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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慧耳、一颗纯净的心灵，

让我聆听心底的声音，感受生命的

意义。 ——题记

寒雨、西窗、边关、荷田……这

是你的意象。

循着一段动听的声音走去，原

来是你。你的声音是那么动听、婉

转，一曲悠扬，谱写着我的青春乐

章。也许，你是一段奇妙的演绎，令

人向往；也许，你是那样的普通，面

对狂风无可畏惧；又也许，你是那样

的孤独，孤独的背后隐藏着坚强。

我做了一个梦。梦里，翻开

你——《诗经》。“昔我往矣，杨柳

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寒

冬，阴雨霏霏，雪花纷纷，一位解

甲的征夫在返乡途中踽踽独行。

道路崎岖，饥肠辘辘；边关渐远，

乡关渐近。方今，他遥望故乡，抚

今追昔，思绪纷飞……无数次登

高望归，一幕幕，重现眼前。

雨，拍打在叶上；你，拍打在我

心上。“风”的平实、“雅”的绮丽、

“颂”的虔诚，“赋比兴”酝酿里的吟

哦，徐徐酹进时光。

我做了一个梦。梦里，走近

你——《汉乐府诗集》。“江南可采

莲，莲叶何田田。”盛夏，一望无际

的翠绿色的、浅绛色的荷花塘。

荷叶下，鱼儿自由自在，欢快戏

耍。一方小舟，划破荷塘的寂

静。小舟上，采莲的女孩欢声笑

语，采莲的男儿一展歌喉。

雨，奏出的美妙音符浸润了

叶；你，平仄的韵律敲开了我的

心。没有多余的华丽，只有独属于

你的灵动，徐徐酹进时光。

我做了一个梦。梦里，读你——

《唐诗宋词》。“何当共剪西窗烛，却

话巴山夜雨时。”树树秋声，山山寒

色，又一秋。那闺中文人问归期，

可这归期实在难说准，巴山夜雨，

涨满秋池。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家

呢？西窗下，同你一起剪那烛花，

相互倾诉今宵——巴山夜雨中的

思念，那该多好！

雨，滋润了芭蕉干涸的叶；你，

滋润了我干涸的灵魂。平平与仄

仄之间，边塞与田园的无限畅想；

浪漫与现实之间，群山与山涧的清

幽漫延；南山与东篱之间，悠然与

畅饮的归林隐居，徐徐酹进时光。

在我平平仄仄的生活中，那一

直留在心底的声音，是你——诗和

远方。如一碗浓茶，让我的生活有

了一份古香古韵。

梦醒了，雨还在……

想来，很庆幸，一直聆听着你，

那是流淌在我心底的声音……

“叮铃铃——”闹钟粗暴地摇

醒了睡梦中的我。我打着哈欠关

掉了它，转身又“瘫”在了床上，似

乎忘了今天还要去上学。

望着天花板，我陷入了沉思……

自从开学以来，时间就像在刻

意针对我，根本不够用！每天，我

一边要帮老师收作业，一边还要完

成课堂作业，还时不时被老师叫过

去帮忙，简直是全班最忙的人，没

有之一。

我总抱怨事情太多，只想当条

安静的咸鱼。但事实上，我却一直

在浪费时间，任由时间的细沙从指

缝间流逝，那种心安理得的状态，

现在看来，很是愧疚。每天的回家

作业，就算有时间写，也总要拖着，

去忙一些无关紧要的闲事。

“叮！现在是晚上7点整——”

每天晚上，任由7点以前的时间慢

慢流逝，流逝……直到听到那熟悉

的报时声后，才会开始拖拖拉拉地

写作业。

“你每天晚上这么磨蹭，睡得那

么晚，总不是办法呀。”妈妈总是为

我一天天越睡越晚而发愁，看着一

条老是装睡的咸鱼，她也束手无策。

我看似在认真做作业，事实

上，只是在发呆，或是想着学校里

那些乱七八糟的杂事！偶尔回过

神来，写上一两道题后，思绪又一

次飘出去了……

“叮！现在是晚上8点整——”

每当这时，我恍然回过神来，看

着面前堆积如山、又一笔未动过的作

业——既觉得心慌，又不愿意面对。

就这样，时间在我不经意间，

一分一秒地流过，一去不复返。

我也就这样浑浑噩噩的，一天天

任它流逝。

我真的只能听着时间“嘀嗒”

的脚步，看着它从我面前溜走，而

抓不住它吗？

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问自

己：真的要这样浑浑噩噩地过完

初中吗？

“不！不是！这不是我要的！”

