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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时光纪念册，是老师布置的一项
五一假期作业。当我打开QQ空间，看到
一张张记录校园生活的照片时，内心不由
得泛起阵阵涟漪。

我不想完成这个作业，因为它意味着
我即将告别小学生活。对于这段时光，我
有万般不舍。翻看着定格下来的一个个
美好瞬间，我的耳边不禁回响起六年前初
入校园时的豪言壮语，眼前浮现出与新同
学相识时的腼腆之情。

六年里，我结识了许多朋友，天真单
纯的友谊让校园生活总是充满欢乐和惊

喜。曾经，中午放学铃声一响，大家你追
我赶奔向食堂，一起排队打饭，偶尔抱怨
插队的“破坏分子”。体育课上一起打羽
毛球，我因为用力过猛，不小心把球拍网
打穿了一个大窟窿。与邻班来一场篮球
友谊赛，结果大败，事后大家一起抱怨是
谁的失误导致没能进球。周末，大家结伴
去爬山，一同沐浴温柔的晚风与绚烂的晚
霞……六年里，我们一起成长，度过了愉
快的童年时光。如今回忆起来，满满的都
是幸福。

记得一次期中考试，我英语没考好，
独自躲在教室角落哭泣。这时，我的竞争
对手走过来安慰我：“许晨，这次题难，大
家都没考好。仅是一次考试而已，咱们一
起努力就好啦！”从此，我们“化敌为友”，
结为学习对子，一块写作业，遇到难题一
起讨论解题方法，互相检查需要背诵的部
分，双方的学习成绩都得到了提高。

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马上就要小

学毕业了，该是挥手说“再见”的时候了。
我真的特别想把这段美好的生活留住，可
人在不断成长，必定要走向人生下一段旅
程。

最后，我想对六年里陪伴我的老师同
学说：感恩我的生命中曾经有你们相伴，
祝愿大家前程似锦！

在广阔的湖面，一只小舟
随波摇曳。摆渡人手握一支
小桨，在水中摇动。由此岸，
寂寂寒冬；到彼岸，春暖花
开。这位“摆渡人”，便是我的
小学语文老师。

那是第一次作文课，身量
不高的她着一身轻薄明丽的运
动装，踩着轻快的步伐走上讲
台。依稀记得她高挺的鼻梁上
架着一副红棕色眼镜。阳光透
过窗外开得正盛的木棉花，将
她的镜框染上一片火红。教室
的每一个角落都因她弯如月牙
的笑眼而变得生机勃勃。

“走，同学们，我们一起下
楼去寻找生活中的美好！”

同学们脸上惊讶又兴奋的
表情让老师的笑变得更加明
媚。春光里，她带着我们来到
校园各处体会季节的变化。
我看到了林中翩然飞翔的鸟
儿，听到了蝴蝶在花丛里的私
语，感受到木棉花奋力绽放时
的颤动。湛蓝的天空仿佛湖
面，老师的笑容像是满树盛放
的木棉花。我的心悸动着，像
是有什么在心底发芽。

回到教室，执起笔，文思已
然如泉涌，一曲盛大的交响乐
在白纸上绽放。我第一次感
受到写作是一种享受，是对生

活的赞歌。
那一刻，我爱上了写作。
此后，我时常用纸笔记录

生活的点点滴滴。或是绮丽
的云霞，或是路旁的花草，或
是不同寻常的重要事件，抑或
是平淡温暖的日常小事。一
笔一画都承载着内心深处弥
足珍贵的回忆。

又是一次作文课，当最后
一个标点符号在纸面出现，宣
布又一首赞歌结束时，我抬头
向讲台看去，只见她正伏案改
卷。额头上的点点汗珠讲述
着她的辛勤；笔尖在纸上“沙
沙”作响，述说着桃李春风的
盛大和绚烂。

