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孝孺中学七（2）班 郭瑞

一般遇上三天以上的长假，父
母就会接我去同住，我把那样的日
子称为“进城”。在林立的高楼大厦
里找到钢筋混凝土分割出的一个一
百来平方米的格子，然后电梯门一
闭，门把手“咔哒”一响，一开，一合，
人与青山，甚至人与人就隔绝了。

等我再得以回到大佳何，往往
是需要返校读书的时间。一如既往
地要在每天清晨，天空泛起鱼肚白
的时候，沿着石门溪的长岸走到学
校。又在几乎全黑的夜色里结束晚
修，沿着石门溪回家，一周里再有一
次没有晚托的傍晚，追赶着斜阳沿
着石门溪奔跑。总之，在我近十年
的读书记忆里，都潺潺流淌着一条
溪流——石门溪。

听说名家先贤方孝孺先生就曾
在石门溪乘舟赋诗，“谷口惊湍雨
歇，柳阴芳草春还。试问太平乐事，
夕阳牛背青山——”大意是春潮水
涨，石门溪急湍甚箭，堤岸柳树成
荫，毵毵如丝，芳草萋萋，夕阳映照，
牛背短笛，青山隐隐。多么隽永悠
长的美啊！方先生在此感受到的这
点“太平之乐”“山水之意”，我也颇
能“与其奇者”。

不信？清晨光景，你同我去
看。石门溪的水清得见底。你可瞥
见鱼群在溪底游动，翕乎往来。溪

底的鹅卵石亮得可反射出你的脸。
黄昏时分，暖暖的光线斜射在溪面
上，涟漪点点，仿佛夕阳将一把碎金
洒进溪流中。细细聆听它的水流汩
汩，连动着大地偾张的血脉，将黄昏
时刻的晚霞搅拌成浓墨重彩，像一
幅巨大的油画凝聚在整面溪水之
上。每当这时，总会有农忙后开着
三轮车“突突突”慢慢归家的农人，
提着洗衣篮蹲到河边淘汏衣裳的妇
人，或是伫立在桥边抛饵拉线的钓
鱼人，他们的眼睛里都凝注着眼前
的夕阳和手里的活。

乡村的夜晚黑得比城里早太
多，上灯了，溪旁的公园就热闹起来
了。孩子在公园里追逐嬉戏，妇女们
开着公放打扇跳舞，篮球进框和落地
的“哐哐”“啪啪”声此起彼伏……灯
火辉煌的公园被照映在小溪上。

石门溪是恋旧的，它从里袁而
来，穿镇而过，流淌在我的故土，它
凝结着这片土地上亘古厚重的乡土
文化与家园情结。石门溪又是簇新
的，你看，方孝孺中学前的石门溪又
建起了“鱼鳞坝”。它翻滚向前，没
有尽头，它是发展的、生长的溪流。

石门溪是连着海的，听说当年
方孝孺先生是在石门溪乘船飘向大
海到苏州做官的。今天我在方中求
学，有朝一日，我也将从石门溪启
程，石门溪是连着海的……

（指导老师：陈露）

从石门溪启程

县青少年活动中心阳光文学社
袁梓涵

宁海是中国古戏台文化之乡，
古戏台犹如璀璨的宝珠散落在缑
城大地。从小我就对这悦耳婉转
的戏曲颇感兴趣，总要搬着板凳，
拉着外公外婆到院子里听邻家老
爷爷唱戏。

今天，我满怀期待，踏入清潭
村双枝庙古戏台，探寻古老而神秘
的戏台文化。

走进双枝庙，那正中央的古戏
台仿佛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静立
一方。“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古戏台被绿意围绕，更显出它的古
朴之感。那一根根朱红色的柱子
挺立着，如同一个个笑口常开的看
门人，诉说着五百年前的戏台故
事。戏台顶如螺旋状上升，榫卯结
构，雕花细腻而精致，斗拱上覆盖
着乌黑的瓦片，檐角向上翘起，如
同雏鹰展翅欲飞。屋脊上，一只只
吞兽端坐着，龙凤盘旋在屋顶，仿
佛正在回味当年戏台下热闹非凡、
座无虚席的情景。

“咚锵咚锵咚咚锵”，古戏台仿
佛一个时光隧道，将我带回了五百
年前。演员们身着各式各样的服
装，或带着大花脸，或嘴里含着獠
牙，在响亮而紧促的乐声中登场。
锣鼓喧天，宁海平调《王锡桐起义》

《逼上梁山》《劈山救母》等各种戏
目在戏台上呈现。我仿佛听到了
那婉转悠扬的唱腔，看到了令人叹
为观止的耍牙，回到了过去的繁华
时光，感受到了那一代人对于戏台
的热情。“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
经照古人。”在这里，历史与现实交
织，传统与现代碰撞，构成了一首
不一样的乐章。

