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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叮铃铃”，随着铃声响起，语文老师迈着
小碎步走了进来，她兴冲冲地宣布：“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拆字游戏，一起探索文字背
后的深层意义……”老师的话还没说完，教室
里就响起了一片欢呼声，同学们立刻叽叽喳喳
地讨论起来。

老师笑着在黑板上写下了“贵”和“贱”两
个字，然后让同学们尝试拆解这两个字并理解
其含义。教室里的喧闹声立刻停止了，大家都
开始绞尽脑汁地思考。我也不太明白老师的
用意，但尝试拆解这两个字后，我似乎有了一
些发现：“贵”字好像是一个人脚踩着财物，象
征着成为钱财的主人，表示珍贵；而“贱”字则
像是一个守财奴紧抱着财物，给人一种卑贱的
感觉。我这样想着，急忙举起了手，但可惜老
师已经先点了小王。她滔滔不绝地阐述了自
己的观点，老师听后微微点头，表示赞同。教
室里掌声雷动，小王脸上泛起微微的红晕。
哼，有什么了不起的？只不过先回答罢了，我
也一定行！我有点不服气。

接下来，老师在黑板上写下了“闷”字。这

个字对我来说简单多了！我自信地举起手，昂
首挺胸地坐着，等待着老师的点名。我环顾四
周，发现有的同学正在苦思冥想，有的同学在
和同桌热烈讨论，还有的同学则是一脸茫然地
坐着。“薛钧昱！”老师终于点到了我的名字。
我从容地站起来，胸有成竹地开始阐述我的观
点：“‘闷’字可以拆分为‘心’和一个像盒子的
部分。如果心被这个‘盒子’罩住，那么心就无
法与外界交流，从而让人感到闷闷不乐。”同学
们听完我的解释后，都自发地鼓起掌来，有的
同学还对我竖起了大拇指。我听到了同学们
的议论声：“他说得真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看到老师脸上的微笑，我心中充满了喜悦。

老师看着我们一张张充满喜悦的脸庞，意
味深长地说：“汉字的文化和历史博大精深，只
有我们用心去观察、去倾听、去思考，才能收获
更多的知识。”听了老师的话，我们纷纷点头表
示赞同。以后我们一定要更加深入地学习汉
字，了解汉字背后的文化内涵。

溧城中心小学五（2）班 薛钧昱
指导老师 万文清

“陈楷锐，快点起床啦！”不到七
点，奶奶的声音就穿透了我的梦乡。
我睡眼惺忪地问：“怎么了？那么
早！”“今天我们要去收麦子。”奶奶回
答道。收麦子？那应该挺好玩的
吧？我心里想着，一股兴奋劲儿涌上
心头。

我和弟弟被奶奶带到了麦田边，
放眼望去，田野就像一片金色的海
洋。在太阳照耀下，整个麦田蒸腾起
一股热浪，给了我一个温暖的见面
礼。微风吹过，麦穗们低沉着头，好
似在向我们颔首致意。

这时，一阵嘈杂的声音传入耳
朵，伴随着一片扬起的尘土。我顺着
声音望去，只见一辆收割机和几辆大
卡车风尘仆仆地向我们驶来。奶奶
走上前去，与从驾驶室探出头来的面
色黝黑的叔叔交谈了几句。随后，一
位个子不高的中年叔叔敏捷地跳上
了收割机的驾驶舱。

收割机刚驶入“麦海”，后面就吐出
了大量的秸秆。许多站在收割机后面
的人都被“秸秆雨”淋了个措手不及。

收割工作仍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着。奶奶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任务：

“你们去把收割机漏割的麦子割掉。”

说完，她递给我们俩一人一把镰刀和
一个麻袋，然后转身忙碌去了。这个
任务听起来挺简单的！我们先来到
一片“漏网之田”寻找漏割的麦子，然
后用镰刀轻轻一割，将麦穗放进麻
袋。我们就这样重复着这个动作，穿
梭在一片又一片的田地间，割下一穗
又一穗的麦子……

