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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师大松江未来实验学校上师大松江未来实验学校《《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征文选登征文选登

夜幕下，皓月，众星，群山，湖

泊，我——

每年春节前，我们全家回归

家乡，团圆。那几天的晚饭，一大

家人围着大圆木桌，谈笑自若。

那天饭后我走出屋子，屋外

不似屋里明亮、热闹，却别有一

番韵味——点点星光，是山里的

路 灯 ；弯 弯 山 路 ，若 山 中 的 游

龙。月亮则为这大山蒙上了一

层轻纱。借着皎皎的月光，我漫

步山路。

四周宁静极了。山中的宁

静，如同沉淀心底的情感，仿佛在

这一片宁静中，可以与天地同呼

吸，与山水共情愫。忽然间我被

风中舞蹈的植物惊醒了，定睛一

看，原来是松鼠尾巴似的松针在

向我招手。虽是冬日，山中却不

曾缺草木。我抬头畅快地呼吸着

山风送来的幽香。一声犬吠打破

了这片宁静，在山中回荡。泉水

不知在何处哗哗作响，仿佛在诉

说属于大自然的秘密。湖水如

镜，明月如盘，宛若仙境。

随着山路，转过一处弯，一幅

画卷便呈现在我的眼前。水月相

映，天地相衬。融于四周的丛山，

连绵不断，若隐若现，真有一种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踪”的意

境。极目远眺，湖泊上的小船依

旧随波起伏。喧嚣的城市里，何

尝有这番美景？误入仙境的我，

被陶醉了，久久不肯离去……

如今，站在高楼上仰望，夜幕

之中，仍是同一轮明月，仍是同一

片星空，仍是同样的静谧，但不在

同一片土地上的我，心中总觉得

空落落的，似乎缺失了些什么？

一阵凉风迎面袭来，我顿悟，原来

是我无论走到哪里，对家乡的思

念，都是挥之不去的。

水是江南水，城是情乡城。

浙江，一个江南水乡，许多小城

坐落于新安江畔，我最熟悉不过的便

是建德。建德依水而生，她的风土人

情，她的历史传说，全都融在那一江

碧水里，随波荡漾在人们的耳畔。

这水里，包含了太多东西，淌

着，流着，捎走了我的童年。在这

十七度的江水里，是钓鱼人的悠

然，是孩童的天地。早些年还能见

着在江上撑舟的渔夫，归家时，脸

上满是建德人独有的喜悦，还有手

里那一箩筐的收获，那是建德人独

有的一份记忆。

还记得小时候，我总爱去看那

白沙奇雾。站在白沙桥上俯视江

边，便会看见江面上腾起的白雾，好

似一块轻纱，又似在仙境之中，亦真

亦幻。走在江滨小道上，阵阵扑面

而来的是夏日独有的一份清凉。

有些闲趣的人，爱在黄昏时买

一张船票，登上那艘游轮，慵懒地

靠于窗上，享受晚风静默的洗礼。

两岸的霓虹高楼，似乎与船上的你

无关，好似与那深沉的江水融为一

体了，秋夜风凉，穿着一件风衣漫

步在水岸，穿过充斥着烟火气的摊

铺，那是秋夜漫漫里的情怀。

绍兴的乌篷船是鲁迅眼中的

江南，那建德的江南又是什么呢？

“你一句春不晚，我便到了正江

南”，可我本就在这大好江南之中

啊！依山傍水，经济发达，胜过老

舍笔下的济南。

这里的人早已习惯了这水。

在氤氲的雾里，与碧水青天应和着

好似一幅会动的水墨画。“移舟泊

烟渚，日暮客愁新”，这是当年孟浩

然在此写下的名句，孤身一人在他

乡，而他看着这水，却是无比的亲

近。异乡人都如此，何况是这水乡

里长大的人儿呢？

