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是一个每当我不开心时，

都会逗我开心的人；她是一个每
当我遇到困难时，都会竭尽全力

帮助我的人；她还是一个能做出
天底下最好吃的小馄饨的人。她，

就是我的姥姥！
姥姥的脸皱皱巴巴的，就像

一排排此起彼伏的小海浪，让我

一看到，就想光着脚丫踩上去。她
的听力不太好，我必须得很大声

地说话她才能听得见。还有，姥姥
掉了一颗恒牙，我不得不说她很

爱美，因为她去装了一

颗假牙。但是她每次出

门都会忘记戴那颗假牙，
所以，经常发生的一件事

就是：早上姥姥出去买
菜，但没过一会儿，我们
就听到了“咚咚咚”的敲门声。开门一看，原

来是姥姥忘记戴她的假牙了，回来取。妈妈
不以为然地说：“没事的，不就是去一趟菜

市场嘛，没戴也不会出什么大事儿呀！”但
姥姥太爱美了，她很在意自己的形象。

为了不让姥姥跑“冤枉路”，我绞尽脑
汁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我拿来一张白纸，写

上“记得戴假牙”，而且还画了一颗萌萌的

牙齿，把它贴在了门背后。
第二天早上，姥姥正在换鞋准备出门

的时候，一抬头，看到了我写的五个大字，
赶紧跑进洗手间，戴上了假牙。她前脚刚跨

出门，我就听到了她的笑声，笑得那么开
心，那么爽朗。

一转眼，重阳节到了，我想为亲爱的姥
姥做点什么。我知道，姥姥很喜欢我画的

画，于是，就为她画了一张画像。当她看到
画像时，乐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而且，我

还和妈妈一起亲手做了重阳糕，并在上面
刻上了我们的名字，姥姥尝了一口，那甜味

真是甜在了她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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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着墙上的那张照片，我想起了

你———照片中站在舞台上正手托篮球，
露出自信而灿烂笑容的男孩。

三年前，凭借着对篮球燃起的热情
之火，你加入了校篮球队。本以为一开

始就可以上场打比赛，可谁知道最开始
的一个月，你们连球的影子都没摸到。

每天进行蛙跳、侧跑、长跑等一系列枯

燥的练习。“要想成为一名优秀的篮球
运动员，就必须有一个强壮的体魄。”教

练说道。在高强度的训练下，你每天拖
着“灌满铅”的腿走回家，还要继续完成

当天的作业。终于，在这无休止的枯燥
训练中，你对篮球燃起的热情之火，似

乎马上就要熄灭了。
终于，你们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区级

篮球比赛，你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可是
一上场，你就傻眼了，对方都是身经百

战的队员，在闪转腾挪间，你们这些新
手应接不暇，手忙脚乱。那时你想，无论

如何，都不会有属于你的光辉一刻。

事情突然出现了转机，学校马上

要迎来校庆活动，你们需要准备花式
篮球表演作为校庆活动的重要节

目，在人民大会堂进行展示。接到

这份沉甸甸的任务，队员们都全
力投入到更加密集的排练中。左

拐右拐、穿梭传球、8字运球，球

鞋摩擦地板的声音和篮球撞击地面的声音，交织

出一个动感的旋律。

表演的这一天到了，我们早早就来到学校操
场集合，寒风呼呼吹着，吹到脸上如同刀割一样，

出行的人们戴上了厚厚的帽子，穿上了暖和的棉
衣，但为了演出效果，你们一身短打，虽然寒风刺

骨，但一想到能到最神圣的舞台表演，兴奋之情早
已掩盖了这一切。

激情四射的踢踏舞、气势恢宏的中国鼓，在台

下等候的你们，看着前面一个个精彩的节目，心里

越来越紧张了。终于轮到你们上场了，黑暗中猛地

亮起一束刺眼的灯光，台下观众那犀利的目光，盯
得你喘不过气来。平时熟悉的节奏，此时听起来就

像一群失足飞奔的野马，你更紧张了。你深吸一口
气，稳了稳神，开始了表演。一个个熟练的动作，一

次次默契的配合，你们身上那火红的篮球服，犹如

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把热情洒满全场。音乐结束，台
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你露出了灿烂的微笑。