割了一会儿，弟弟突然把镰刀往
地上一扔，嘟起嘴巴，像只生气的小
猫一样说：“不干了，我累了。身上又
脏又痒，好不舒服。在家看看电视、
吃吃零食，难道不香吗？”奶奶走过来
安慰他：“不要半途而废呀。”我也劝
道：“是呀，我们老师说了，做事要有
好态度，不能毛躁。而且，吃太多零
食会让你变胖，长时间看电视也会导
致近视。”在我们的耐心劝说下，弟弟
的态度终于有了转变。

转眼间，时间来到了傍晚。在我
们的共同努力下，所有的活都干完
了。晚霞映红了天空，我们看着一袋
袋装满的麦子，脸上都洋溢着满足和
喜悦的笑容。这是我们辛勤劳动的
成果啊！
江阴市申港实验小学五（10）班 陈楷锐

指导老师 张洪业
有人说，古镇大都千篇一

律，相似的石拱桥与水波粼粼
的景色，相似的白墙黑瓦与光
影交错，看过一个便足矣。更
何况如今商业化盛行，哪里还
有真正的“古韵”可言？然而，
焦溪终究是不同的。此地的院
落虽小巧简约，不比苏州园林
的精致奢华，屋舍也不同于乌
镇的白墙黛瓦，但其黄石砌成
的半墙，却散发出一种宁静致
远的气质。

听同行的旅伴提及，焦溪
又名焦店，这个名字源于朱元
璋的师傅焦丙曾在此开设私
塾。为了祈求免受火灾，取“水
能克火”之意，因而更名为“焦
溪”。穿梭于蜿蜒曲折的小道，
远远望去，便能看到龙溪河上
矗立的古桥，桥额上镌刻着繁
体楷书的“三元桥”三个大字，

寓意着连中“三元”的美好愿望。踏上桥梁，眼
前的画面让我心生欢喜：红花绿柳、蓝天白云
与潺潺流水旁的民居，轻松地勾勒出一幅江南
风光的画卷，越看越觉得情韵深长。

随着人流，我走进了承越故居的第三进院
落。侧门上的砖雕“居安”二字虽已模糊不清，
却如同雨后古木散发的沉香，散发着悠远而深
邃的气息，从中仍能感受到古人对“安居无虞，
衣食无忧”生活的深切向往。听伙伴讲述，这
座房子的原主人陆承越是焦溪的最后一名进
士，他曾任知府一职。因健康原因返乡后，他
担任了鹤峰书院的首任山长，积极培育学生，
并定期邀请文人墨客来此讲学，在当地颇具声
望。我抬头环顾四周，屋内保留的土坯墙虽然
显得老旧斑驳，但从其陈设中仍能一窥当年主
人的雅致品味。

焦溪虽然静默无言，但每一步行走在青石
板路上都仿佛踏出了历史的回响；每一寸黄石
半墙上日影的斑驳都似乎在诉说着往昔的沧
桑。我忍不住想要更多地探索这片土地，看看
那历经几百年的石墙依旧屹立不倒，瞧瞧石头
缝隙间绽放的花朵。

在巷弄间漫无目的地游荡时，我无意中闯
入了一个小院。院子里，一位阿嬷坐在竹凳上
享受着阳光的沐浴。听到动静后她抬起头来
看向我，眼中闪烁着明亮的光芒。阿嬷向我招
手示意并用我听不懂的江南方言说着些什
么。我急忙表示歉意并转身离开，却又看见阿
嬷站起身来向我挥手致意，仿佛想要挽留我。
走出小巷后走在路上我总觉得自己有些唐突，
但转念一想，这里是焦溪啊，在这里遇见，无需
回避，只应尽情享受这份意外的惊喜。

这便是焦溪，一众绿，一众白，在这里我邂
逅了古往今来的一众欢喜。

常州大学 胡杰然

夏日炎炎，太阳如熔金般倾泻而下，将大地
烘烤得滚烫。万物似乎都在这炽热中蜷缩，唯有
一种清冽的甜蜜，如一股清流在人间悄然散播凉
意——那便是西瓜，夏天的绿色使者。它以其丰
盈的身躯，不仅承载着季节的期许，更慰藉着每
一颗在酷暑中渴望凉爽的心。