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江南，你

会用什么呢？是缥缈，温柔，还是

发达？在我眼中，她是大气的，端

庄的。远道而来的客人很快便会

爱上这里，她还是热情的。

作为一个建德人，我认为，这

里是一湾深情都在这天青色的水

中了，她是江南，也是情乡……

在重庆这座充满魅力的山城

长大，这里山水相依，人文独特，

既有迷人的自然美景，又有令人

垂涎的美食，更有着丰富的历史

文化传承。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

浓郁的风土人情，每一个人都有

着自己的故事和情感牵绊。

我的童年记忆里充满了欢

乐。每个角落都藏着我和伙伴无

尽的欢笑和故事。在重庆的老街

巷里，我们玩着各种童年游戏。

捉迷藏是我们最喜欢的游戏之

一。在狭窄的巷子、弯曲的楼梯

间，我们追逐着、躲藏着，笑声和

呼喊声此起彼伏。

每当夏日的傍晚，夕阳的余

晖洒满了小区的每个角落，我们

就迫不及待地聚集在楼下的小广

场上，开始我们的捉迷藏大战。

我们先是通过石头剪刀布来决定

谁是“鬼”。那个不幸被选中的小

伙伴要背过身去，大声地数到一

百，而其他人则要在这一百秒内

找地方藏好。我总是绞尽脑汁地

寻找最隐蔽的地方。有时藏在楼

道的角落里，有时躲在花坛的灌

木丛后，甚至有一次，我大胆地爬

上了树，把自己藏在茂密的树叶

间。每当“鬼”开始寻找时，我总

是屏住呼吸，心跳加速，生怕被

发现。而找到藏身之处后的等

待，总是充满了紧张与期待。我

们既要小心翼翼地不被发现，又

要时刻注意着“鬼”的动向。每

当听到“鬼”走近的脚步声，或是

他喊出我们的名字时，我们都会

紧张得不敢动弹。最激动人心

的时刻，莫过于最后的大搜索。

当所有的小伙伴都被找到后，我

们会聚在一起，分享各自的藏身

之处和心得。有时，我们会因为

某个人的藏身之处太巧妙而哈

哈大笑，有时也会因为某个小伙

伴被轻易找到而嗔怪不已。那

时的捉迷藏，不仅仅是一个游

戏，更是我们学会了合作与分

享，也收获了无尽的快乐与回

忆。如今，虽然我们已经长大，

但那份童年的纯真与快乐，却永

远留在了心中。

如今，我已经离开了家乡七

年，但是在我的心中，重庆永远是

那个最温暖、最亲切的地方。我

都会永远铭记家乡的美好，将其

作为我人生道路上最宝贵的财富

和动力。

我的家乡在安徽，是一个多

山的地方。在记忆中，它总是美

好，在山上平缓的地方，有梯田层

层叠叠地展开，陡峭的地方，有树

木参差挺立着守望。天气好的时

候，天空碧蓝，大朵的白云像白色

的棉花糖；夜晚的时候，繁星万

点，在黑夜中格外注目，分外地

多、分外地亮。但最触动我心弦

的，还是奶奶家屋后，那一片藏了

山色云星的清澈池塘。

那一个暑假，父母因工作繁

忙，把我送到了乡下的奶奶家。

年幼而充满好奇心的我，很快就

注意到了这片幽静的地方。于

是，那天下午，一个兴高采烈的、

在城里成长的小姑娘，看到了怎

样令她惊讶的景象——一片绿油

油的、仿佛吸收了树叶和岸边小

草青翠的三角形叶子，在澄净的

水中缓缓摇曳，送出一条条轻微

到看不见的波浪，悠悠地荡进了

我的心房。一时间，我忘记了言

语，奶奶见我看得发呆，笑着讲：

“你在城里没见过，叶子下面是菱

角，吃起来可是清甜了。”听到这

话，心里的馋虫又开始工作了，我

缓过神，便缠着奶奶要尝一尝。

奶奶笑出了鱼尾纹，说：“乖孙莫

急，等奶奶去拿个盆来，就给你捞

菱角。”