那个笑容灿烂的男孩，就是我。每个人都有属
于自己的舞台。枫叶经霜艳，梅花透雪香。磨难，是

成功道路上必须爬过的山峰，惟知难而上，战胜磨
难，才能绽放属于你的光辉。

    假期的一天，我和爸爸妈妈还有妹妹来到

了双峰路上的枫林剪纸馆参观。热情接待观众
的志愿者金莉老师告诉我们：这个剪纸馆的全

称是“林曦明现代剪纸艺术馆”。林曦明先生是
享誉海内外的著名画家，也是海派剪纸艺术的

集大成者。
剪纸馆 2010年就开了，当时还没有我呢！

让我想不到的是，这里还是枫林街道社区文化

活动中心，以剪纸艺术凝聚居民，服务社区学
子。更厉害的是，很多剪纸非遗传承人纷纷前

来合作，让这样一个隐藏在社区中心的剪纸馆
成为上海的网红打卡地。而且，这里也是社区

家长学校，到处都有剪纸的元素装饰在周围。

走进枫林剪纸馆，我发现这里就像一座纸
的艺术宫殿。在剪纸老师鲍立峰叔叔的介绍下，

我看到了各种各样和纸有关的艺术作品———有
剪出来的，有撕出来的，有刻出来的，有折出来

的，还有贴出来的。原来，

这里正在举办《纸·无止
境》展览。我看到了上海

剪纸、金坛刻纸、朵云轩
木版水印、桃花坞木版年

画等多件国家级非遗项目作品，以及代表江南

的海派撕纸、金山农民画等市级非遗。
鲍老师告诉我们，“上海剪纸”的四屏条幅

作品《漓江之夏》是这里的镇馆之宝，因为这是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林曦明的作品。我最

喜欢的是剪纸，因为我常常在家里剪纸娃娃和
它的衣服，送给妹妹作为玩具。而枫林剪纸馆

有关今年新冠疫情的《中国速度———上海速

度》和《逆行者》等剪纸作品，也很有意思。

我觉得最难的是撕纸，因为撕纸就是把手
当作剪刀，不打草稿直接创作，这真的很难，不

信你试试。我还在剪纸馆内的一处，发现头顶
上有五颜六色的油纸伞，就像盛开的花朵，铺

满了乌黑的天花板。参观完后，鲍老师教我们
最简单的剪纸构图。要教我们这些参加活动的

小朋友短时间里学会剪纸，可真的不容易啊！

鲍老师教我们剪第一张红纸的时候，我还

有些困惑，因为鲍老师让我们四折之后再剪一
些长方形。最后展开时，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两

个喜字啊! 这个双喜字我们剪了好多遍才剪
好。鲍老师又教我们剪蝴蝶。这个看上去很简

单，想要剪得好看却非常难。我那四岁的妹妹
因为不太会用剪刀，所以第一次剪纸学习失败

了。鲍老师送给她一条红金鱼和一只绿猫头

鹰，都剪得栩栩如生，也是很好的安慰。
而我觉得剪纸馆里最精彩的部分是：我们

遇到了来这里参加公益活动的全国劳模王承

叔叔；鲍老师给他剪了一个头像，连王承叔叔
戴的眼镜都剪得一模一样。

剪纸馆的美好时光显得很短暂，我甚至没
有时间仔细看完每一件作品。在回家的路上，

爸爸对我说希望下次来参观的时候，能花更多

时间好好欣赏这些海派剪纸作品，并且让我尝
试学习新的剪纸作品，比如剪出一个福字或是

某个小动物！

    那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我的

眼前，高高瘦瘦，在她蹲下身换鞋

的工夫，我竟惊奇地发现，她一直
挺着的背此时已经变得佝偻。岁

月如刀割啊！
“……好久不见，外婆……”

拎着袋子，外婆急匆匆地朝
餐厅走来。她的步伐已经没有过去

那么稳健了。她的头发凌乱着，星
星点点的白发犹如夜幕里的几颗

星星，在我的眼里跳跃。外婆急忙

忙地看了看我骨折的腿，脱口而
出：“吃了一番苦头吧！”