西瓜，这枚穿越时空的甜蜜密码，它的历史
悠远得如同沙漠中的古老商道，足迹遍布文明的
每个角落。早在古埃及，智慧的先民已在这片黄
沙与尼罗河的交织中培育出第一株西瓜，那是自
然赠予的奇迹。随后，它跨过山河大海，从埃及
的炽热到小亚细亚的风土，沿着地中海的蔚蓝，
穿越欧陆的繁华，最终跨越重洋，抵达新大陆，每
一步都书写着迁徙与融合的史诗。在中国，它自
丝绸之路而来，带着异域的芬芳，在五代十国的
风尘中悄然生根，直至今日，成为炎炎夏日中不
可或缺的国民记忆。

古人的吃瓜艺术，不仅仅是消暑那么简单，
它蕴含着礼仪之邦的细致与讲究。《礼记》中记载
的食瓜礼节，如同一幅细腻的工笔画，将尊卑有
序、仪式感十足的古代生活描绘得淋漓尽致。从
天子到庶民，每一层阶级都有着不同的吃瓜方

式，这不仅是对食物的尊重，更是对文化和秩序
的一种体现。而到了清代，慈禧太后的西瓜盅，
更是将吃西瓜推向了一种奢侈的艺术，那不仅仅
是对味蕾的极致追求，更是一种权力与地位的象
征，西瓜的甜美与贵族的奢华，在那个时代交织
出独特的风景线。

相比之下，寻常百姓家的吃瓜场景，则多
了几分烟火气与人情味。明清时期，冰镇西瓜
成为了民间消夏的普遍习俗，无论是富贵之家
的精致木箱藏冰，还是贫苦家庭的井水浸泡，
那份对清凉的追求，跨越了阶层，凝聚了所有
人的共鸣。西瓜在夏日午后被切开的那一刻，
仿佛打开了一个小小的绿洲，家人们围坐一
旁，共享这份由内而外的凉爽与甜蜜，那是一
幅幅温馨而平凡的生活画卷，流淌着简单却真
挚的情感。

西瓜，这颗夏日的绿色宝石，不仅见证了人
类文明的交流与融合，也承载了无数代人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从古至今，它以不变的甘
甜，回应着人们对季节变换的感知，让每一个炎
热的夏日，都有了一份期待与慰藉。

徐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 秦雨涵

每当我坐上公交车，就会想起那
冬日里的温暖……

思绪回到那一天——一个寒风
凛冽的冬日早晨。我急急忙忙地跑
向公交站台，赶上了刚到的一班公交
车。我长吁一口气，感慨自己要是没
赶上公交，迟到肯定会被老师批评。
然而，一摸口袋，我惊愕地发现出门
时拿的两块硬币不翼而飞了。我顿
时慌张起来，我仔细检查了下口袋，才
发现口袋角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洞，
硬币肯定是从这个洞中掉出去了。而
我因为着急赶车，竟然一点都没发
觉。我不禁懊恼起来：怎么今天偏偏
就穿了这件外套？

“小姑娘，快一点！后面的人也
要上车的。”司机叔叔催促道。的确，
每个人都这么磨蹭，会耽误别人的时
间。后面的人也跟着抱怨起来，我的
脸逐渐红了起来，不好意思地对司机
说：“对不起，我的钱不小心掉了

……”我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哼。就
在我尴尬得不知所措时，突然车厢里
传出一声温暖的话语——“小姑娘，
我来替你付。”话音刚落，一个花白头
发的老爷爷走过来，把手里的硬币给
司机看了一眼，然后塞进了投币口，

“谁还没有不方便的时候……”我红
着脸，低着头，不敢看老爷爷的脸，不
停地说着“谢谢！谢谢！”

