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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情感 阳光少年

磨坊豆香
双十中学初二（13）班翁陈晖

横竖撇捺，始于仓颉。书法深
埋于时间的长河中，让我们拨开泥
沙，感受它的厚重。

刚开始接触书法时，我是极排
斥的。练书法不仅要专注，还是体
力活，常要站在书桌前，一练就是
几个小时。篆书是我学的第一种书
法字体，交界处笔画要圆滑，我很
反感这种字体，大概是因为圆滑的
风格不受我待见吧。所以，我迟迟
不愿踏入书法之门。

见我进度太慢，老师拿出一幅
珍藏作品。我看到后大为震撼，明
明是圆润的笔画，近看又遒劲有
力，仿佛在字里加入骨头，柔顺的
外表下有震人心弦的精气神。我被
它的神韵深深地吸引了，书法之门
徐徐打开。

自此，我的书法突飞猛进，我
开始学习下一种字体——楷书。楷
书十分工整，我颇为喜爱，但是难
度大增，对线条要求更高。老师带

我到后院，院子十分美丽，有个小
池塘，塘中荷花映着塘边翠竹，老
师叫我仔细观察。竹子笔直略带曲
度，竹尖干净利索，就如书法中的
线条，该快的就得快，可不能拖泥
带水；再看看池塘，一朵朵荷花与
水波相映，含蓄婉转，这也如书法
中的线条，该慢的就得慢，有粗有
细。一起看，干净利落与含蓄温柔
的线条组合，构成后院的美景。我
静静地欣赏美景，打开心扉，领会
到老师的用意。

我回到房间，提起笔，将方才
的感悟凝于《自告书字帖》，提笔、
落笔行云流水，顿笔与线条共融，
横轻竖重，撇捺舒展，一行行秀丽
的字浮现在纸上。写完，我放下手
中的笔，线条对比，字字相映，有的
如游隼，快速又锋利；有的似梅莲，
生动饱满。

我坐在庭中，阳光洒在身上，
荷花的清香一点点沁入我的心房，
书法融入我的心中。

书法之门
厦门高新学校初一（6）班郭涵琦

“阿琦，快回家哟，外婆给你做豆
腐喽！”外婆的声音回荡在小巷里，我
应了一声“来喽”，加快了步伐。

跑到磨坊，只见外婆将黄豆用水
浸在桶里，用抹布把石磨擦洗干净。
石磨看着暗淡无光，粗糙笨拙，上为
磨盘，下为磨底，磨盘上有一根光滑
发亮的榆木磨杆，悠然转动，唱吟出
岁月的故事。

“老爷子，快来帮忙磨豆。”“好
嘞！”外公应声道。外公手握磨杆推动
石磨，外婆在磨杆转动之前将黄豆添
进磨眼，两人配合得默契十足。倒一
勺，转一圈；又倒一勺，再转一圈……
年幼的我也会跑到磨前，嚷着要“添
豆”，可总有几粒豆进不了磨眼。外婆
娴熟的手法，总令我崇拜不已。

“吱呀——吱呀——”磨声辘辘，
豆香四溢。不一会儿，磨声停了，外婆
把豆浆倒入烧开的沸水中，用木勺轻
轻搅拌。待木勺不再挂豆浆，说明已
熟。此时，外公早已支起烘豆腐架，放

上淘箩，将粗纱布铺在上面。外婆将
豆浆一瓢瓢倒入其中，豆浆泾渭分
明，分成纯豆浆与豆腐渣。

接下来的步骤是点卤水，外婆将
卤水一点一点地倒入豆浆，外公则用
木棒轻轻搅动豆浆，在两人默契的节
奏中，豆浆与卤水充分结合在一起。
最后，外婆把一块纱布盖在装豆浆的
模具上。她专注又专业的神情，定格
成一幅美丽的画。

慢慢地，豆浆结块了。水越来越
清，豆花越结越多。外婆和外公总会
相视一笑，盛上一碗豆花，递给我。热
气氤氲，轻轻的小葱点缀其中，让人
胃口大开。轻轻咬一口，一股浓郁的
豆香和淡淡的葱香充盈着口腔，仿佛
在口中演奏着美妙的乐章，看我满足
的模样，外婆也露出欣慰的神情。

春去秋来，我吃遍了杂烩拌豆腐、
甜豆花、龙虾蒸豆腐，但外婆做的手工
豆腐香还留在唇齿的记忆中。一碗豆
腐，凝聚着外婆的疼爱和怜惜，也讲述
着岁月深处外公外婆默契的故事。

班长

成长日记

莲花中学初一（2）班黄米玥
若非要我点出小学到初中有

何变化，就不得不提“班长”这个新
头衔了。

过去六年，班级事务全由老师
打理，无须我操心；成绩也只是达
标即可，不需要多么优异。可以说，
小学时光有那么一些悠闲。

可是，我为何领了班长一职？
那是开学前家访后，老师临走前问
了我一句：“你有兴趣当班长吗？”
我愣住了，大脑霎时变得空白。我
已不记得当初回答了什么，但就这
么当上了班长。

老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
却在上任第二天被浇了个透心凉。
那天，我刚走到楼梯口，迎面遇上两
名同学：“班长，班长，灯打不开了，
你快去想想办法！”灯丝却好似故意
与我作对，几番折腾之后依然没有
光亮。十来个人盯着天花板，束手无
策。我整个人被无力感包裹着，依稀
听见隔壁班传来的朗朗书声。那一
刻，我意识到，班长不仅仅是一个职
位，更是一份责任、一份信任。

