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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依娴
学校：光谷第二高级中学

年级：高三年级
获奖作品：《这么近，那么远》

指导老师：刘珈辰

“可能初次相见的时候会觉得
我是平静的湖水，但也许我是会掀
起骇浪的深潭。”钟依娴这样形容自
己，“我内心可能有狂野的一面。”这
种“狂野”体现在她的获奖作品中，
就是“不甘心、不妥协、不放弃、不投
降”的主题。

钟依娴说，当时看到“这么近，
那么远”这个题目，很快就想到用

“黑猫”这个意象来表现人物心理距
离上的远和近。“不少同龄人因为要
去追逐一些所谓‘更有价值’的东
西，只得做一些机械式的学习，由此
慢慢失去了曾经对美的最纯粹、最
直观的那份感受，整个人变得麻木
起来，这其中就有由近而远的变
化。”

钟依娴小时候特别喜欢古筝、

画画，然而为了某些“世俗的”追求，
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爱好，把更多时
间投入到学习中去，但她内心深处，
始终是不愿“投降”的。

文章的后面，那只猫还是经过
了窗前，钟依娴暗示：“其实，当我
们再次抬头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找
回自己曾经最喜爱的那个部分、曾
经最真实的感动。”她表示，高考过
后，要“找回那份对生活纯粹的热
爱”。

钟依娴有着超乎常人的文字天
赋。评审团评价她：“在表现人类精
神世界和感觉系统中那些最幽深、
最微妙的情愫时，竟显得如此精确
和得心应手。”她的另一篇作品《鸢
尾·向日葵·彩虹》也曾被评委推荐
参评特等奖。

写作有确凿的力量，他们是执笔的人
——第40届楚才特等奖获奖选手风采②

今年 2 月，南京鸡鸣寺前，12
岁的尹一泓将10元纸币放入乞丐
碗中的善举，成为其创作灵感源
泉。一个月后，在楚才写作大会决
选现场，这一善举化作 3000 余字
的奇幻故事《森林迷案》，想象奇崛
且寓意深远。

尹一泓坦言靠厚积薄发完成
即兴创作，“想象需要根基，深厚的
积累可以帮助自己在想象故事时
让情节更合理、完整”。他的根基
来自大量的阅读与多元生活体
验。《西游记》中“善恶若无报，乾坤
必有私”启发他创造“意念森林”这
个概念。

他偏爱文学、历史类书籍，读
《纳尼亚传奇》思考善恶，读《哈利·

波特》画人物关系图，读《背影》《傅
雷家书》做批注，深度阅读赋予其
写作想象力、逻辑性与真挚情感。
他还将小区观棋对弈、大西北旅行
等生活经历融入作品，为幻想增添
现实重量。

生活中，奶奶的言传身教为他
播下善的种子，“奶奶情绪稳定，用
自己的行为引导我做人的准则。”
语文老师黄慕说，尹一泓善良明
理，有一次和同学们闹矛盾，虽然
他是受害方，却是率先反思并道歉
的。可见，尹一泓倡导的善，是知
行合一的。

从现实善举到奇幻故事，尹一
泓用文字证明：好故事扎根于生活
的土壤。

谈到获奖作品时，余梓萌的眼
神清澈而笃定：“我从小就和星星
有特别的缘分。”文中记录的两件
事源于真实经历：童年时赴洱海观
星因天气抱憾，她初尝遗憾，学会
接受不完美；初中时在星星主题班
会中，完成从仰望星空到成为星光
的蜕变。

余梓萌善于从生活中汲取灵
感。她喜欢随手拍照记录美景、趣
事，将点滴美好写进日记，经时间沉
淀化为动人文字。音乐也为她的写
作注入了独特魅力。从四年级开
始，她就喜爱品味歌词，“我能从歌
词中看到自己的影子，这帮助我写
作时让情感自然流淌。”

