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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日记

《日有万喜》（画作）

作者：园南小学四年（2）班
陈泓旭

温馨情感

骑楼

同学少年

一根冰棍

烤地瓜
前埔北区小学三年（5）班庄宇冠

乘着小汽车，耳边的风呼呼
作响，我又来到了奶奶家。

我最喜欢吃奶奶烤的地瓜
了。奶奶下地劳作，回来时带着一
篮地瓜，我吵着要吃烤地瓜，奶奶
欣然答应了。

开始烤地瓜了。奶奶往火炉
里放柴，我也来帮忙。柴够多了，
奶奶开始点火。“嗞啦嗞啦”的火
苗唱着欢快的歌谣，映得灶膛红
彤彤的。我迫不及待地往火炉里
放地瓜，直到奶奶喊停，她用铁
钳把地瓜一个个埋在木柴下。地
瓜盖着火焰被子，我想凑近看看
烤好没，但高温把我的脸烤得热
乎乎的，汗珠流下来，我只好离
开土灶。

过了几分钟，我又折回来，奶

奶已熄掉火，我伸手想去拿地瓜。
奶奶说：“还没熟呢，还要让地瓜
焖十几分钟呢。”我围着土灶团团
转，还“嘛咪轰嘛咪轰”地念着“咒
语”，想催熟地瓜，奶奶笑得前仰
后合，铁钳拍得“咔咔”响。

过了一会儿，奶奶笑着对我
说：“可以吃了。”我“嗖”地一下
跑到土灶旁，一把抓起一个地
瓜，哇，好烫！我左右手轮流交换
地瓜，又是吹气，又是拍打。一番
努力后，地瓜终于凉了下来。皮
原来是红的，熟透了变成黑色
的，乍一看，像一块黑炭。不过，
不能“以貌取瓜”，剥开黑衣，一
股香气扑来。一咬下去是浓郁的
甜香，咽下去后唇齿间还留着淡
淡的余香。

乡下的烤地瓜，美味无穷。

民立二小六年（3）班王韵然
指导老师：苏雅

老家院子里有棵龙眼树，那是阿
公亲手种下的。

清明是龙眼树的春天，枝叶是嫩
绿色的、饱满的，一个挨着一个。阿公
时不时给它浇水，小鸡们在树下溜达。

夏天，龙眼的枝干又粗了一些，威
风凛凛。大片深绿的叶片层层叠叠，像
一把绿色大伞，留下一片阴凉。枝头挂
着一串串圆溜溜的龙眼，我跟在阿公身
后躁动不安。“阿公，阿公，然宝要吃龙
眼。”阿公总是微笑着说“好”，搬来一架
木梯，搭在笔直的树干上，挎上竹篮，几
步就爬上去。不一会儿，竹篮里已经堆
满一串串又大又圆的龙眼。阿公爬下木
梯，提出成串的龙眼，掐掉多余枝叶，接
一盆水，撒上一勺盐，把龙眼放在水中
浸一会儿，再取出来洗净，就可以剥着
吃了。阿公先把蒂掐掉，然后用小拇指
指甲盖在龙眼皮上划一道不深不浅的
痕，接着用两手大拇指指甲盖轻轻剥开
壳，避免饱满的汁水溢出。晶莹洁白的
果肉露出来，我咬一口，清甜的汁水将

我的舌头包裹，鲜嫩的果肉滑滑的，我
含在嘴中舍不得咽下。

深秋时候，龙眼树的绿色没有那
么鲜灵了。阿公架上梯子，砍掉多余的
枝干，整整齐齐地堆在草棚里晾干。

到了春节，龙眼树还有一些短枝和
稀疏薄叶。小屋中，“噼啪”作响的火苗
驱走寒意，阿公把晒干的树枝放进灶台
烧，灶台上炖煮着各种好吃的东西。

我上小学了，阿公跟着我到城里
照顾我。临走前，他在小屋里走了一
圈，抚摸每一面墙、每一张桌子、每一
张椅子，又走到院中，在龙眼树下站了
许久，才上了我们的车。细细一看，阿
公的眼角亮亮的。阿公为了我，丢下了
他的小院，丢下了他的龙眼树。

春节回老家是阿公最开心的时候。
他走进小院，快步来到龙眼树下，如同
久别的老友有道不尽的话语。龙眼树的
枝干伸得老长，阿公拿上斧子爬上梯子
开始修剪，整个人仿佛年轻许多。

在城里，每次看见龙眼，我就有一
种冲动，想回到老家，回到小院，回到
龙眼树下。

阿公的龙眼树

湖明小学四年（8）班蔡沛霖
指导老师：颜怡婷

趁着好天气，我约上朋友相聚玩耍。我
开心地哼着歌，悠闲地走在小区的石板路
上。清风吹过，道路两边高大挺拔的树摇摆
着树枝和我打招呼，小草小花迎风舞蹈，一
切都是那么美好。

正当我沉浸其中时，我听到远处隐隐约
约有声音从风中传来。我仔细一听，“汪汪汪
……”一只狗朝我奔来——我顿觉大事不
妙，决定绕道而行。谁想，这只狗逼近的速度
极快。它的体形庞大，两只眼睛瞪得跟铜铃
一般，龇着牙，向我发出低沉的吼叫声。

我急忙转身，一溜烟跑出几十米开外。身
后的大狗见我奔逃，似乎被激起战斗欲，穷追
不舍。我不敢停下脚步，眼看就要被大狗追上
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瞥见路边的树。说
时迟那时快，我机敏地从树旁绕了过去。身后
的大狗躲闪不及，一头撞到了树上。我见它蹲
在树下大口地喘着粗气，这正是我脱逃的好
时机，我迈开大步，朝朋友家飞奔而去。