很快，奶奶抱着一个大盆，回

到了我的身旁。她边笑着，边轻

声安抚着焦急的我，很轻快地将

这个大盆放在水边。大盆在水面

慢慢地晃着。她弯下腰，双手紧

紧抓住大盆，一只脚颤颤巍巍地

跨入盆中，另一只脚在岸上一蹬，

再迅速抽回，就行云流水地进入

盆里。接着，奶奶用一根竹竿当

桨，吃力地划入菱角藤里。突然

一阵风吹过，大盆开始左右摇

晃，奶奶也随着左右倾斜，看着

危险极了。在岸上的我不由自

主地喊了一声“奶奶当心！”奶奶

却不以为然，转过头对我笑了

笑，说：“乖孙没事的，等奶奶摘

菱角给你吃哦。”随后，便一只手

抓住盆边，用力向前探出身子，

尝试了几次，终于碰到小叶子，

两只手将菱盘提起，不停地翻

找，看到一只只躲在叶子间的水

灵灵的菱角。

采好后，奶奶就开始返航。

随着大盆的逐渐靠近，我能看到

里面的菱角，和奶奶头上的闪亮、

不知是汗水还是池塘里溅起的水

珠。我有些愧疚，奶奶却笑呵呵

地拿起一个不知何时剥好皮的菱

角：“来乖孙，快来尝尝！”我轻轻

接过，轻轻一咬，清甜的汁水从口

中瞬间流到心田……

那一天，阳光下一老一少坐

在池塘边，边吃着菱角，边笑着。

这一片池塘，不仅有可口的菱角，

更有奶奶对我的爱。

我的家乡在兰溪。每当我

走在熟悉的街道上，看到那熟悉

的建筑和风景，心中涌起一股莫

名的亲切感和幸福感。爷爷奶

奶的关爱和教诲，让我在这里度

过了快乐的童年，留下了许多美

好的回忆。

家乡的院子，是我最喜爱的

地方。我会和弟弟一起玩耍，他

开着他的小车在院子里开来开

去，而我则在一旁荡着秋千。小

时候，我们还一前一后坐在小车

上面，让小车慢慢地载着我们在

院子里四处走动。爷爷教我们

如何种菜，那一片小小的绿油油

的菜园，一年四季有不同的农作

物，胡萝卜、番茄、丝瓜、秋葵、茄

子。我们在这片菜园里认识了

不同的蔬菜，但有时候也会因为

我们的冒失，把蔬菜给弄遭殃

了。院子里还有几只欢乐的鸡，

在它们的小天地里觅食，偶尔还

会跑来跟我们玩耍。曾经还有

一只小狗，可惜现在已经不在

了。午后，找一片阴凉处，铺上

凉席，躺在上面，爷爷坐在旁边，

讲述着古老的故事。夜晚，我们

又围坐在院子里，仰望着星空，

听着蟋蟀的鸣叫，感受着家乡的

宁静与美好。

论兰溪的著名景点，那一定

是“地下长河”，乘着小船，欣赏

绚丽的自然景观，闻着清澈河水

的清香。在这里，我度过了快乐

的童年，也留下了许多美好的

回忆。

兰溪的美食也是让人难以

忘怀。兰溪肉圆是我最爱。用

多种食材制做的一种肉圆，每一

口都充满了家乡的味道。肉圆

外皮软糯，内馅鲜美，吃起来别

有一番风味。这个美食不仅滋

养了我们的身体，更是传承着家

乡的文化和情感，让人在异乡的

时候，也能通过味觉回味家乡的

温暖和美好。

兰溪人热情好客。在大年

初一，村民们会自发组织舞龙表

演，舞动着五彩斑斓的龙身，给

家乡增添了一份喜庆和热闹。

这些活动不仅拉近了邻里之间

的距离，也让家乡充满了欢乐与

祥和的气氛。

我爱兰溪，爱这里的美景，爱