过了一会儿，公交车即将到达学
校站台。我偷偷瞥了一眼老爷爷，他也
正笑呵呵地看着我，一脸慈祥。我感激
地朝老爷爷鞠了个躬，大声说道：“谢谢
您，老爷爷！”然后飞快地下了车。车子
再次开动，向前疾驰而去，而老爷爷的
笑脸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

在那个寒冷的冬日早晨，我深深
感受到了浓浓的温暖。这份温暖，让
我铭记至今。

溧阳外国语小学六（2）班 陶奕然
指导老师 万文清

放假了，爸爸妈妈带我回到了奶
奶家。奶奶家在农村，那里山清水
秀，林间时常有小鸟在歌唱，田间随
处可见自由行走的鸡鸭鹅……

这天，奶奶递给我一根竹竿，说：
“这是赶鹅棒，去，把鹅赶回来。”说是
赶鹅棒，其实就是一根长约两米的细
竹竿，有点像孙大圣的金箍棒。我举
着赶鹅棒边跑边喊：“王大圣来也！”
我隐约听到奶奶在身后呼喊：“小心
点儿，赶鹅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
……”我心里想：不容易？家里调皮
的妹妹我都能对付，赶几只鹅算什
么！

我满怀信心地走到鹅群跟前，用
赶鹅棒轻松地将几只鹅赶上了回家
的路。看起来挺简单的，我有些得
意，甚至跟着它们的节奏跳起了“鹅
步舞”。

然而，过窄田埂时，我担心鹅会
跑进两边的水田里，于是急忙扬起赶
鹅棒想挡一挡。这一挡却把鹅群吓
慌了，其中两只鹅跑进了一侧的水田
里。我急忙追赶，结果不小心摔了个

“屁股蹲”。好在两只鹅最后自觉回

到了队伍里。
走过窄窄的田埂，我们来到了平

坦的花椒园。鹅群像下课铃响后冲
出教室的孩子一样，纷纷冲进花椒
园。我毫不犹豫地追了进去，与鹅展
开了一场“花椒园追逐战”。鹅在花椒
园里自由穿梭，而我则时而蹲着钻过
去，时而侧身小心行走，时而还得用赶
鹅棒轻轻扒开花椒枝……最后，我一
只鹅也没追上，反而累瘫在地上。

怎么办呢？只能向奶奶请教
了。奶奶告诉我：“那只最大的鹅是
领头鹅，只要赶好它，鹅群就会跟着
回家了。”于是，我找到那只领头鹅，
赶着它走上了回家的路。果然，其他
鹅也陆续跟了过来。

再看看我，衣服上、手上、脸上全
是泥。奶奶笑着说：“泥大圣回来
了！”尽管如此狼狈，但我依然非常高
兴，因为我又学会了一项新本领——
赶鹅。这次经历让我明白了，有些事
情看似简单，实则不易。要想做好，
还需虚心学习、耐心实践。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四（17）班 王依彤

在我心中，怡园汇聚了苏州园林
的诸多精华。

走进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石听琴室”几个大字。踏入室内，琴
声悠扬，从旁侧的茶室中飘荡而来。
屋顶设计为拱形，更利于声音的回
荡，实在让人佩服古人的匠心独运。

离开“石听琴室”，便进入了拜石
轩。厅堂中央矗立着一块布满花纹
的深黑色“灵璧石”，据说附近居民常
来此祭拜。

告别拜石轩，一条长廊迎面而
来。长廊一侧镶嵌着书条石，上面镌
刻着不同时代临摹王羲之的书法作
品，仿佛让人穿越到了古代。

继续前行，便抵达怡园的主体
建筑——藕香榭。走进屋内，一泓
湖水宛如巨大的镜子般铺展在眼
前，湖水静谧而深邃。锦鲤在水中
悠然游动，美景如画。湖边，一棵
300 岁的古银杏树顽强地生长着。
尽管三面围墙限制了它的生长空
间，但它依然倔强地扎根，展示出生
命的顽强与美丽。