我和朋友兴奋地分享完这段历险记后，
那只大狗又出现在我回家的路上。它是来报
仇的吧！我忐忑极了，心想：这次逃跑的招数
肯定不管用了。正当我还在寻思着怎么对付
时，大狗已趁我不备，一口咬住我的鞋带。我
的心跳加速，心脏都要蹦出来了，腿在这时也
不听使唤了，脚仿佛被强力胶粘在地上，连挣
脱的力气都没了。我急忙大喊道：“来人啊！救
命啦！狗子咬人啦！”邻居们闻讯赶来。其中，
保安队长最有经验，喊了几声口令，狗终于松
开嘴。众人将其引开，我才顺利回家。

东渡小学六年（1）班赵睿婕
“姨奶，我们去海上世界逛

逛吧！”“不了，我想回中山路看
看那里的骑楼。”姨奶感慨：“想
当年移居台湾后，难得回来看
一看。”

走进中山路，映入眼帘的是
两旁的骑楼。白天的余温已被皎
洁的月光洗去，霓虹灯勾勒出骑
楼轮廓，精致而雄伟，错落有致。
骑楼虽翻新过，但精巧的门窗、砖
雕、牌坊还是洋溢着古早的风情。

“这么多年过去了，骑楼还
是原来的骑楼！”姨奶的眼眶里
闪着晶莹的泪花，她拉着我的手
说：“丫头，你知道吗？我的童年就
是在骑楼下度过的，摆个小桌子、
小椅子就开始看书写作业了。瞧，
我们以前经常在那根柱子边捉迷
藏呢！唉，都是一些再也回不去的
记忆了，实在是忘不了那些纯真
啊……”

“姨奶，骑楼不是还在吗？还
保护得特别好呢！我们假日小队

通过查资料、走访等途径了解到，
市政府重视古建筑的维护，不仅
定期修缮，而且修缮时尽量与原
有风格保持一致，做到‘修旧如
旧’。骑楼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
文化之一，我们有义务做好继承
和保护工作。”我越说越起劲。

姨奶不住地点点头：“太好
了！你知道吗？关于骑楼还有个动
听的传说。相传以前这里经常发
生海啸，人们总是措手不及，死的
死，伤的伤。人间怨声四起，百姓
的苦难经历传入天上两条龙的耳
朵里，它们不忍看到百姓受如此
折磨，便下到凡间，一条龙用自己
的身体承托起沿街建筑的二楼，
另一条龙则俯身于一楼空余处，
为行人遮阳避雨。远远看去，像骑
在人行道上，所以叫‘骑楼’。”“我
还是第一次听到这个传说呢！真
有意思！”

月光甩下洁白的水袖，骑楼熠
熠生辉。骑楼后面是拔地而起的
摩天大楼，古老与现代交相辉映。

路遇大狗

集美二小六年（6）班洪懿彤
这天，我和好友坐在闷热的教

室里，为了等待吉他考级。空调坏
了，老旧的风扇不仅没起到降温作
用，还“吱呀吱呀”响。隔壁，二胡声

“咿咿呀呀”，我和好友真想夺门而去。
好不容易熬到过关，我们拖着

沉重的脚步迈出大门。和好友告别
后，我在门口旁的长椅上等妈妈。
没过多久，一根冰棍塞到我手里。
我抬头一看，是好友。她到小卖部为
我买了根冰棍。她说：“看你这么热
又没带钱，就顺便给你买了一根。”
我的心情一下好了起来。“这可是这
个夏天我的第一根冰棍！”我边吃边
问：“那你怎么不吃？”她笑着说：“这
么热的天，我边走边吃，一下子就
吃光了。”正在闲聊时，妈妈来了，
好友摆摆手跟我告别。看着她欢快
的背影，我有些伤感，因为初中我
们就不在同一所学校了。

想到这，我觉得手上的冰棍沉
重起来。我想，这沉重的感觉应该
就是友谊吧！冰棍化成水一滴一滴
往下流，即使没有吃它，我也感到
心里是甜的。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好友只
买了一根冰棍。

人物素描

美丽的身影
湖里进修二附小
四年（3）班林雅晗
指导老师：林婷婷

在小区里，在大街上，我们经
常会看到身穿红色马甲、手拿夹
子，弯着腰，低着头的忙碌身影。
他们认认真真地为城市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他们就是垃圾分类
志愿者。

夏天到了，一大早，大地就被
烤得滚烫。知了在树上叫着，太阳
公公好像发了火，就连风都带着
热气。这样的天气，我们都不想出
门，而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顶着
烈日，站在垃圾桶旁，耐心指导着
大家做好垃圾分类。

“呼——呼——”大风裹着雨

而来，垃圾桶旁的身影若隐若现。
没错，垃圾分类志愿者冒着风雨，
依旧坚守在岗位上。

有时我十分不解，心想：为什
么他们有这么强大的毅力，坚持
每天到岗分类？我跑去问其中一
位阿姨，她温柔地笑着说：“小朋
友，你知道厦门有多少人吗？”

“500多万。”她笑笑，接着说：“是
呀，这么多人每天产生的垃圾，单
靠个别人是没办法完成分类的工
作，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做好垃圾分类，这
样城市才会更美丽！”

说完，她又转身投入繁忙的
工作之中。她说的话在我的心中
久久萦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