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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沪剧
九峰实验学校八（4）班 潘瑜清

奶奶极爱沪剧，我从小就和

她一起听、一起唱，伴着一只老式

的红色收音机，祖孙俩可以听上

一下午。从陆雅臣听到《借黄

糠》，从《卖红菱》听到《阿必大》，

一曲比一曲精妙，一曲比一曲优

美。陆雅臣赌债卖娘子闹出的笑

话，《借黄糠》中“穷人不知富人的

苦”的荒谬，《阿必大》里两人对白

的生趣，引人入胜也引人思索，而

最可看的是一演三个钟头的《雷

雨》，若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是不

能过瘾，不得要领的，只有耐耐心

心地从阴差阳错开始直到一场雷

雨劈死三人的惨痛结局，一幕幕

看下来，才能一点点揣摩悲剧的

主旨所在。我发觉沪剧的题材几

乎都取自于现实生活，离奇的情

节又全在情理之中，不仅内容精

彩，而且各种民乐的伴奏能把听

戏时的氛围很到位地烘托出来。

对于沪剧的喜爱，大约就是从

那时开始的。直至今日，还在脑海

里存有当时的场景。我依然可以

自信地背唱最爱的《阿必大》唱段，

可以自己吹吹打打撑起一台戏，可

以报出一串沪剧名家的流派。

最放不下的，要数沪剧的音乐。

开头多是一阵琵琶笙笛一类

乐器响亮的开幕，或是幽幽地从远

方传来，近了、近了……接着是主

唱极好听的男声或是女声，很像酷

暑中润入一股清流，脆生生凉丝丝

的，一下子就让人提神醒脑了，后

台的铜锣玉笛扬琴二胡，还有木鱼

和大鼓，也一齐响开了声。主唱的

声音被淹没了一会儿又浮出水面，

或绵长、或灵动，节奏明快，其它的

声音都暗下来，惟丝竹之声如几股

清泉轻泻而出，抽丝般起伏、婉转，

渐渐场子上只剩下主唱之音，那苦

苦倾诉、字字泣血足以令人心碎神

醉。这是女声。若是男声，最好的

效果是让观众慢慢振作起来。记

忆特深的是“邓世昌”，只台上一

人，便如金戈铁马般，有了激烈，有

了节奏，配了琵琶或大鼓结合着

敲。唱一句，敲一下，正觉短促有

力、壮志满怀，却一下停住，余音绕

梁，过了片刻，那绵长的二胡又出

来了，悲壮凄美，博得一片喝彩。

这里还想特别提一下传统名

剧《阿必大》。从前我总只听精彩

部分，其余铺垫伏笔等一掠而过，

为写走近沪剧的文章，才一字不

落地从头至尾听了一遍。发现那

些掠去的倒也是生活细节。尤其

开头那段独角戏，石筱英饰演的

婆婆在台上叨叨了近十分钟，没

有伴奏，没有对唱，只是不厌其烦

口若悬河地讲家里的事儿，说到

引人发笑甚至不好笑的事儿，我

总吃不住地笑起来。就这样，那

怪大的冷冷清清的戏台，她却撑

得有声有色。

接下去与阿必大的对手戏，一

句对一句，一碴儿接一碴儿，妙趣

横生：“婆阿妈，鸡蛋补。”“死货色，

鸭蛋大。”“婆阿妈，花箕柴火力旺

呀。”“死货色，稻草灰多呀。”……

如此种种，就算演唱的人过世

已久，只须设想她们当年的音容笑

貌，还是不禁让人莞尔，令人佩服。

沪剧是上海戏剧文化的结

晶。生在这片土地的人更为感受

深切。其他地方有人学沪剧，终

究有点“水土不服”。也有人说

“上海的沪剧，过时了。古调虽自

爱，今人多不弹了”。即便真的如

此，我也会“别人不弹，我弹！”因

为我对它喜欢得紧。

紫藤记
茸一中学九2班 张雨谦

在放学后的闲暇时光里，同好

友一起漫步在校园里，感受着这个

我们已经生活学习了三年的校园

的气息，而我最喜欢的就是小鱼塘

旁的那条幽静的长廊。

我特别喜欢抛开所有学习的

压力静坐在盘满紫藤的长廊下的

石凳上放空思绪，想一些天马行空

的事情。花架下很安静，只听得风

吹动树叶的沙沙声，抑或是鸟儿几

声清脆的鸣叫声。三五成群的学

生围坐在一起，有的绘声绘色地讲

述着自己的奇遇，有的在手舞足蹈

地回忆着老师上课时精彩的一幕

幕，有的甚至在激烈地讨论着各种

难题怪题……柔和的阳光透过稀

疏的树叶折射出那斑驳的树影洒