阅读上，她涉猎广泛，沉醉于
毕淑敏、迟子建散文的温情，钻研

马伯庸、葛亮、刘慈欣小说的情节
构思，还从《读者》等杂志中拓宽视
野。她坚持摘抄、批注喜欢的语
句。进入初中，面对紧张学业，她
采用碎片化记录灵感的练笔方式，
坚持写作。

语文老师范文峻对她影响深
远。范老师坚信“自信就能够自
由，自由的写作才是灵活的写作”，
她通过日常聊天和主题班会等方
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认真批注
学生作文，组织名家名篇赏析活
动。在范老师的个性化指导下，余
梓萌逐渐建立写作信心，能力实现
飞跃。

最后，余梓萌寄语热爱写作的
人：“热爱成就精彩，努力托举才
华，勇敢地写下去，未来可期！”

李思贤用质朴的文字和真挚
的情感打动了评委，也带我们走进
了她充满“小确幸”的童年世界。

生活中的李思贤是个爱观察
大自然的人，写作时，她选择以特
色的自然景物为载体，将自己辗转
三地的童年生活娓娓道来。

文章中没有大起大落的故事
情节和矛盾冲突，她将浓烈的情感
藏在朴实无华的文字中，读来别有
一番韵味。李思贤表示，她很喜欢
汪曾祺先生的《人间草木》，写作时
会有意无意地模仿他那种“极简的
笔，极淡的墨”的风格，让语言有回

甘的韵味。
李思贤说：“以前我获得过三

等奖，其实那次我写的是那种辞藻
华丽的作文，但我慢慢地就发现，
这并不是美的全部象征，而且也不
适合我。”进入初中后，李思贤试着
去掉那些繁复的修饰，发挥自己的
特长，化身为自然的观察者与记录
者，以白描的手法、简洁而诗意的
笔触记叙自己的生活经历。

在日复一日地积累中，李思贤
慢慢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写作节奏，
将那些深藏心底的情感与回忆，化
作了一行行灵动的文字。

在本届楚才特等奖作文中，孙
欣怡《我眼里的姐姐》是一个“另
类”的存在，是唯一一篇以病（人格
分裂症）写孤独与亲情的作文。没
病谈病，是幻想吗？孙欣怡却认为
是“写实”，“我是独生女，经常会突
然觉得孤独，就会自己设想出一个
姐妹，你愿意去跟她交流、倾诉。”

楚才作文的开放空间给了她
以第一人称视角构思故事的自由，

“什么样才是真正的正常，什么样
的教育才是合适的，什么样的引领
才是恰当的，都激发了我想要探讨
的欲望。”她说。

孙欣怡喜欢用故事表达自己
的想法，当然对欧·亨利式的结尾

情有独钟，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她
对自己这篇作文结尾的“反转”既
满意又遗憾，“这个结局意味着

‘我’不甘心被强制性地剥夺了另
一面性格。但有些遗憾，如果结局
让人感觉更加无力，或许更能引发
思考”。

孙欣怡一般用一些短句捕捉
主题或对象，然后反复修改，不断
逼迫自己选词炼字，语言简洁，洗
尽铅华，孙欣怡相信，事实出现之
时就能特别惊艳。“多去关注身边
的一些问题，敢于发表自己的想
法，善于剑走偏锋，几点结合起来，
它就是一篇比较成功的文章。”她
说。

“生活比现实主义跑得还快，可
是浪漫主义永远领先于生活。”梁馨
予钟情于英国作家王尔德的这句
话，也怀揣着浪漫主义情怀，写出了
饱含深情的《年味》。

有一次，妈妈聊起以往过年，家
里虽然人少但过得特别温馨的经历
时，梁馨予突然意识到，现在过年时
回到老家，即便一大家子人坐在一
起，也似乎围不出那种很温馨的过
年的气氛了。现代人快节奏的生
活，差不多要把“年味”消弭殆尽了。

“我一直特别想就这种现象说
点儿什么。”