再往前几步，便是碧梧栖凤亭。
顾名思义，亭子旁定有一棵梧桐树，
仿佛能吸引凤凰栖息。从亭中望去，
对岸一棵白皮松映入眼帘。其树干
虬曲，倒挂于岩壁间，树皮斑驳而美
丽，针叶短粗且亮丽，整体古朴苍劲、
姿态万千。这一方天地里，池水潺
潺、树影婆娑、山光水色相映成趣。
面对此景，我不由得赞叹：怡园真是
美不胜收！

绕过香洲，便来到了怡园内的假
山区。沿着曲折的洞壑与石阶攀登
至顶峰，一座名为“小沧浪”的亭子矗
立于此，它是整个园林的制高点。站
在这里俯瞰全园，美景尽收眼底。

从“小沧浪”下来后绕过白石精
舍便回到了大门处。在怡园里你能
够同时领略到“沧浪亭”的复廊之美、
网师园水池的韵味、环秀山庄假山的
雄伟、狮子林洞壑的幽深以及拙政园
香洲的风情。这里汇聚了苏州各大
园林的精华，确实值得一游。

苏州工业园区金鸡湖学校
四（17）班 徐海睿景风初至，蔷薇花开，石榴热烈，天远云淡，

草木葱茏。
清风拂面，柳条轻摆，河中流水潺潺，远处山

色青黛，蜿蜒至天际。屋前的白玉兰树，几朵残
留的花儿仍在枝头摇曳，怒放着最后的芳华。春
走得余情未了，一步三回头。地面铺了一层被风
吹落的花瓣，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洒下纤细
的金粉，落英缤纷，晴空如洗。

恰是一年春江南，落花时节未逢君。
风，这位不速之客，猛然间吹开了我记忆的

大门，将我的幼时时光推至眼前……
那时，白玉兰树下，奶奶坐在竹椅上，享受着

树荫带来的清凉。她手中的蒲扇轻轻摇晃，目光
柔和地追随着阳光下嬉戏的我。眼角的皱纹仿
佛记录着岁月的沧桑，但每一条都充满了和蔼的
笑容。

我随手摘下一把野花，穿过青石板铺就
的小径，欢快地奔向奶奶。我挥舞着手中的
花束，兴奋地喊道：“奶奶，你看，这些花多美
啊！”我迫不及待地将花儿递到奶奶手中，她
的笑容更加灿烂，仿佛整个春天都绽放在她
的脸上。

奶奶伸出布满皱纹的手，轻轻拭去我鼻尖的
汗珠。我扑倒在奶奶的膝前，仰脸看她，岁月的

洗礼令她的眼眸深邃厚重，像是一潭湖水，宽广
宁静。

我疯玩太久，累得不想动，伏在奶奶的腿
上。村里，炊烟袅袅婷婷。山那边，一轮圆滚滚
的夕阳，拼尽全力释放它所有的光辉，挣得脸庞
通红，山头被涂抹得橙黄明净光彩夺目，四周的
天空被晕染得绚烂溢彩，美得漫不经心又惊心动
魄。慢慢地，在奶奶赞叹又惋惜的长叹中，徐徐
投入大山深情的怀抱。

暮色四合，头顶的花树朦胧含蓄，它抖落出
数以千计的花影，鹊啼一声，随风飘远，流年又成
过客。

又是一年花落时……
路过，春日繁花。听遍，夏日蝉鸣。赏尽，秋

日枫红。感受，冬日稚雪。时隔春秋几载，我再
次回到故宅，花相似，人不同。

我踱过古朴沉默的青石板，那头，仍是那棵
白玉兰树，晚霞轻轻柔柔托着它的轮廓，风儿走
过，花瓣不甘寂寞，纷扬着跌入大地怀中，带着心
底脉络相连的思念。我知道，矗立在树下等待我
回家的奶奶已经不在了……

又是一年春光好，只见落花不见君。
南闸实验中学初三（4）班 王芷蔷

指导老师 施 懿

有趣的拆字游戏 收 割 麦 子

冬日里的温暖

游 怡 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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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学会了赶鹅

又是一年花落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