一个声音在心底回答着。

是啊！少年正当时，我们何不

做时间的主人？想到这里，我迅速

起床，向着目标进发。

“嘀嗒，嘀嗒——”时间像是一

列从不回头的列车，只留下轰隆隆

的回声，散落在铁轨的缝隙里；时间

像是一条长河，奔流到海不复回，向

着大海的方向不停奔跑；时间是一

盏从不停歇的沙漏，一粒粒细沙从

中漏下，见证着岁月的痕迹！

听着时间匆匆而去的声音，我

也开始不停地奔跑着——朝着我

向往的目标奔跑，向着美好的未来

奔跑……

如果你问我最喜爱哪里的

风景，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中央公园。为什么会选中央公园

呢？因为那是留在我心底最美

的风景。

你只要一走进公园，就可以

看见两棵枝繁叶茂的大树。风

一吹，巨大的树盖好似一把碧绿

的雨伞，里面长满了“叽叽喳喳”

的鸟声。

夏天，此起彼伏的蝉声像潮

水涌过头顶，一棵灌满了蝉声的

树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我站在树

下仔细地听，有的悠长，把我的心

也拉得很长；有的急促，像突然燃

起又灭掉的火焰。

往里走，一片大湖便出现在

面前，绽放的荷花缤纷着湖面。

荷花们亭亭玉立，像一群涂着胭

脂的姑娘，在那碧绿的圆叶中翩

然起舞。它们繁茂的样子，让人

不禁想起“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

荷花别样红”。荷花们把原本单

调的湖面装点得五颜六色，让人

心旷神怡，沉醉其中。

继续往里走，只见一片绿油

油的大草坪，走上去，软软的，脚

下像装了弹簧似的，舒服极了，这

就是大自然的馈赠。一丛灌木站

在那里，拨开叶片，许多野花正在

里面捉迷藏呢——红的花瓣摇曳

在风中，似一簇簇燃烧的小火苗；

也有白色的点缀其间，像展开翅

膀的白蝴蝶随时会起飞；那些金

色的铺展，像吸满了阳光似的，绚

丽、迷人。

再往前走，是一片银杏林，树

干粗壮。每棵树上都有“小扇子”