收到卷子后，一处处红色
字迹，或圈或勾，或点或叉，都
满载她对我们的期望。那如木
棉花般鲜红热烈的字迹，在白
纸上盛开，也在我的心中怒放，
温暖而炽热；又如小桨在水面
留下的波纹，在我心中荡漾起
丝丝涟漪。她，不就是那摆渡
人吗？年少时的她以笔作桨，
在浩渺书海中遨游。现在的她
以责任为桨，要将我们这群孩
子，从此岸摆渡至彼岸，把我们
送往那春暖花开的世界。

老师，谢谢您。因为您，我
爱上了文学！

我是一个“小书虫”，常
常沉迷于书海，忘记了吃
饭、洗澡、写作业……去年
暑假，我和妈妈去图书馆
时，在书架上发现一本薄
薄的小册子，《把信送给加
西亚》。我一下就被书名
吸引住了，谁是加西亚？
为什么要送信给他？带着
满脑子的问号，我花一天
时间读完了这本书。

书中我印象最深的是，
当总统把要寄给加西亚将
军的信交给罗文时，罗文
没有问：“加西亚将军在哪
里？”也没有问：“我怎么到
加西亚将军那里去？”而是
主动去寻找目标。我想，
作者是在教导孩子们关于
主动性的智慧吧！

妈妈在生活中也常常
和我谈起主动性的问题。
她总说，“主动是对于自我
的掌控能力，是对于实现
目标和任务的积极思考和
自主行动。”我当时一知半
解，但读完这本书，似乎有
点明白了。直到跟随妈妈
去腾格里沙漠参加公益植
树活动，在扎草方格的过
程中，我才真正明白主动
面对困难的意义。

在沙漠里种树必须先
扎草方格，然后在草方格
里种下树苗。我和妈妈负
责给一块篮球场大小的沙

地扎草方格。开始我觉得
挺简单，但还没扎完一个
草方格，我就已经累得气
喘吁吁。由于挖得不够
深，草扎得过浅，连扎几个
草方格都失败了，我有些
沮丧。妈妈安慰我：“燊
燊，你看这沙漠上生长最
茂盛的梭梭，我们今天种
下，三年后它才能长到1米
多高，那时它才能完全巩
固住移动的沙丘，不怕大
风肆虐。这三年里，它的
根不断向地下生长，最深
可达到5米。梭梭面对恶
劣环境都能如此顽强。比
起我们扎草方格，梭梭要
经历的困难是不是更多？”
听了妈妈的话，我不禁想
到《把信送给加西亚》中的
罗文。我抹了把脸上的汗
水，便再度投入扎草方格
的劳作中。

那晚收工时，我们扎完
了一个篮球场大小的草方
格。我已经累得抬不起手
脚，心里却美滋滋的，因为
我明白：困难就像拦路虎，
内心一旦充满害怕和退缩
的念头，就会止步不前。
只有以主动的姿态去面
对，以坚定的信念去挑战，
才能获得胜利。

时间不会辜负任何一
个主动付出的人，努力吧，
现在是最好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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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弯月高悬在如墨的
夜空，我趴在床上，津津有味地
看着最喜欢的《哪吒闹海》。渐
渐地，我的眼皮越来越重……

再次睁眼时，已是早晨。
眼前闪现一道金光，半空中出
现一名少年，扎着两个冲天鬃，
光着小脚丫，脚踩风火轮，左手
拿着火尖枪，右手握着金灿灿
的乾坤圈，脖子上绕着火红的
混天绫。没错，他就是哪吒。
哪吒彬彬有礼地对我说：“你
好，我是哪吒，今天我是来陪你
一起玩的。”我一听，十分高兴，
便欣然带着他上路了。

我拉着哪吒来到路边打
车，打算前往风景如画的白鹭
洲公园。可正值上班高峰期，
没有一辆空车。等候许久，哪
吒疑惑地问：“我们要去哪？”我
回答：“白鹭洲公园。”哪吒一
听，回答道：“我可以踩着风火
轮背你飞过去！”说罢背起我
来。只见他头顶金光一闪，我
们俩便“嗖”的一声飞向天空。
不一会儿，我们就落在了白鹭
洲公园。