落在他们的身上，多么专注有活

力，多么温馨和谐的景象啊！

有些干枯的老藤紧紧地缠绕

在木桩上，错综复杂，难舍难分。

他们没有鲜艳的色彩，没有挺拔傲

人的枝干，即便他们是那么的不起

眼，但正是他们为枝叶提供的养

分，他们瘦小的干枯的藤蔓得以撑

起一个绿荫地。这仿佛也在告诉

我们，不管是学习还是生活，基础

知识必须扎实，只有打好了坚实的

基础才能更好地学习新的知识，新

的事物。大大小小的枝叶曲劲悠

长，向着阳光的地方奋力蔓延，就

像我们莘莘学子对学习的热爱和

对知识的强烈渴望。如同挂在树

梢上的摇摇欲坠的豌豆荚似的果

实，仿佛一个个正在被孕育的娃

娃，奋力吸收着养分，等待来年的

春天里开出一串串迷人的紫藤花，

再把自己的香气散播到校园的每

个角落。

这仿佛悄悄地提醒着我们，在

剩余不多的一年时光中，要蓄积力

量，用知识填充自己，武装自己，强

大自己，在 2018年的那个六月，绽

放出绚烂的花朵，展现自己的能

力，做一个不一样的自己。

历史和现实总是有着太多惊

人的相似。

我曾经在网上看到两张图。

一张图是古人躺在床上吸鸦片，而

另一张图则是一个现代人躺在床

上玩手机，这两者的位置、动作竟

然一模一样，如此地神似。

或许，我们真的该反思一下了。

不得不承认，手机确实是信息

时代的产物，携带方便，功能繁多，

使用便捷。一个智能手机，游戏、

QQ、微信……简直就是无所不能，

堪称“掌上电脑”。但是，它只是一

个工具。我想发明手机的人也不

会想到手机会影响到人们的交流、

思想情感和观念意识。假如爱迪

生来到21世纪，也定会为此震撼。

当我们在用手指划手机的同

时，又失去了什么？

一次周六的同学聚会，大家都

埋头刷着手机，或在打游戏，或在

聊QQ，或在玩抖音。他们全都沉

迷于手机的虚拟世界里，面无表

情，拒绝和坐在身边的人聊天。我

尝试着去打破这沉闷的气氛，到头

来却发现只是徒劳。大家不是因

为好久不见而嘘寒问暖，拥抱击

掌，而是被“手机”控制了心魔。即

使我们的距离是那么近，但彼此的

心却又是那么远。

曾经有一个调查，是关于朋友

之间的交流方式的。100 名学生

中有三分之二选择QQ或视频，三

分之一选择出去玩，并美其名曰增

加彼此的感情。可，玩什么呢？聚

到一起，居然是忙着打游戏。

《国民家庭亲子关系报告》显

示，17.8%的父母在与孩子共处时

也时常手捧手机，记者采访了多位

家长，超过一半以上家长承认回家

看手机时间远超于对孩子的陪伴。

这引起了我们的共鸣。家长们

总是会找出玩手机的万千理由，工

作、生意、关心国事、哎……父母和

孩子的距离就隔着一部手机啊！

走在大街上，不管是男女老少，

都沉浸在各自的手机小天地中，就

算宇宙是多么的辽阔，天空是多么

的湛蓝，也不及手机的吸引力。

古人写出留恋不舍、插柳欲留

的文章时没有手机；毛泽东延安窑

洞饱读诗书时，没有手机；陶艳波陪

读，将孩子养大成人，同样也没有手

机。但他们有的是这份温情、这份专

注、这份坚持、这份人间的真情。

手机无形中成了现代社会中

的“鸦片”，慢慢地吞噬着人类。

所以，放下手机吧！别再被控

制，别再成为它的“奴隶”。多花点

时间与朋友交心，多花点时间去陪

伴孩子。用自己的爱，用自己的温

情去对待这个世界。我们可以一起

手拉着手，躺在柔软的草坪上，眺望

星空；我们可以面对面，心连着心，

谈着文学，谈着青春，谈着温情。

“老上海”的弄堂游戏
三新学校四（五）班 颜和愉

“老狼老狼，几点啦？”“四点

啦！”听，这是什么声音？原来是我

们这帮上海“小囡”在玩游戏呢！

我们这一代 00 后孩子，都沉

迷在所谓的“现代”益智游戏中，

学前班开始玩乐高，稍大一些玩

PAD，习惯于“一个人”玩，逐渐忘

却了天真烂漫的“老上海”弄堂游

戏。作为地道的上海小囡，我打

算向妈妈了解下“老上海”的游

戏，不错过即将逝去的“精彩”。

“妈妈，你小时候都玩些什么

游戏啊？”“我们小时候啊，玩的游

戏可多了，大多是自制的，有滚铁

环、丢沙包、抓筛子、跳皮筋、挑绷

绷……”“你最喜欢哪种游戏啊？”