的踪影，闻着它们发出的清香，有

种说不清的味道，但又让人喜

欢。曾经我在这些树下玩耍，笑

声飞到了高高的树梢。还有一些

人坐在树下乘凉，银杏林为大家

带来了一片阴凉。

留在我心底的风景，永远是

那美丽的中央公园。

人们常说：“上海是张爱玲的，

北京是林海音的。”她是文坛里的

“女中豪杰”，而在《城南旧事》中，

她向读者展示了20世纪二三十年

代的老北京，在小英子的记忆里有

惠安馆的秀贞和妞儿，长着一副好

人样的“厚嘴唇”，梳着皮麻花辫，

镶着金牙的兰阿姨，穿着轻飘飘白

绸子长衫的德先叔，苦命丧失两个

孩子的宋妈，当然也有其他的：八

珍梅，四合院，酸枣面儿，驴子……

小英子不知道什么是大人口中的

疯子和坏人，她的心懵懂又美好。

但她的童年一直在离别，直到最

后，爸爸的花儿落了，小英子的童

年也结束了。

当我翻开《惠安馆》这一章时，

被深深震撼住了。原来秀贞，妞儿

的人生这么悲惨，秀贞在怀孕时，

心上人抛弃了她，生产后母亲把孩

子扔掉，这些事情硬生生把一个好

端端的姑娘搞疯，而在小英子和秀

贞的相处中，并没有嫌弃甚至害怕

秀贞，小英子只是把她当成漂亮的

大姐姐，可见英子的天真直率。而

英子在另一个胡同认识的妞儿，她

是被人捡回家的，养父母总是毒打

她，这让她受不了决定找回亲生父

母，看到这时我开始猜测妞儿会不

会就是秀贞的小桂子，果不其然，

当小英子把她带到秀贞旁边时，秀

贞认出妞儿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孩

子，立刻拉上妞儿赶火车，当我以

为苦难即将结束，她们可以奔向美

好的未来时，她们却惨死在了开向

幸福的火车厂。我看到这段时心

生怜悯，感觉两人的身世都是悲惨

的，而英子也因此搬家了。

这章《爸爸的花落了，我不再

是小孩子》让我深深感动，父亲因

为病倒，不能来参加英子的毕业典

礼，英子去看望父亲时父亲说：“英

子，不要怕，无论什么困难的事，只

要硬着头皮去做，就闯过去了。”这

让我不禁感到疑惑，这是期许还是

嘱咐。“不能迟到”这几个字将英子

的回忆拉到 6 年前下大雨的一天

——自己赖床被父亲打后狼狈地

坐车去学校。毕业典礼如期而至，

英子和同学们一起唱歌，与老师做

最后的告别，这几段文字虽然朴

素，却萦绕着一种淡淡的别离愁

绪，充满了对老师同学的留念与不

舍。我也毕业过，一瞬间能感同身

受。可当英子毕业回家后得知父

亲去世的消息时，她并没有慌张而

是异常的冷静，她明白自己是家中

最大的，宋妈说过，兰阿姨说过，现

在她自己也感悟到了这句话。

这本书真是令我受益匪浅，即

使相识又立马离别，小英子依旧能

保持善良天真的性格，可在弟弟妹

妹面前，她又是勇敢坚强的，她可

以一个人坚定顽强地面对并战胜

挫折，可以帮父亲干事，可以为弟

弟妹妹做好姐姐的责任，从小英子

身上，我看到了善良，责任，这不就

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的“友

善”和“敬业”吗？无论是在精神上

还是生活上，我们都应该向小英子

学习，她教会了我怎样算长大。

（指导老师：徐柳青）

桂 花 的 香

味早已散去，只

留 下 金 黄 的 回

忆，青石板铺着

的小路，细雨朦

胧。白墙黑瓦，留给人淡淡遐想。

在毛毛雨中散步，思绪不觉飘

飞，真没想到，稀松平常的一个日子，

却在布满灰尘的记忆中愈发闪烁。

那一天，我走过几条巷子，拐角

的一个身影吸引了我。一身白衣，

上有荷花荷叶相衬，一条淡淡青色

的裤子延伸下来，若隐若现的黑布

鞋在微风中颇有几分神秘，地上散

落着被挑拣出来的烂桂花。一位老

奶奶的身影，似一束微光悄然照亮。

她悠然坐在小竹椅上，在容

器中碾碎那些新鲜金黄的桂花，

一下又一下，香气四溢，飘向每一

个角落……

见我，她满脸笑容：“囡囡，一

个人来散步啊！”我点点头。“我这

桂花糕啊，也做了许久了，偶尔有

路过的人，就买几个解馋。”她又笑

了笑，脸上的皱纹，沟壑纵横，却有

着掩饰不住的慈祥。

转眼间，一块块乳白色的桂花

糕整整齐齐码在了木板上。老奶

奶说：“孩子，吃一个吧！奶奶请你

了！”我些许犹

豫，在奶奶慈祥

的目光下，我轻

轻拣起一块，咬

了一小口，那口

清香，甜而不腻，瞬间在舌尖蔓延，

氤氲着我的整个口腔。

恍 惚 间 ，我 被 拉 进 回 忆 的

长河——

还记得很小的时候，经常随父

母回老家看望爷爷。同样在桂花

树下，爷爷在树下放个木盒子，摇

桂花树，又同样碾成泥，做成糕，为

的就是等待着我们周末到来……