在楚才决选现场，梁馨予抓住
“年味”这个时常在脑海中萦绕的词

语展开了构思：通过妈妈和妈妈的
外婆、我和我的外婆这两组人物对
年味的感受和彼此的情感羁绊，探讨

“年味”的温情内蕴。文章结尾处的
情节突转——“我”在返程时想到“落
寞得有点麻木”的外婆的“影子浸入
了黑夜”，心中突起波澜，果断建议调
转车头，“回外婆家包饺子”，妈妈也
表示要去给她的外婆上香——透出
别样的浪漫情怀和浓郁的亲情，让

“年味”重新鲜活起来。
梁馨予的《年味》情感温暖、文

字优美，打动了很多读者。有读者留
言说，她写出了某种现代人人人心中
有，却很少有人能完美表达出来的情
感和情绪，特别能让人共情。

拿到楚才决选题目“转折点”，
卢心怡自然联想到了社会上关于
MBTI（人格测试）的热议话题，也
想起同学间I人社恐、E人社牛的划
分，她构思了一个未来的职场故事，
一个关于 I 人因性格受挫、试图改
变却最终领悟自我意识珍贵、完成
自我赋权的故事。

看似几十年后的幻想，其实处
处有此刻青春的影子，她说起被父
母带着参加成人社交的尴尬和抵
触，“享受独处，内心也渴望热闹，这
样总会陷入内心与现实的挣扎”。

E人I人不是青春的标签，矛盾
和焦虑才是。故事在跌宕反转中结

束，“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作者
决定和自我和解。她在作文结尾写
道：“我是停留在栀子花上的蝴蝶，
是飘荡在空中的流云雾霭，我要夺
回自己的王位”，完成了主人公与内
心对话的自我觉醒。现在重新看一
遍，她依然很满意。“我喜欢观察又
喜欢幻想。观察可以看清这个世
界，幻想可以控制这个世界。”

说到获奖秘诀，卢心怡感慨地
说：“每次楚才作文竞赛两个半小时
沉浸式写作，让我更加体会到文字
流淌的纯粹魅力。真正的创作力，
永远来自对世界的深情凝视与独立
判断。”

喜欢观察周围的人和事的李
明睿，有一个小技巧：瞧这个人在
做什么，有什么情绪，猜他为什么
高兴，为什么生气，然后慢慢演绎
成故事。

李明睿的获奖作品《现场的随
想》也是这般把自己外化成别人，揣
摩猜测一番，铺陈一段故事。“坐在
考场上，我环顾四周，看到教室墙壁
上有些许的斑驳，我就想到了伍尔
夫的小说《墙上的斑点》，于是就决
定致敬意识流大师，大胆地开始‘我
手写我心’，来表达我平时对社会和
人生的一些思考……”李明睿说。

正在读高二的李明睿阅读范围

很广，经常是两三天读完一本书，他
将驳杂的阅读当作一次次“头脑旅
游”，会跟着书本在脑中构建一个个
相似场景，会将思考记录下来，或许
在未来某一个瞬间闪现。“写作跟阅
读关系很大，看的越多，想的越多，
可写的就越多。”

楚才决选题目“____的随想”让
李明睿找到了心仪的随性之感，“楚
才是一个可以自由创作的平台，更
讲究创新和个性。拿到作文命题
后，我几乎没有犹豫，想到哪就写到
哪，这实际上是一种理想的写作状
态：我最终在自己的文字里找到了
我想表达的主旨！”

梁嘉好是一个理科生，但特别
喜欢老舍的《四世同堂》，她说：“我
觉得老舍是一位真正能跟人民共情
的作家，他的文字非常有现实意义，
去反映社会、反映人。”她也佩服意
大利文学家卡尔维诺笔下带有浓郁
文化色彩的想象力。两者融合，就
是她这篇获奖作文《转折点》的触
媒。“《四世同堂》里有关于北京街道
景象的描绘，让我觉得非常有人文
感。我就想着思考一下科技对于人
文的冲击。在人工智能对现代社会
产生巨大冲击的时间点，我们该何
去何从，值得深思，也契合了‘转折
点’这个主题。”