而今的古戏台，更是成了一个
光彩夺目的百姓大舞台。戏曲村
晚现场，京剧、越剧、绍剧各大流派
各展风采，表演者们身着华丽的服
装，轻扬水袖，翘起兰花指，唱念做
打，样样俱全。那腔调或高昂，好
像汹涌澎湃的海浪；或低沉，仿佛
静谧的溪流，陶醉人心。那琵琶声
一声紧扣一声，“大弦嘈嘈如急雨，
小弦切切如私语。”在美妙的乐声
与悠扬的唱腔中，这方戏台成了连
接过去与现代的桥梁，闪闪发光。

宁海的古戏台文化是一幅绚
丽多彩的画卷，雕梁画栋诉说着时
光的故事，一砖一瓦浸透着千年的
风雅，每一座古戏台都是画卷中最
美的风景线。它们映照着过去的
辉煌，书写着今日的文化，更承载
着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憧憬与希
望。让我们珍惜这一份宝贵的文
化遗产，让古戏台文化永远传承。

（指导老师：胡燕琴）

探访宁海古戏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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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天寿中学八（13）班 金以渐

肆虐的台风过后，踩着秋天的
尾巴，我们一家去爬山。

秋末的山，热烈而平静。连续
几天的大雨，小溪喝饱了，从山上
丁零而下，一汪汪清澈的泉流如大
山吞吐的珠宝，在灿烂的阳光下熠
熠生辉；一阵阵轻似薄纱的秋风吹
过，松涛阵阵，置身其中，仿佛被柔
风吹去负担，被松涛抹平了心绪。

动物仿佛也知晓冬天即将来
临，在最后的日子里尽情卖弄自己
的风采。看啊！那泓泉水中的几
尾小鱼在石缝中游来游去，动作迅
捷却不让人感到仓促。几只飞蝶
或翩翩起舞于空中，或静静地栖于
枝头。有鸟在人看不见的地方高
声鸣叫，婉转动听，几只飞雁划过
天际，向更南飞去。到了春天，它
们会“似曾相识燕归来”吗？此时
此刻，感到自己已不是一个碌碌于
世间的俗人，而是与这秋山融为一
体，难分彼此。

我们沿着山路向上走，山顶是
一个小村落，几户人家，散落其
间。一只小狗从身边走过，仿佛为
了迎合这平静无波的秋色，见了陌
生人也不吠，只歪着头看着，凑上
鼻子嗅嗅便跑开了。黝黑健壮的

阿公在田间劳作，他有着农民的朴
实与沉默，我们走过时，他停下手
中的活，并不说话，只是笑吟吟地
看着。一位白发苍苍的阿婆，背着
一捆木柴从小路上走来，见她走得
吃力，爸爸上前说：“阿婆，你家在
哪儿，要帮忙背吗？”阿婆笑笑说：

“不用不用，我每天这样担，我家就
在前面。”他们说的是土话，句句乡
音，没有破坏这沉静的气氛，反而
使此地愈发像世外桃源了。

道别阿婆，我们便下山了。下
山的路，风景依旧卓绝。山崖上滴
下一点一滴的山泉水，天长日久，
便出现了一条条裂缝，仿佛是大山
的皱纹。秋日无疑是一位极其优
秀的画师，以画笔将山间每一片树
叶点染，或橙或黄，一气呵成，层次
分明。如此明艳的颜色，不见俗
气，反而更有韵味，像是一位隐居
避世的老者，鹤发童颜，容光焕发，
衬着山间的一缕缕薄雾，更添仙风
道骨，使人不禁“望峰息心”，“窥谷
忘反”。回头再看，已近傍晚时分，
山上袅袅炊烟，为秋山点上了最完
美的一笔。

秋末之山，美在其不沾丝毫世
俗之气，也美在那如世外桃源般的
人间烟火。

（指导老师：王静静）

秋山行记

桃源小学六（1）班 王强信

满心欢喜之时，我总爱凝视你
的双眸；心情低落之际，我依然喜欢
看向你的眼睛。看着你的眼睛，就
仿佛能从阴霾中寻得一丝慰藉，让
我相信，悲伤总会过去，美好终将
到来。

犹记得那晚，寒风呼啸，仿佛在
诉说着冬夜的寂寥。我独坐在房间
里，手中握着那张 74分的试卷，泪
水好似断了线的珠子掉落在试卷
上，晕开了那刺眼的分数，也模糊了
我的视线。