“我都挺喜欢。要说玩得最多的，

那就是跳皮筋了。找两根皮筋，两

端两个人把皮筋拉直，我们一群小

伙伴唱着儿歌‘小皮球，架脚踢，马

兰花二十一，二五六，二五七，二八

二九三十一，三五六……’两脚踩

着节奏，穿梭在两根皮筋中，如此

欢快。“沙包，是自己拿旧布缝的，

裁成一块块豆腐干大小，里面装了

一点大米，拍起来沙沙作响的，可

以玩丢沙包、踢沙包、顶沙包的游

戏。”“还有挑绷绷，一根线两头打

个结，连成一个圈。一个人掌心相

对，用两手撑开，发挥你的想象力，

将绳圈在两手间翻转，变换出不同

的花样……”妈妈讲得非常带劲，满

脸洋溢着满足的笑容，时不时手舞

足蹈一番，仿佛回到了她的童年。

“原来，在没有手机、电脑、

IPAD，没有电视机的年代，你们的

生活也那么欢乐呀！”“对呀，现在

科技发达了，一部手机，一台电

脑，把你的身心全部锁住，都无暇

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妈妈说。

若不是这次学校有个关于畅

想中华的征文活动，我也许不会

向妈妈问起她童年的游戏，不会

去了解家乡的文化，我深深地被

这些“记忆”打动。

让我们拾起曾经的记忆，一

起回顾老上海的故事。打开我们

的房门，把上海搂进我们的怀抱，

感受上海文化的魅力，一起来玩

一玩老上海的弄堂小游戏吧。

幸福是什么
第三实验小学五（2）班 顾琦磊

吱吱，吱吱，那蛐蛐儿的叫声

就是幸福的声音。幸福其实就是

这么简单，也无处不在。

离我外婆家一箭之遥的地方

有个山坡。山坡长满了青翠欲滴

的野草，草丛中还有星星点点的野

花，不少蜂蜜蝴蝶盘旋飞舞，就像

一幅美丽的画卷。

那时候的我们正值七八岁，用

大人的一句话说，就是“连狗也嫌

弃”。一点儿也没错，我和小伙伴早

出晚归，回来不是变成“泥孩儿”就

是成了“落汤鸡”。大人们也无可奈

何，但告诫我们不要去那山坡。

一天，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

和小伙伴们趁大人们午睡的当儿，

悄悄地溜了出去。正值初秋，蛐蛐

儿这时叫得最欢。那声音此起彼

伏，错落有致，像一首交响曲，委婉

动听。我们各自拿了一个瓶子，准

备捉蛐蛐儿。到了小山坡，我们仿

佛置身于“蓬莱仙境”。不一会儿，

我们便开始了自己的“伟大工程”。

瞧，有的左右开弓，一手握住

瓶儿，一手呈罩状，眼睛紧紧地盯

着草丛，可还是徒劳无功；有的扒

拉着草丛，猫着腰，瞪圆了双眼，放

轻了脚步，小心翼翼地寻找，也无

功而返；还有的干脆直接不管三七

二十一，一把儿直接抓，也都扑了

个空……小伙伴们都有些扫兴了。

我呢？也没有抓着。不过，我

并没有灰心丧气，仍旧屏气凝神地

找着，并鼓励大家不放弃，继续

找。终于，我看见了它，只见它脑

袋乌黑，两只触角不停地抖动，一

对锋利的门牙像两把尖刀一张一

合，发出阵阵咔嚓声，好不威风！

我得意地想：这回我总该抓住你

了。我的两手猛地一合。可抓着

的只是几根杂草罢了。突然一个

小黑点在草丛中一掠而过。我悄

悄地尾随着它。大概是累了，这蛐

蛐儿停了下来。我趁机抓住了它，

并把我的“小俘虏”放进了瓶子。

小伙伴大多都抓着了。我们满载

而归……

傍晚，我坐在后院里听着蛐蛐

儿的叫声，那吱吱声时常回荡在我

耳畔，一种幸福的感觉在我心头

涌动…… （指导老师：魏张桂）

春 柳
上外松外三（8）班 凌子钰

古代有很多诗人写过柳树的

诗，写得最好的我觉得就是唐代

大诗人贺知章写的《咏柳》：“碧玉

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

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

刀。”如果不是亲身感受，我是无

论如何也体会不到这首诗的美的。

那天傍晚，我随爸爸妈妈来

到大学城文汇路散步。最吸引我

的是路北侧河边的垂柳，那飘逸

的婀娜多姿的春柳，整齐地排列

在河岸的两侧。我情不自禁地跑

过去，认真地观察起来。只见那

一根根细长的柳条上，缀满了细细

尖尖的、翠绿的柳叶。那垂下的柳

条就像小姑娘的辫子，微风轻轻吹

过，细细的柳条随风飘荡起来，就

像一位绿衣仙子的裙带在空中忽

上忽下，漂亮极了！我久久地立在

它身旁，感受着春天的气息。

啊！春柳，虽然你没有姹

紫嫣红的外表，也没有玫瑰花

的香气，但你在我的眼里，我

的心里，塞满了春天的讯息。

一次惊喜的收获
上师大附属外国语小学四（8）班 宋李凝

那个星期天的上午，天气晴

朗，爸爸妈妈带我去了小区附近的

昆秀湖玩。

我玩得很开心，在快要回去的

时候，在草丛里发现了一个萝卜，

长得很“奇葩”——三个萝卜长在

一起，像长了一个屁股似的，茎上

还有几个小小的花苞。我像发现

珍宝似的把它带回家，种在装有水

的瓶子里。

到了下午，我发现它的根茎不

但长了一点，几个小花苞还变得鼓

鼓的，似乎想冲破什么阻力似的。

我仔细地一看，“呀！”小花苞上面

有很多虫卵，我想：这些虫卵真狡

猾，在吸收花苞的营养，我可不能

让它再咬我的萝卜花。

我急忙问妈妈：“怎么除掉花

苞上的虫卵？”妈妈一看，摇摇头，

嫌弃它太脏，建议我把它扔掉。我

很不愿意，坚定地说：“我一定可以

把它治好！”妈妈勉强同意说：“如

果治不好，就扔掉。”