我们在鸽子广场玩耍时，
看到一位妈妈一边哭一边着急
地找着什么。我和哪吒上前问
询，才知她的孩子丢了，觉得她
很可怜，便决定帮她。可是怎
样才能快速找到孩子呢？我对
哪吒说：“可以用刚才的方法，

你踩风火轮背着我飞上天，这
样找寻的速度比较快！”说完，
我们便升空了，在半空中四处
搜寻起来。

不一会，我俩便看到四个
男人抓着一个孩子，孩子在他
们手里不停地挣扎。我气愤地
说：“坏人在那，是他们把孩子
抓走了。但他们人多势众，怎
么办？”哪吒听了，连忙安慰我
说：“没事，交给我！”我一听，点
点头，担忧地对他说：“那你注
意安全！”于是我们降落在他们
附近，我躲进一旁的树丛里，哪
吒独自上前。

哪吒双手紧握火尖枪，脚
踩风火轮，出现在坏人面前，大
喝一声：“坏人哪里逃！”坏人们
见到这个样貌古怪的少年，吓
得扔下孩子掉头就跑。说时迟
那时快，哪吒瞬间抛出混天
绫。混天绫像离弦的箭一样飞
向坏人，将他们一圈圈绑了起
来。他们无力挣扎，只得乖乖
就范。哪吒看着地上被捆成粽
子一样的四个坏人，自豪而欣
慰地笑了，表情如同打了一场
大胜仗一样。在此期间，我趁
机救走孩子并报了警。

最终，坏人全部落网，我高
兴得哈哈大笑。笑着笑着，我
睁开了迷糊的双眼。哎！原来
是南柯一梦呀！我多么希望这
一切是真的！

夏夜，月光爬上宣纸。一
瓢清水里浮起一点墨花，渐渐
晕成一片。

坐一角书台，铺开一张宣
纸，调一笔淡墨，便入画境。
作为国画大师的外公，在一旁
不时提点技法，指出我和表弟
画作中的不足。不同于表弟
喜欢在原画上反复涂改修正
至乌漆一片，我画完一幅，总
是习惯换一张新的白纸，好似
这样就可以逃避一切瑕疵。

“乖孙儿们，先别画了，来
喝杯茶吧。”外公沏好两杯清
茶递给我们。舌尖刚触到茶
水，便挨到一缕苦涩。像对待
画作一样，我将这杯有“瑕疵”
的饮品偷偷倒掉。从此，我对
茶的认识也仅仅停留在舌尖，
再没有回味那一份不悦。

七年转瞬即逝。已上初中
的我和表弟趁暑假一同回到
外公的画室拜访。外公惊喜
于我们的到来，当即提议让我
们各自作画，看看我们的长
进。我挥翰成风，很快完成了
画作。再看表弟不紧不慢，好
像每画完一笔都要细细回
味。待他画完后，外公将我俩
的画作摆在一起，唤我们前来

观看。看到两幅画的那一刻，
我不禁愣住了。和表弟的娴
熟笔墨相比，自己那幅漏洞百
出、瑕疵遍布的涂鸦让我羞愧
难当。提笔散乱，蒲画得绵软
无力。七年了，我的画技没有
任何长进。

外公见我沉默，便将沏好
的一杯茶推到我面前：“孙儿，
画技精进的本质就是在一次
次错误中反思，不断修正与突
破。正如品茶，一味逃避苦涩
终是浅尝辄止，如何能尝到真
正的茶香？”听罢，我端起杯
子，将七年前被我倒掉的茶缓
缓送入口腔，细细品味。入口
是极苦涩的，然而当茶水入
喉，口中的苦涩渐渐退去，甘
甜方才涌现。

接下来，我没有换一张新
的白纸重新作画，而是将原画
作中的瑕疵一一修改。新旧
笔墨碰撞，仿若一场大战，搅
得宣纸上乌漆一片。画毕，我
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这
是我不再惧怕的苦涩。