就在这时，房门被轻轻推开一
条缝，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哥哥，

你怎么样？是不是不开心呀？”随
即，一个小脑袋探了进来。那乌黑
的头发如墨般顺滑，黑宝石般的眼
睛忽闪忽闪的，弯月般的眉毛透着
一股机灵劲儿，这就是我的弟弟呀！

弟弟望着我，愣了愣，赶忙跑去
拿纸巾，用小手轻轻擦我的眼眶。
虽然他的手法很笨拙，可我心中却
如同吃了蜜一样甜。我握住他的小
手，把它放了下来。弟弟扬起稚嫩
的脸庞，疑惑地看着我：“怎么了，是
我擦得不舒服吗？”我微微摇头，他
又自言自语：“那是怎么了？哦！对
了，一定是这样。”说完，便自顾自地
迈着小脚小跑去了客厅。

过了半晌，他再次来到我的房

间，手中捧了一堆零食。他将零食
放到桌上，笑嘻嘻地说：“哥哥，别不
开心了，你看这里有那么多好吃
的。”他看着我，眼里闪烁着期待的
光。看着他那可爱的模样，我拿起
一包薯片吃了起来。薯片的味道和
平常并无二致，此刻却如同一杯热
水化开了我心中的寒冰。我吃完
后，他期待地看着我：“怎么样，开心
了吗？”我摸摸他的头，笑着说：“开
心多了。”

窗外，寒风依旧呼啸，可我的心
却暖意融融。我的弟弟啊，有你在
身边，真好！

（指导老师：王文行）

有弟如此，岁月皆甜

总编点评◎ 缑乡文种

星海小学三（2）班 潘楚凡

明媚的阳光照在操场上，照在高
大挺拔的树木上，照在像小鸟一般活
泼的小朋友身上。突然，一阵阵兴奋
的尖叫声划破了这份宁静，原来是同
学们在玩老鹰捉小鸡游戏呢！

老鹰用锐利的眼睛扫视全场，
最后他盯上了队伍末尾那只瘦弱的
小鸡。只见他猛地一展翅，飞扑过
去。母鸡不甘示弱，敏捷地张开双
臂，犹如一道坚固的盾牌，挡在了老

鹰和小鸡之间，那双眼睛仿佛在说：
“想伤害我的宝贝们，没门儿！”

小鸡们呢？有的吓得瑟瑟发
抖，有的紧紧抓着前面小鸡的衣服，
还有的初生牛犊不怕虎，大声挑衅：

“老鹰！你快来捉我们呀！”老鹰气
急败坏，怒吼一声：“小鸡们，别太得
意！”说完，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再次发起攻击！母鸡左拦右挡，与
老鹰斗智斗勇。老鹰瞅准时机，一
个漂亮的转身，绕到了队伍的末尾，
成功捕获了四只小鸡。我站在队伍

的前面，看着那些被捉走的小鸡，暗
自庆幸：“还好我不是最后几个，不
然可就成了老鹰的午餐了！”

我身后的小鸡越来越少，最后
竟然只剩我这一只孤零零的小鸡
了。老鹰向我冲过来，就在他即将
扑到我身上的那一刻，我身子一扭，
老鹰扑了个空，气得牙痒痒。

“再来，再来！”明媚的阳光下，
我们的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指导老师：叶云霄）

老鹰来了潘天寿小学三（4）班 施允泰

灯笼可真闲
一年到头
只站一次岗

灯笼可真忙
春节到了
纷纷出来亮相
一只两只三只
一家两家三家
一村两村三村

灯笼（外一首）

作者名片：
喜欢在岁月的素笺上用文

字信笔涂鸦，只想每次的心跳
都能与青草萋萋的四月天相
连，真切感受生活的呼吸与脉
搏。期望着：做一颗逐光的星
星，以理想为动力，在浩瀚宇宙
中寻得自己的光芒；做一支锋
利的笔，以坚韧为浓墨，谱写名
为自己的绚丽篇章；做一张起
航的帆，以梦想为目的地，寻找
诗里的远方。

实验小学二（2）班 刘栩颖

“果果，快来小花坛里挖蚯
蚓吧！”妈妈在门外大声喊道。

“来了，来了！”我像一颗出
膛的子弹跑到院子里，拿上小
锄头和玻璃瓶，冲到小花坛旁。

我弯下腰，双手握紧锄头，
对着土地挥舞着。一下，两下，
三下……呀，蚯蚓的半截身子
闯入了我的眼帘。我迅速用小
锄头把蚯蚓铲了上来，放到地
上。

我蹲下身子，仔细观察起
来。蚯蚓有红褐色的身子，一
节一节的，好像一节迷你小火
车，难怪人们都叫它“地龙”。

蚯蚓一伸一缩地在地上蠕
动着，好像在找什么好吃的食
物呢。我先用锄头把泥土小心
翼翼地铲到玻璃瓶里，接着拿
了一张餐巾纸，轻轻地包住蚯
蚓，又小心翼翼地把蚯蚓放在
泥土上面。最后，我捡了一些
干草和树叶放在蚯蚓上面。

