弟上学，已经到离家万里的广东打工去了。开学的时候，大爷爷帮我系好了小巧的
书包，将我搁置在 28寸自行车的横梁上，一路风尘仆仆，开启了我的学生生涯。当
然，一路上，他还是没忘了唠叨他高考那时候的艰辛，没有忘记称赞他心中伟大的
党。

1997年，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新任务。
2002年，十六大提出了到 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并作出具体的战略
部署。

大爷爷当然不会错过机会，一天到晚不停地向我介绍着小康社会的涵义，向我
阐述着党的政策，向我灌输着党的知识。只是，当时的我只是一个不谙世事的顽童，
怎么会听得懂他心中的希冀和期盼呢！当然，他也并非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是他一直
相信，只要所朝的方向正确，迈出双脚就会比站在原点幸福。又或者说，我的身上承
载着他的梦，不管我能否接受，能否理解，他都须得试上一试。当然，这也是他走了之
后我才悟出来的。

实现梦想
2007年的时候，党的十七大召开，我也开始了我

的高中生涯，开始了我的大学梦。那时候，我已经不
再是幼稚的孩童，我已经拥有了三年的团龄，成为了
中国共产党的后备军。我开始深入地学习党的理论
知识，学习党的历史，我深刻体会到了“没有中国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的分量。
看党的十七大开幕式直播的当天，大爷爷突然问

我：“你知道什么是小康社会吗？”“小康社会是一
个社会生产力有极大发展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
人民生活水平相对较高的，国家的综合国力特别是
经济实力显著增强的社会阶段，是一个坚持社会主
义道路、不断实现社会主义本质、人民生活水平普遍
提高的社会阶段。”我循着政治书里的内容娓娓背
来，然后仰起头自信满满的看着大爷爷越趋沧桑的
脸庞。大爷爷笑了笑说：“嗯，行啊你！其实呢，小康社
会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名词。简单来说，小康社会
就是一个人人都能吃饱饭，都能过上好日子的社会。
往深了说，和你背的差不多，不仅要从生活水平的角
度来理解，还要把小康社会作为一个更加具有理论
内涵的新概念，一个体现经济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
的新概念来理解。其发展目标包括人民生活目标、经

济发展目标、政治发展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等方面的内容。所
以，小康社会是一个经济发展、政治民主、文化繁荣、社会和
谐、环境优美、生活殷实、人民安居乐业和综合国力强盛的经
济、政治、文化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
兴的社会发展阶段。”
“那我们现在算不算是小康社会啊？”我冷不防地问了这

么一句。
大爷爷没说话，拿出烟斗，双手颤抖着点着了烟。而后，他

往上扶了扶大大的老花镜镜框说：“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人
民政党啊！建党八十多年来，她带领人民反军阀，打日本，反土
豪，打反动派，建立新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建设小康社会，这
是多么的艰难啊！这可都是不可磨灭的功勋啊！虽然现在国家
还有很多地方很落后很贫穷，我们的社会还有很多的问题亟需解决，但是你想想三
十年前的我们，能和你们现在比吗？你们确定自己能像我们一样熬过来吗？而这一切
又都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啊！娃，你要努力学习，要积极地向党组织靠拢，坚持不懈
地完成你的大学梦啊！”这是大爷爷第一次和我说向党组织靠拢，他以他几十年的亲
身经历和日积月累的经验，以对党无比深厚的感情，向我道出这厚重无比的嘱托。
之后，我考上了西大，在 2011年，在大爷爷身体日趋衰弱的时候。摆喜宴那时，大

爷爷笑得合不拢嘴。他强忍着身体的病痛，抛开了全家人的担心，硬是里里外外地忙
了一天。在踏上列车离去的时候，我热泪盈眶，嘴唇来来回回张合了几次才从牙缝里
挤出那么几个字：“大爷爷，大学梦，
实现了！”

坚持梦想
2012年 11月 8日，党的十八大

在北京召开。十八大报告提出：实现
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
比 2010 年翻一番。报告还提出了
“两个同步”，即：居民收入增长和经
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
产率提高同步。这充分体现了实现发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思路。我知道，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
业的领导核心，始终以“为人民服
务”为宗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
根本利益。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人民
走向小康、走向辉煌。于是，在 2012
年，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后来，我如
愿成为一名中共党员。

2012年 2月的一天，当我在图

书馆里读着《毛泽东文集》的时候，大爷爷，我突然想起您，此刻，看到这一幕，您一
定在另一个世界笑了吧。
大爷爷，清明节回到家里，在您的新坟前，舅妈递给我您写给我的遗言，上面工工

整整地写着一行毛笔字：“最真实的梦是锲而不舍的为人民服务的党员梦”。大爷
爷，我没有哭，只是香烛熏出了我的眼泪，只是那些细密的雨丝湿了一大片的衣袖
……
我终于知道，您为什么会因邓小平爷爷的几句话而像个小孩子一样手舞足蹈，我

终于知道您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跟我讲那些我听不懂的道理，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每

一届党代会的直播您都没错过，我终于知道为
什么您一直赞着党而且还时刻告诫我积极向
党组织靠拢，我知道党铸就了新中国的辉煌，
规划了小康社会……我终于明白了……

安息吧！大爷爷，我们的梦终会实现的！在
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建设全面的小康社会的
目标一定会实现，我会在鲜红的党旗下用一生
的时间去完成您那个沉淀了几十年并且还会

延伸很多年的梦想。（作者系外国语学院
2011 级学生，本文获我校“小康社会，
我的成长”主题征文比赛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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