我迅速跑到楼下的花店里，买

了支杀虫剂，给萝卜花苞喷了一

点。过了一会儿，萝卜花苞上的虫

卵变软了。看来这些霸道的的虫

子死了。我高兴极了！

到了晚上的时候，我惊喜地看

到萝卜的茎上开了一朵小粉花，可

爱极了。小花似乎感激地对我说：

“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的帮助，我就

会被这些虫子吃掉了，枯死了，开不

出花了。”我第一次看到非常小，但又

非常美丽的萝卜花，心里甜滋滋的。

这真是一次非常惊喜的收

获！原来，只要努力付出，就有成

功的回报！ （指导教师：陈明海）

封“神”榜
上外松外三（8）班 凌子宸

只要在我们三（八）班呆

上一天，你就会发现我们班有

很多的“大神”。你别不信，听

我向你一一介绍你就明白了。

首先我要介绍的是我们

班的“考神”——缪雨芯，每次

不管什么考试，她不是 100分，

就是 99 分。还有她那个错题

整理本，那种认真劲，让你不

得不服气。

介绍完“考神”，下面我要

介绍我们班的“笑神”——庄

振庭，他说话特幽默，那语言、

那神态，每次都会让我们不禁

哈哈大笑，给我们添了不少乐

子呢！

接下来，我要向你介绍的

是“读神”——孙颂可，每次听

她在讲台上朗读课文，不仅字

正腔圆，而且还读得很有气

势，听她朗读可是一种享受。

最后，我要向你隆重介绍

的是我们班的“诗神”，他不仅

常常在课间休息时编一些让

人捧腹大笑的打油诗，而且他

还会写小诗呢！不信你去看

看《松江报》刊登他的那首《弟

弟摘葡萄》就知道了。他是谁

呢？当然就是我凌子宸啰！

听完我的介绍，难道你不

觉得我们三（八）班是一个人

才济济的班级吗？！

手机啊手机！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附属松江实验学校七（6）班 施陈宇

小狗豆丁
上师大附属外国语小学四（10）班 乔泽天

“走起路来落梅花，从早到晚

守着家，看见生人就想咬，见了主

人摇尾巴。”你能猜出这是什么小

动物吗？没错，它就是我最好的朋

友，一只一岁的小狗豆丁。姑姑出

差了，它就住进了我家。

它有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一条长长的尾巴，四只灵活的腿。

它也很听话，不管我走到哪儿，它

总是会跟到哪里。

豆丁是只顽皮狗。记得当初

妈妈将豆丁接到家，等我放学回到

家时，在它眼中，我竟成了不速之

客。它一见到我就立马冲到门口，

挡在我面前，叉开四条腿，冲着我

汪汪大叫，好像在说：“这是我的

家，你从哪里来的？请你马上出

去，否则我咬你，我可非常厉害！”

它根本没把我这个小主人放在眼

中。我急得大喊，想让妈妈来援

救，可一想千万不能让妈妈看扁

我，于是我学着电视上经常看到的

主人与小狗亲密互动的动作，我试

着轻声呼唤它，讨好它。不一会

儿，它果然停止了大叫，对着我不

停地摇着尾巴，好像承认了我是它