这里的美食，更爱这里的风土人

情和历史文化。无论我走到哪

里，家乡的美好回忆都会陪伴着

我，激励我追求更美好的未来。

我的家乡在江苏泰州，是京剧

大师梅兰芳祖籍所在地。它并没

有许多名胜古迹，也没有什么地标

建筑，但它还是令我难忘。尤其是

在市中心不远处，有一处名为稻

河湾的古街区，承载了我很多美

好的回忆。

还记得第一次来到这里，站在

入口，就有一个大的喷泉映入眼帘，

水柱变换着各种形状和高度，似乎

在欢迎我的到来。进入，来到一条

两边种满枫树的道路。恰逢暮秋，

路上已经铺满红火色的小巴掌。它

们紧紧地贴在地上，与道路融为了

一体，好似一块地毯铺在了路上。

再往前走，右侧出现了一个小湖。

源头被设计成台阶式，水像下台阶

似的涌下去，正应了“水往低处流”

那句话。听着这潺潺水流发出的哗

哗声，真让我感到心旷神怡。

再往里走，便是古街区。这里

有许多老房子，白墙黑瓦。正如上

海新世界的石库门，这里的老屋

子，也被赋予了新的色彩——各种

各样的吆喝声打破了古建筑给人

带来的沉重感，许多老屋都被翻新

改造成了花样繁多的店铺，让人们

沉浸在历史古迹的同时，也能享受

美食的乐趣。夜幕降临，古街区又

是新的一番景象。小湖边布满了

氛围灯，水面犹如一面镜子，把天

上的月亮照入水里。我坐上小船，

漂流在湖心，享受这湖中美景，所

有的烦恼都抛诸脑后。

这就是我的家乡，它只是一个

小城，但在我心中，它是最美的。

我的家乡在安徽的一个县

城。县城虽小，但在我心里一直

是一个美丽的地方，特别是家里

曾经承包过的一片大果园，是幼

时的我最喜欢的地方。每当时节

到来，果园里各色水果就会成熟，

那时的景象，是我心中最美好的

一幅画。

果园很大，里面的水果种类

也很多。记忆最深的，有秋后熟

透了的柿子，一个个红澄澄的，像

极了柔软的灯笼，顶上挂着霜，看

着就让人觉得甜蜜；有表皮金黄

如镀金了的梨子，似乎离老远就

能闻到它身上淡淡的清香；而藤

上挂着的葡萄紫黑紫黑的，圆滚

滚仿佛里面的汁水要爆出来一

样，诱得人不觉流出了些口水。

年幼的我，就时常在这一片

水果的天空下散步。我会捡起树

上落下的叶子，把它夹在书里做

一份秋天的纪念，会一点点观察

树上的纹理，抚摸大自然在上面

留下的痕迹，会坐在树荫下，听风

吹过叶子的沙沙声，听鸟在树梢

唱歌的美妙。还有家里人采摘水

果时的热闹，父母在忙碌之余，把

最新鲜的水果顺手塞到我的嘴

中，感受到的，是最自然的清甜和

一份爱的甜蜜。

于是又想起，一年四季，爷爷

手把手教我认这些果树的时光。

春天，爷孙俩在树下漫步，不知哪

朵白花是杏，哪片素色是梨；夏天

小果青青，爷爷摘了些切成小片

骗我入口，酸涩到龇牙咧嘴，却也

笑语盈盈；秋天百果丰硕，冬天果

园萧条，但还能和爷爷一起讨论

来年的希冀。

我爱这片记录我生长的果园。

那条长街中，原有妈妈的理

发店，现已不复存在。我徒劳地

翻找着记忆的宝箱：在寻找着什

么呢？在怀念着什么呢？又在期

待着什么呢？

往长远的地方想，家乡，“家”