爷爷做的桂花糕慢慢在嘴里

化开来，很甜，很香。

不觉间，已是傍晚 5 点多，见

我要走了，“囡囡，带点糕回家去

吧！”老奶奶说道，脸上仍然漾着慈

祥的笑。“不用了！谢谢奶奶的款

待，我要走了。”我一蹦一跳地，向

奶奶挥挥手。

“这丫头——”老奶奶喃喃

着，温暖的话语至今仍然回荡在

我耳边……

那一天，稀松平常，但桂花树

下，一人，一糕，格致优雅。多么美好！

老奶奶就是一束平凡微光，美

丽淡雅，给我带来好心情。

这天，我们全家一起去温州

的洞头玩。一大早，我和弟弟就

迫不及待地坐上爸爸的车，开始

出发了。我的心情无比激动。经

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我们开过

了跨海大桥，终于来到了传说中

的洞头。上了岛之后，视野就变

得开阔了，沿路看着巨石摩天，危

岩层叠，险峻多姿，美不胜收，海

水时不时拍打着岛屿边的山石，

似乎要奏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

曲。只是可惜天太热了，于是我

们决定转战室内。

妈妈给我们找了一家海窑艺

术中心。沿着蜿蜒的山路上行，

我们终于找到了这家不起眼的艺

术馆，这似乎是一家由民居改造

的艺术馆，简陋朴素，墙面上的油

漆画作倒是增加了几分艺术性。

进馆后却发现别有洞天。展厅里

琳琅满目地摆放了各式各样的海

陶制品，或大气或典雅。在馆员

阿姨的介绍下，我们还知道了海

陶的历史演变。

参观完后，妈妈告诉我这里

还可以自己动手做海陶作品呢！

我兴奋极了，立刻跟着老师们来

到了制作陶艺的工作间。我穿上

围裙，戴好袖套，便坐到了转盘

前。老师一边演示一边告诉我

们，首先得把拿到的海泥陶土往

转盘上用力地摔几下，使其稍微

软一点，接着用手把海泥陶土的

底部稍微固定一下，然后踩动脚

下的踏板，让转盘转起来，最后找

到海泥陶土的中心点，用大拇指

往下摁，做出类似碗的造型后，用

手蘸点水，就可以把它捏成陶器

了。我不以为然，心想：不就是捏

个造型吗？小菜一碟！于是我拿

起陶土就做了起来。可现实却并

不是我想象的那样，我在做陶器时

不是陶土转着转着就掉了下来，就

是捏着捏着陶土被捏塌了，最后还

是在老师的帮助下终于捏好了一

个碗。果然不能掉以轻心啊！

愉快而短暂的一天很快就结

束了，而发生在这天的事却让我

久久不能忘怀。时间虽如流水，

在慢慢度过，但它却将在我记忆

的长河中永远闪烁着。

（指导老师：曹春梅）

听说这个学期换了一个老师，

同学们都很期待。

“叮铃铃……”上课了，我们紧

张地盯着教室门口，我心想是个什

么老师呢？忽然一阵脚步声从门

外传来，原来是一位男老师。

这位老师姓徐名军辉，高高瘦

瘦的，皮肤黑黑的，没有什么特点，

你们别看徐老师长得很普通，但是

他的教书方式很特别。

有一次，周五下午第一节课

是语文，徐老师踏步走了进来，从

教室门口的抽屉里拿出了一袋花

生，没错，要让我们吃花生，我拿

到了两粒花生，先剥了起来，我右

手拿着花生左手往花生下面一

按，再拿出两粒花生，最后把垃圾

放在一旁，先不吃。徐老师在黑

板上出了两个问题：一、花生的别

名是什么？二、为什么要我们吃

花生？我知道花生的别名是长生

果，那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答案，不

管我怎么思考，就是不知道。徐

老师后来就说：“花生的别名是长

生果，非常有用，我让你们吃花生

是要让你们知道自己丰衣足食和

要学会花生那不自夸的品质，发

挥你们最大的价值！”听到这我把

花生吃了下去，也让我想到了伯

乐和千里马的故事“千里马常

有，但伯乐不常有”，徐老师对我

们这样好，发掘着我们一匹匹千

里马，徐老师虽然很普通，但是

他用一颗小小的花生告诉了我

们大道理。

就是因为这一节课，我对这个

新老师有了深刻的印象，感觉他就

和伯乐一样，看得出人的潜质，像

孔子那样耐心地教我们读书，读

好书。 （指导老师：徐军辉）

那天班主任陈老师说要发杠

了，我觉得我可能得不到，因为我

表现不好。

昨天，我们班刘同学获得两条

杠，可把我们羡慕坏了。只见刘同

学自豪地走上讲台，一脸幸福。这

个杠像一个晶莹剔透的宝石，吸引

着全班的注意力。我有点心动

了。不行，不能让刘同学一个人抢

走风头，我也要获得这个“宝石”！

机会很快就来了。今天的一

节语文课上，陈老师给我们布置了

作业：“检查我们以前的作文巩固

情况。完成好的，还能获得奖励

哦。”同学们一听到奖励，边窃窃私