步入初中，应试压力不可避免。
但开学以来，抽测结果不尽如人意。
试卷，轻轻地落到桌上；刺目的成
绩，重重地砸在心头。或许这就是班
长的魔力吧，在这两个字下面，你是
标杆、模范，是迎风而起的白帆，引
着船儿乘风破浪。当然，班长这个身
份不光带来压力，还让本不愿社交
的我，逐渐主动去认识班里的同学；
班长这个身份激励我将搁置的画笔
再次提起，勾勒出鲲鹏凌云起，凤凰
涅槃生；班长这个身份，似一盏灯，
点亮许多不曾瞧见的角落。

渐渐地，“班长”这个称呼变得
不那么刺耳，尽管一切开始得有些
被动而仓促，尽管我依然有些手忙
脚乱，尽管我无法对每个问题做出
圆满的解答，但这份责任感会时刻
激励我不停进取，勇攀高峰，做一
个合格的班长，成为更好的自己。

厦门一中初二（4）班黄予晴
当你在不经意间与书籍邂逅，

那些澄澈的双眼会让你宠辱皆忘，
把宁静深植心中。当你遨游于书海
中，常会忽视时间的存在，久了，抬
起头来，阳光的绿荫又移了一寸，树
木的嫩叶又长了一分。

儿时，我最喜欢读海伦·凯勒的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刚出生几个
月，她就因疾病变成盲人，开始了充
满恐惧与黑暗、没有一丝光明的生
活。可是，坚强的海伦·凯勒并未丧
失对生活的希望。她开始慢慢接受
这个不幸的事实，在迷茫无助时，文
学创作改变了她的一生。在真诚而
坚韧的文字里，我见证了她是如何
一点一点走向成功。

读着海伦·凯勒的作品，我沉浸
其中无法自拔。在书中得到的乐趣
与享受，是不可比拟的，我像是走进
了主人公的世界，同她一起欣赏美
景，聆听未曾听闻的故事。这些文字
在不经意间让我醍醐灌顶。人生难
免有挫折与不幸，我们要以乐观向
上的心态去面对，像海伦·凯勒一样
做一个坚强的人。

读书是灵魂间的碰撞、心灵间
的交流。长大后，我喜欢上《简·爱》。
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章章动人的
情节、一段段波折的经历，仿佛踩着
雨点来到我面前：命运的坎坷，情感
的纠葛……我被书中主人公简打动
了，她贫穷弱小，相貌平平，却有着
强烈自尊心。她教会了我成长，让我
懂得了自尊的意义。看到简与爱德
华相爱时的情节，优美动人的文字
随着雨点落在充满墨香的书页上。
自尊挚爱，这四个字在泛黄的书页
上显得格外夺目。简的自立自强、敢
于抗争、敢于追求精神给了我很大
的鼓舞。

时光如白驹过隙，不知不觉悄
悄地从指间溜走。我对书的爱也与
日俱增，犹如一阵微风，轻拂我的
脸颊，吹起我的衣角，引领我走向
未来。

人物素描

五缘第二实验学校初三（2）班陈嘉坤
指导老师：林子琛

一日放学，我刚踏入家门，爷爷就
兴奋地告诉我，他又看了一篇报道说，
中医就是厉害，桃儿七可以作为抗癌
药。我有点兴趣，爷爷说这是一种有毒
的植物，但根茎可入药，是“以毒攻毒”
的好药。我听不懂爷爷说的话，但我总
是点头，或者说我知道了。后来，我看
到一篇文章说1953年桃儿七就被载
入美国的《药典》。不过，我可不敢跟爷
爷说，不然他会刨根问底，连带出很多
问题，我一定答不上来。

爷爷从小就喜欢去山上玩，后来
他迷上中草药，开始跟江湖郎中学习，
每天不是研究这个草可以治什么病，
就是那个花可以做什么药。他还经常
跟着江湖郎中上山采药。后来，他成了
赤脚医生，有人遇到跌打损伤、筋骨扭
伤，或者喉咙肿痛、眼红、耳疼等小毛
病，经常会来找爷爷看。

爷爷退休后，依然闲不下来。村里
有人找他帮忙医治，他从不推托。有时
我和爷爷一起去山上，我是去玩的，可
爷爷走几步就停一下，因为在草丛中
也许就有中草药。他看见几株金银花，
拉着我过去，让我瞧瞧，得意地问：“你

知道这是什么吗？”我很不耐烦地说：
“这是金银花。”他又问：“那你知道它
有什么作用吗？”我只好继续回答他的
问题：“那当然，你以前经常用它煮水
给我喝，可以降火去毒。”这样的对话，
已经重复好多次了。

“这个可以敷在伤口上。”他看到
了鸡蛋花。“这个七叶莲，可以治蛇伤，
是神药。”再看到车前草、田边菊、凌霄
等等，有什么作用，我也不知道，但爷
爷总是耐心地为我讲解。本来一路上
我可以学到不少知识的，但我总是心
不在焉。我总认为自己陪爷爷上山，只
是因为担心他独自一人不安全。

在家中，爷爷对我们的饮食管理
十分严格。如果他看到我比较疲倦，就
叫我多喝红枣银耳莲子羹；看到我嘴
角有泡，就叫我吃小肠苦笋汤。有人上
火，有人气血不足，他都会叮嘱妈妈做
菜时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餐桌上，
我们总是默不作声，只有爷爷不停地
科普中药知识。

说到未来，爷爷总叫我好好学习，
还问我长大有没有兴趣学中医。我从
未正面回答，但在我的心中，爷爷一直
是我的榜样。他如随风潜入夜的细雨
一般，不知不觉地影响着我。

爷爷的影响

课堂内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