从此，边作画边品茶成了
我的习惯。将茶含在口中慢
慢咽下，待画完回过神，只觉
苦涩散尽，甘甜涌来。

“最近蟳埔的簪花很
热门呢，孩子们可以去体
验一下！”蟳埔村是泉州丰
泽东海社区的一个小渔
村，离我老家不远。在姑
婆的建议下，“五一”当天，
爸爸妈妈带着我前往蟳埔
村体验当地传统民俗：“簪
花围”和“蚵壳厝”。

来到蟳埔村，只见街上
都是头上簪着花的女性。
爸爸告诉我们，她们是蟳
埔女，与湄洲女、惠安女并
称“福建三大渔女”，是闽
中南沿海一大民俗奇观。
传说她们是古阿拉伯人的
后代，至今保留着头戴簪
花围的风俗。蟳埔女的服
饰通常是宽宽的“大锯衫”
和“阔腿裤”，随风飘舞若
海浪，恍若一群“海的女
儿”，看得我很是羡慕。

“我也要打扮成蟳埔
女！”我兴奋地对爸爸妈妈
说，于是妈妈带我走进一
家当地阿婆开的簪花小
店。

店家阿婆先是把一大
把长长黑黑的假发绑在我
的头上，随后熟练地把假
发一圈一圈盘成圆形的发
髻，并用一支长簪固定
住。后来我才知道那个东
西叫“骨簪”。接着，阿婆
给发髻套上一圈圈红色、

黄色的花，再在发髻上插
上五颜六色的花。我背起
小背篓，俨然一个如假包
换的“蟳埔女”。

随后，我们来到一片用
牡蛎壳做外墙的房子。爸
爸告诉我，“这就是蚵壳厝
了！这是最具特色的闽南
沿海民居。古代远洋商船
返航时为了垫空船转运回
来的牡蛎壳，被当地人盖
房子时混入泥土中，以增
加墙体的坚固程度，久而
久之就形成了大规模的蚵
壳厝古民居。”我凑近牡蛎
壳做的墙体一闻，嗯，咸咸
的，是海的味道！

游玩一番后，我们一起
来到海边。海上有许多渔
船。妈妈说，蟳埔女都靠
打鱼为生。我和妈妈一起
站到岸边的渔船上，做出
撒网打鱼的动作，爸爸给
我们两个“海的女儿”拍
照。

可以想象，在寒冬的晨
风里，在酷夏的骄阳下，一
群群头戴“大花围”的蟳埔
阿姨，整理渔具，推着板
车，卖力吆喝着贩卖海
蛎。我想，她们忙碌的身
影就是蟳埔最美的风景。

头戴簪花，身靠蚵壳
厝，在泉州蟳埔，我也当了
一回“海的女儿”！

读后感

奇思
异想

《西游记》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一
部老少皆宜的作品。每当读到这本
书，我总幻想自己变成了孙悟空，跟着
师父、带着师弟们一路降妖除魔，向西
而行……

这只活蹦乱跳、足智多谋的小猴子
就像我们小孩一样可爱又调皮。读到

“大闹天宫”时，我被这个故事深深吸
引，觉得太有趣了。孙悟空先是打赢
了四大天王和哪吒，接着又和二郎神
大战好几个回合，最后就算是被关进
炼丹炉里七七四十九天，也依然生命
力顽强，没有受伤，反而炼就火眼金
睛。后来在去西天取经的路上，孙悟
空师徒四人总共经历九九八十一难才
取回经书，整个过程历时十四年多！
可谓意志坚定。

对比孙悟空的敢于斗争、屡败屡
战，我在生活中一遇到难题就叫爸爸
妈妈来帮忙，从来不独立思考，独立解
决。我为自己的依赖性感到羞愧。

《西游记》这本书，不像漫威英雄拯
救世界那样惊险刺激，也不像加菲猫
那样轻松搞笑，它带给我更深刻更丰
富的感受。它不仅教会我“水滴石穿”