的小主人一样，我于是用手轻轻地

摸着它的头，它伸出舌头轻轻地舔

着我的手，舔得我手痒痒的。我拨

开它的头，它还是舔呀舔，好像认

识多年的好朋友一样。

豆丁还是只馋嘴狗。有一次，

我把一块肉撕碎拿在手里，它闻到

味道后，立马就飞奔过来，那尾巴

不停地摇动，好像在说：“快把肉给

我吃，我饿了！”于是，我把肉放在

它嘴边，不一会儿，它就把肉吃得

连渣都不剩。吃完肉，它发出来嗯

嗯的叫声，好像在感谢我。

就这样，豆丁成了我课余生活

的小伙伴，它让我的生活增添了许

多乐趣。直到姑姑抱回豆丁后，我

还是会经常想起和豆丁在一起的

快乐时光。 （指导老师：尹静）

弹钢琴
中山小学小鹿文学社（三年级）金幸尔

星期天的早上，

钢琴就像一个寂寞的小屋子，

里面住着88个琴键，

就像88个小精灵。

这时的88个小精灵，

正在小黑屋里面睡觉。

而这时的我，

却在房间里面写作业。

下午的我，

已经写完了作业。

准备将小黑屋的门打开，

让小黑屋变亮。

打开了小黑屋的门后，

我的十只手指准备把小精灵

们叫醒。

我的手指叫醒了所有的小精

灵们。

小精灵们在和我的手指嬉戏。

小精灵们玩累了。

我的手指也累了。

于是，我关上了小黑屋的门，

小精灵们又进入了梦乡……

（指导老师：吴安）

打板栗真开心
上师大附属外国语小学四（10）班 吴梓煊

我的家乡在美丽的江西婺

源，那里山清水秀，粉墙黛瓦，有

“中国最美丽乡村”的美名。

小时候常听爸爸说，打板栗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正好国庆

节到了，我们便趁着假期回到家

乡打板栗。爸爸告诉我那棵板栗

树在老家的后山坡上，它是爷爷

年轻时亲手栽种的。

到了老家的第二天，我们便

迫不及待地和爷爷去打板栗。爷

爷提着篮子、拿着竹竿、带着草帽

和手套，领着我们来到后山。

要知道去打板栗可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我们要经过一片竹林，

还要爬一段很长的山路才能到

达。在路上爷爷告诉我板栗没成

熟的时候是青色的、刺是软的。

板栗成熟后是棕色的，刺也就越

来越硬。板栗就像一个个小刺

猬，如果你不戴手套去碰它，你就

会被刺扎到，可疼了！

来到了板栗树下，爷爷戴上草

帽，拿着竹竿，在板栗树上挥动着，

板栗就落下来了，一个、两个、三个

……犹如下了一场板栗雨。我跑过

去，用剪刀把它那带刺的外壳剥掉，

再用嘴咬开一个板栗，棕色的果壳

内还包裹着浅红色果衣，轻轻撕开

果衣，露出了黄白的果肉，一股板栗

特有的果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我

不由得深吸一口气，咀嚼着果肉

——香、甜、脆、爽，回味无穷。

日落西山，我们唱着欢快的

乐曲，带着丰收的果实，兴高采烈

地走在了回家的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