语地猜测，边忙着写起来。

只见有的同学铆足劲，默了起

来，有的同学一拿到卷子直接认

怂，拿出作文本抄了起来，有的左

看右看，拿不定是默写，还是抄写。

我为了证明自己，也默写起来。

突然，默写到一半，有些内容想

不起来了。我急得手心里直冒汗。

突然想：“意思相近就行，不用全一

样。”我松了一口气，继续默写起来。

终于，我默写完了，赶快交

上去。

到了放学，陈老师拿着一个小

袋子走了过来。只听陈老师叫道：

“今天有些同学表现好，请上来拿两

条杠”。我心想：唉，我又要当观众了。

突然，我听到了陈老师洪亮的

声音：“请蒋同学上来，因为她的作

文是自己默写出来的，不是直接抄

作文本上的。”我一开始觉得不可

思议，随即激动得几乎是跳着上去

领奖。之前紧张的空气都一下变

得放松起来。我抬头看了看窗外，

虽然是傍晚，但我觉得树更绿了，

天更蓝了。

啊，我获得了两条杠！一切皆

有可能，奇迹是人创造的，优秀的学

生和普通的学生没有绝对的距离。

（指导教师：陈明海）

轻抚窗边那如盛夏晴天一般

的蓝色绣球，我禁不住内心的热

爱，在心中自言自语：

绣球啊，我想对你说——你

是一位曼妙的少女。你呈现出的

马卡龙色如梦似幻。白色的是盛

夏中令人凉爽的晶莹冰块；绿色

的是酷暑时依旧沁凉的片片薄

荷；粉色的是夏天傍晚遍布天边

的火烧云；而我最喜欢的蓝，是姑

娘双眸中那潭波澜不惊的八月清

泉，似乎还氤氲着丝丝凉气。细

看你那细腻的花瓣，一片片指甲

盖大小的花瓣拼凑成丁香大小

的小花，一朵朵小花又换成一朵

绣球花，一朵朵你这样的绣球聚

在一起，便成了一幅印象派的唯

美名画。

绣球啊，我想对你说——你

的别名与含义都是如此动人。你

总是将你的唯美画卷从春天一直

绵延到秋意渐浓之时，这才逐渐

凋零，因此你拥有一个诗意的别

名“无尽夏”。你的花语是：希望、

忠贞、永恒、美满、团聚，象征着家

庭美满、团结幸福。你可曾知道，

你被知名作家陆梅写进了小说

《无尽夏》中，作者还在扉页上写

道：“时间循环往复，这本书，献给

永远的女孩们！”

绣球啊，你还有很高的药用价

值呢！你可以抗疟消热、降低血

压，在这五黄六月的时节里，你还

能除去我内心的烦躁。在窗台边

插上一株绣球，真是一举多得呀！

凝望着窗边的蓝色绣球，只

觉得时间静止在这冰凉与诗意

中了…… （指导教师：金叶）

留在心底的声音
上外松外八（2）班 初小涵

时间的脚步
三新学校六（7）班 金夏依

心中的风景
上师大附外小四（5）班 郑骏宸

读《城南旧事》有感
松江二中（集团）初二（7）班 李思娴

平凡的微光
三新学校八（6）班 王羿茜

洞头游记
上师大附外小五（12）班 陈俊颖

这位老师很特别
上师大附外小五（10）班 赵俊逸

我获得两条杠了
上师大附外小四（6）班 蒋洛慈

我想对绣球说
华政附校四（3）班 田乔伊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段

美好、温暖的回忆。我也

不例外。

从中班升大班的暑假

里的几个晚上，奶奶并没像

往常一样编织过冬的围巾，而是拿

了几张白纸，画来画去。那时年幼

的我只顾看电视，也不注意奶奶在

画什么。一直到周五我从游乐场

回家，才发现奶奶正前方正摆着一

大块灰颜色的布，还有一张画有一

个裤子尺寸的纸。奶奶正在专注

地拿着铅笔在布上画来画去。我

不明白奶奶在干什么，奶奶说：“小

宝，这是奶奶为你做的‘惊喜’。”然

后奶奶又拿起一根针在布上上下

飞舞，我觉得无趣，便跑开了。

第二天吃完午饭，那块布已

经成了一条小裤子。原来，奶奶

前一天晚上找楼下的阿婆用缝纫

机缝好了。此时她正小心地把花

边手工缝在裤腿上。这时我已猜

出惊喜是什么了。可我不喜欢灰

色，我喜欢粉色，奶奶很清楚啊！

我有些不喜欢这份未完成的惊

喜，也有了一些问题，为什么奶奶

要用我最不喜欢的颜色作为惊喜

呢？我带着问题睡着了。

等我再次醒来时，枕边多

了一条裤子，我瞟了一眼，

顿时睡意全无。我从床上

蹦起来，双手捧着这份珍

贵的惊喜。这条裤子的两边都有

花朵，粉色、红色、橙色，灰色把那

一抹色彩衬得更加美丽，我小心

地摸着上面的小花，像在摸一件

宝贝，生怕碰坏了。再看看那花

边，洁白的花纹一层叠一层。我

喜爱的特点都在上面，我爱不释

手，把裤子紧紧抱着贴在心脏处，

那咚咚的心快要跳出心房，我冲

出去，紧紧地抱着奶奶……

（指导老师：郁启红）

一条特别的裤子
三新学校松江思贤分校五（1）班 沈李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