过了一会儿，我把干草和
树叶移开，咦，蚯蚓怎么不见
了？

我思来想去，蚯蚓不会长
了翅膀飞走，肯定是在土里造
宫殿了。

（指导老师：潘旭群）

挖蚯蚓

潘天寿小学四（6）班 应华夏

我有一个姐姐，她今年 19岁，
是个大二的学生了。她有着一头
宛如绸缎的黑发，柔顺且富有光
泽，有时披着，有时扎起。她还有
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恰似两颗晶
莹剔透的黑宝石。她笑起来的时
候脸上会浮现出两个笑靥，漂亮
极了。

姐姐最大的特点就是爱打扮，
最注重的还是穿搭。有一次，我正
在房间专心致志地写着作业，突
然，姐姐冲了进来，那急促的脚步

声打破了房间的宁静，把我吓了一
大跳。只见她着急地说：“妹妹，我
要出去一下，你来给我选一下衣服
吧！”我无奈，只好放下了手中的
笔，不情不愿地走去了她的房间。

姐姐早就准备好了，似乎已经
等了我很久。她打开衣柜，就像
饥饿的小兽发现了食物一般，一
秒都不能浪费。她找来找去，首
先拿出了一件黑色背心、一件粉
色外套、一条棕色短裙和一双白
色马丁靴，比划了几下，不大满
意，又放了回去。接着，拿出一条
花裙子和一双皮鞋，搭了一下，只

见她眉头紧皱，看样子又不满意，
又接着翻找……我站在一边看着
都急了！觉得在这儿是浪费时间，
还不如回去写作业呢。这时，姐姐
叫住了我，说：“这样呢？总该好看
了吧！”“嗯，好看！”我敷衍地说
了一句，便回去写作业了。

姐姐听了我的话，开心极了，
竟真的换上了那套衣服。还精心
地化了个妆，就如同一只快乐的小
鸟般出门了。

这就是我的姐姐，一个热爱打
扮，追求美丽的时尚达人。

（指导老师：鲍作林）

我的姐姐

西店镇第二中心小学三（5）班
叶予

热闹的冬至日，我们一大家子
围坐在一起，圆圆的餐桌上放满了
各种佳肴。可是，我面前却是一碗
炒年糕。我很想挤眉弄眼，表示内

心的不满，但看着那么多人都兴致
很高，最终还是忍住了。

冬至不应该吃汤圆吗？我默默
地想着，默默地扒拉起碗中的年
糕。

不过，这碗年糕还真好吃！料
特别足，有笋丝、肉丝、白菜丝、

蘑菇丝。年糕也炒得很入味，一口
咬下去，咸香鲜美，又丝滑又细
腻，没几下我就干完了。

年糕，年糕，一年更比一年
高，寓意也挺美好的。冬至吃年
糕，别有一番风味啊！

冬至吃年糕

说实话，当编辑把这篇文章推
荐给我时，只一眼我就被惊艳到
了。很难想象，它竟出自于一个十
三四岁“乳臭未干”的少年。

惊艳我的不只是远超同龄的成
熟内敛又极富张力的文字，更有蕴
藏在文字背后的东西。这文字背后
的东西是什么呢？“听说当年方孝孺
先生是在石门溪乘船飘向大海到苏
州做官的。今天我在方中求学，有
朝一日，我也将从石门溪启程，石门
溪是连着海的……”

方先生当年是不是从石门溪出
发，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能够强
烈地感觉到在这字里行间，有一个
少年“志在四海”的远大抱负。这个
抱负，来自于先贤的榜样激励，他和
石门溪一样，千百年来一直安静地
流淌，却又润物无声，默默滋养着这
片土地上的人们，熔铸进他们的血
液，成为他们的钙质，激励着一代又
一代的“读书种子”肩负家国天下从
这里启程出发。

云霞雕色，草木贲华。少年胸
有绣虎，腕有灵均，则目之所及、思
之所虑、笔触所至，自是郁然有彩，
金声而玉振。

阮旨遥深，少年可期。
（宁海传媒集团副总编王海明）

扫一扫 聆听美文
朗读者：宁海传媒集团主持人张洪睿

国韵芬芳
城东小学五（2）班 陈夏

（指导老师：葛琤）

灯笼和春联
一年不见
红着脸
聊得热火朝天

春联说
你又圆了

灯笼说
好久不见
你长高了
这家小朋友也长高了呢

除夕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