“坚持就是胜利”等道理，还带给我勇
敢面对困难的信心。

“五一”假期，我没有选择
去人山人海的网红景点，而是
来到白鹿洞研学，一睹摩崖石
刻的风采。

我来到玉屏山脚下，穿过
宏大的山门，踏着红砖铺就的
楼梯向上，便来到了摩崖石刻
群。

映入眼帘的是六合洞右边
刘明灯于同治八年所书的“重
游鹿洞”。这是厦门岛内最大
的篆书石刻，笔画逶迤曲折，好
似许多河流奔腾而下。与它并
驾齐驱的是同治六年任厦门巡
道的曾宪德所写的隶书“三巡
鹭江”，大方、工整而有威仪。
洞口左边是行书“蓬壶曲径”，
笔画如流水般灵动。环顾四
周，景色迷蒙，如仙境一般。

进入洞中，抬头仰望，洞内
石壁上刻有“六合洞”“印月流
云”“亦小洞天”“壶中天”。其
中我最喜欢崔应阶的“印月流
云”。我仿佛看见，夜晚，崔应
阶提着酒，来到此处举杯望
天。月亮印在夜幕中，发出幽
幽白光。一阵风吹来，天上的
浮云随风飘动。弯弯的月儿像
一只仙鹤在云海中展翅翱翔，
飞向九重天。

从六合洞出来后右拐，沿
着“之”字形石阶而上，天空豁
然开朗，令人心旷神怡！岩壁

上“豁然”二字令人心中迷雾尽
散，仿佛重新迎来光明。

再往上走，便来到朱以德
题写的“鹿洞书声”和柯荣试题
写的“亦庐”。这里曾是玉屏书
院的旧址，静谧安逸、绿树成
荫，风景像庐山一样秀美。这
两处石刻是为纪念朱熹在庐山
建白鹿洞书院而留下的。我闭
上眼睛，仿佛闻到了空气中弥
漫的阵阵书香，听到了读书人
琅琅的书声，看到了院里书童
们正拿着书本互相交流……

最后，我们登上顶峰，杨廷
玉的“天风海涛”跃入眼帘。登
高望远，鼓浪屿隐约可见。我
嗅到了海的气息，仿佛自己正
光着脚踩在柔软的沙滩上。暖
暖的海风带来阵阵涛声，仿佛
在呼唤我：“勇敢地乘风破浪
吧！”

欣赏完摩崖石刻群，经历
了一场与古代文人的心灵对
话，我不禁感叹古人文化造诣
的高深，给人无限的想象与启
发。

（小作者附言：此次研学
前，老师提醒我们提前查阅资
料。研学当天我认真听带队老
师解说，之后重返白鹿洞再次
观摩，终于完成此次研学记录，
希望能借“花季”一角与大家分
享。）

儿时,我便从父母口中听说过“鲁迅”这
个名字。对他的印象,便是那爸爸收藏的小
说扉页上几行蝇头小字以及那张极具年代感
的黑白相片——一个面目慈祥中带点严厉的
中年男子。父母提起他时脸上的那种敬畏神
色，让年幼的我意识到:这是个了不起的人。

大些时候，我开始接触他的文章。《朝花
夕拾》唯美的名字与书香深深铭印在我脑海
中。然而那时我完全只看有趣的故事情节，
还不理解老先生文字背后的深意。

后来游览鲁迅故里。“旅游热”下的绍兴
显得不那么的诗情画意。被人群裹挟着来到
一座古色古香的老屋前。仰首，牌匾上赫然
镌刻着四个大字——“三味书屋”。书中的绣
像、梨树下的蚂蚁、套在书上的竹纸……那些
蒙了微尘的记忆再度浮现在脑海中，我依稀
看见《朝花夕拾》中那个天真而稚气的少年朝
我奔来，竟和此刻未成年的我如此相似。

步入中学，再读鲁迅，我终于读懂了文字
背后的深长意味。“孔乙己”“范爱农”“祥林
嫂”……老先生或哀其不幸，或怒其不争。他
用笔杆中射出的炮火，企图将麻木的国人唤
醒。这一刻，鲁迅俨然成为一个刚强的战士，
一个与我们迥然不同的伟岸身影。黑夜的尽
头，北极星默不作声地闪耀着。而我们，永远
记得它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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