梁嘉好说，《转折点》里的一些段
落，是在向自己喜欢的作家致敬。她
自己很满意的那段旧人类自治区里
酒馆的场景描写，有点老舍先生的味
道；而随着35岁人流奔跑那段，则是
受贾平凹“鼓励”的——“《秦腔》里有
一段台下人看台上人唱秦腔的场面，
互相踩踏推搡，很有画面感，我就想
何不也尝试一下。”她说。

“画面感”是梁嘉好文字里特别
的偏好，“我脑子里面是有画面的，
在脑子里面构思一个场景，不是用
文字的方式来互动，而是呈现出画
面，然后我要做的就是把那个画面
描述出来。它自然就发生到这里。”

尹一泓
学校：育才怡康小学

年级：六年级

获奖作品：《森林迷案》

指导老师：黄慕

在现实的土壤里培育想象之树

仰望星空，书写青春之光

文字中透出些许
汪曾祺先生的韵味

孙欣怡
学校：华中科技大学附属中学

年级：九年级
获奖作品：《我眼里的姐姐》

指导老师：张安

剑走偏锋
敢于亮出自己的想法

梁馨予
学校：武汉美加外语学校

年级：九年级
获奖作品：《年味》
指导老师：艾媛

写出特别能让人共情的文字

保持对世界的
深情凝视与独立判断

李明睿
学校：武汉市新洲区第一中学

年级：高二年级

获奖作品：《现场的随想》

指导老师：洪贤

意识流能不受约束地
表达我的思考

梁嘉好
学校：武汉市第一中学

年级：高三年级

获奖作品：《转折点》

指导老师：董佳

理科生反思科技对人文的冲击

平静外表下隐藏着
会掀起骇浪的深潭

余梓萌
学校：武汉市第六初级中学

年级：七年级

获奖作品：《我眼里的星星》

指导老师：范文峻

卢心怡
学校：武钢三中

年级：高一年级

获奖作品：《转折点》

指导老师：汪黎

李思贤
学校：水果湖第二中学

年级：七年级

获奖作品：《小确幸》

指导老师：侯书晓

和DeepSeek初次“交锋”的震
撼，让杜灵熙印象深刻。“我随便找
了一个题目，想看看 AI 作文写得
怎么样，结果不到20秒，就生成了
一篇700字作文。”

杜灵熙自己觉得平时写作文
算挺快的，“学校作文的话，大概也
要30～40分钟完成。”她说。40分
钟对 20 秒，不仅是时间上的巨大
落差，更是心理上难挡的泄气。

那篇 AI 作文，杜灵熙读起来
太高大上，辞藻华丽，使用了一些
奇怪的比喻，杜灵熙评价它真是一
个“过于放飞自我”的家伙。

有了一丝不服气，就有了一较
高下“争气”的动力，《初尝与AI争

锋的滋味》就是杜灵熙反复思考、
不吐不快的文思泉涌。杜灵熙说：

“AI有AI的逻辑之强，人类有人类
的性灵之美，人类的不完美，正铸
就了生命本身的灿烂诗行。为了
与 AI 争锋，泯灭自己的思想、灵
魂，才是真正的悲哀。”杜灵熙侃侃
而谈，一点也不像一个六年级的孩
子。

杜灵熙得意的是，关于 AI 的
点滴想法真的是自己慢慢“烧脑”
出来的，“是我那段时间的内心独
白”，“楚才作文命题，给人的联想
空间很大，把眼睛当显微镜，用大
脑当辩论场，笔下的世界就会闪闪
发亮”。

杜灵熙
学校：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小学

年级：六年级

获奖作品：《初尝与AI争锋的滋味》

指导老师：洪立群

让思维激扬是写作的最大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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