便是依靠，圆桌上的场景，相聚起

来的酒杯，也只在这时见过了。

忙忙碌碌的街道也是这样，到处

是喧闹的痕迹，也是我和朋友的

足迹。

想着那一天，和家乡道别的

日子，同是幼年的我们，满是不

舍，却没留下联系方式，也没拿出

最后的纪念品。

茫茫的人生轨迹中，一闪而过，

何止是时间，又何止是以前的童

年。最后只会带着回想去想念他

们。想念后来的新年：相聚，在夜晚

点亮的星火，在星火下的相拥。

回首过去，我深深地怀念那

时的时光，也珍惜如今的当下，

在乡土度过的日子，是充满欢乐

的，是没有压力的。我的家乡，

是我从小，至现在，有着美好记

忆的地方。

上海，这个现代科技的大都

市，虽然我不是在这里“降临”的，

但是我从小就在上海的怀抱中成

长，看着上海一天比一天繁荣昌

盛。上海变了，它就像一个时髦的

年轻女郎走在潮流的前端，用她迷

人的风姿吸引了许多中外游客前

来观赏。

上海的房子变了。陈旧、暗

淡、狭小、喧闹的老房子成片成片

地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高

耸入云的现代化智能高楼和一片

片整齐、美观、宽敞的新式公寓楼

群。其中更不乏有享誉世界的标

志性建筑金茂大厦、东方明珠电视

塔。金茂大厦是集商务、酒店、娱

乐、观光、购物为一体的智能化大

楼。东方明珠是列亚洲第一，世界

第三的高塔，由三根直径为 9米的

立柱、塔座、下球体、上球体、太空

舱等组成。上海国际新闻中心坐

落于巍然屹立的东方明珠塔下，是

集新闻发布、观光、会展、餐饮等功

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新闻中心。

上海的交通变了。马路变宽

了，变美了。交通工具丰富了。如

果你要外出，公交车、出租车、私人

小轿车、地铁、轻轨、轮船、火车、磁

悬浮、飞机都是您的选择；地下、地

上、空中、水上，一个现代化、智能、

立体的交通网络已经形成，它们如

同一条条动脉，为美丽的上海带来

了活力。

上海的人变了。上海人变热

情、变文明、变得爱生活，变得美

了。白发苍苍的老爷爷老奶奶卷

着僵硬的舌头，学着 ABC；公共场

所多了许多文明的公民；常常听见

爷爷奶奶用夹生的、带着浓重乡音

的普通话向人道谢……

上海，越变越美，越变越让我

喜欢！

挥之不去的思念
七（2）班 曾 腾

她是江南，也是情乡
八（1）班 应璐伊

盐城，每个春节的前一个晚

上，街上总是一片火红，买卖人大

声吆喝着，希望别人来自己这里买

东西，好早点卖完回家过年。那些

糖画、竹叶编成的小虫小动物，都

是我幼时喜欢的玩具。但最喜欢

的，还是那些千奇百怪的烟花，拿

到手的那天晚上，楼下那片天地就

变得绚烂多彩，伴随着时针的脚步

逐渐走向新的一年。

盐城，还有着春节特有的食

俗——腊八粥。虽然盐城腊八粥

跟其他地区的材料类似，但口感却

是天差地别。里面核桃、红枣等食

物，被煮得稀烂，入口即化，以至不

加很多糖，吃起来就已经有甜甜的

味道，但又不太黏口，和稀饭差不

多，独有腊八粥的味道。米糕也是

盐城的一种食物，是大米制成，黏黏

的，又有独特的风味。把它和腊八

粥一起煮，堪称锦上添花。幼时的

我，老是央求父母多给自己一块米

糕，来满足自己从不满足的胃口。

家乡春节的绚烂和食物的味

道，至今在我的记忆里。

最亲切的地方
七（2）班 孙瑾萱

爱的池塘
七（1）班 朱 秀

我爱兰溪
七（2）班 何歆艺

在我心中，它是最美的
七（1）班 袁辰曦

记录我生长的果园
七（1）班 吕妙涵

有着美好记忆的地方
八（1）班 黄薇栩

越变越让我喜欢
八（1）班 张韵涵

我的记忆里
七（1）班 胡君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