妈妈从厨房里出来迎接，接过
外婆手里的大骨头。“这可是上好

的骨头！骨折了，吃它，好起来快
……”她们简单寒暄了几句，也没

顾上坐，稍稍喘了几口气，外婆把

目光又移向了我。这种目光我

好久都没见过了！那种慈

爱与关切如潮水一般向我
涌来，我的疼痛一下就减

轻了，迎着外婆的目光，我
竟一时语塞。

外婆的面颊上，一条条皱纹纵横交错，

如黄土高原上的沟壑一般，交织着，一直盘
旋到了我的心底。

“这次考试考了年级第二哦，外婆开心

唻……”外婆的方言温和，慈祥，她的目光
如一泓清泉一般，一直照射到了我的心底。

“哪有哪有！”我嘴上如此说着，一种由衷的
自豪应着晚秋的初阳悄然而生。

外婆继续和妈妈谈着话，外婆搭在椅
背上的手竟是如此粗糙，先别说，一条条的

裂纹也触目惊心。回忆起妈妈口中的那些
故事，一幅幅动画在我的眼前浮现。外婆干

过的那些苦活，累活，才勾勒出了这样的一
只手！情不自禁地，我低下头，自己的手干

干净净。一瞬间，愧怍在我的心底生根。
猛然间抬头，外婆的目光又与我相遇：

“这次考试考得很好啊……”我舔舔干裂的
嘴唇，已不知此时是该喜还是应忧。看着外

婆苍老而慈祥的脸，我已经找不到适才的
自豪感了，取而代之的是无穷无尽的悲凉。

“来，外婆给你打了这个……”毛线暖融融
的，简直就要把这个晚秋给融化，除了点点

头，我迟钝的声带竟发不出任何声音。
“妹妹，这次考试考得很好啊……”门

都关不住这句话，外婆的音容笑貌仍旧在
我的耳畔回响。她大老远跑来，给我买骨

头，现在又要赶着去上班……而我，平时也
不常回去，也不善言辞，或许，只有我的成

绩，才是对外婆最好的慰藉吧……望着面
前的适才未做完想放弃的数学题，我一咬

牙，又钻了进去……
二十分钟不到的时间，外婆已经“一咏

三叹”，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婆只会渐渐老

去，不知未来，我还能有多少机会再听听这
“一咏三叹”呢？

无从可知，只因岁月不饶人。

    又到了一年一度吃蟹的季节，爸爸

和我说，他准备了十多只正宗阳澄湖大

闸蟹。蟹全身披挂盔甲，兼螯角武器，
横行江湖，使一些鱼虾望而生畏，逃之

夭夭。人类的祖先自从吃了螃蟹，才发
现它是水产品中最佳的美食。阳澄湖

蟹，历来被称为“蟹中之冠”。它青背、

白肚、黄毛、金爪，放在玻璃板上，它八
足挺立，双螯腾空，脐背隆起，威风凛

凛。听爸爸说，阳澄湖大闸蟹又叫

做“中华金丝绒毛蟹”。
晚上，爸爸拿着装大闸蟹的袋

子走进厨房，解开绳子，把所有的

大闸蟹倒进了水池，这时，只见爸
爸把手伸进水里，灵巧地抓住一只
蟹的后脐，那是只公蟹，用水冲洗后把蟹放

进蒸锅里。爸爸说它会顶开锅盖，然后逃
掉，所以让我用手按着锅盖；爸爸接着用同

样的办法把其它的蟹也放进锅里。
然后，爸爸把蒸锅放到炉子上去蒸蟹。

透过玻璃锅盖，我看着那渐渐由青变红的

大闸蟹，心里乐滋滋的。过了大约二十分
钟，大闸蟹蒸好了，只见它们红通通的，像

是红脸的包公。爸爸打开锅盖，一股扑鼻而

来的香味真令人口水直流三千尺。

我们开始品尝大闸蟹了。我匆匆
忙忙地先把蟹腿掰下来，剥开螃蟹壳，

露出了金黄的蟹黄和雪白的蟹膏。我
尝了一口蟹黄，油而不腻，软中带劲，

太好吃了，我仿佛被带到了湖边！我再
咬了一大口蟹膏，哇，好丰满，都粘住

了我的嘴！

接着开始品味蟹肉，因为蟹
的结构比较复杂，我拿着牙签东挑
西挑，终于吃到了蟹肉，再看看它，

好像经过了一场大地震似的，被搞
得乱七八糟。然后，剥下大螯和脚，

咦？这个怎么出不来啊？我自有妙
计！我轻轻一咬壳，蟹肉就被挤出

来了，再蘸上姜末、醋和酱油调成的佐料，

真是好吃极了！不一会儿，我面前的蟹壳就
堆成一座小山了……

吃着吃着，我就想起了李白赞美蟹的

诗句：“蟹螯即金液，糟丘是蓬莱。且须饮美
酒，乘月醉高台。”蟹在人们的心目中属于

高档美食，我再次品尝到了江南特产的阳
澄湖大闸蟹。它的味道真的非常鲜美，蟹真

乃是人间美食！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

绿时。”
秋风带来了美景与丰收。街道两

旁，金黄的落叶像一只只美丽的蝴蝶
在空中飞舞，地上，厚厚的落叶铺成

了柔软的地毯。花园的菊花，千姿

百态、万紫千红。我最喜欢的

花是桂花，它的香淡雅，让人

心旷神怡。果园里，水果成熟
了，有香甜可口的苹果，还有

美味多汁的梨子。最让人垂涎
欲滴的还是柚子，它丰满的果肉让人有咬一口

的冲动，那黄澄澄的果皮更是给它添加了一抹

亮丽的色彩。在农田里，麦子、稻子随风摇摆。农

民伯伯看着自己一年的收成，开心地笑了。
秋天给人们带来了快乐与幸福，我爱秋天。

    暑假，妈妈带我和一群朋友去浙

江仙居爬山。我们从山脚出发时，天
气闷热，空中飘着几朵云，太阳时不

时从云彩中探出头。我们越爬越高，
感到越来越闷热，云层越来越厚，一

会儿白云躲起来了，黑压压的乌云从
四面八方涌了出来，笼罩着山峦。鸟

儿在天空久久地盘旋，一遍遍地鸣叫

着，好像在提醒大家：“雨来了，雨来
了！”远处传来隐隐约约的雷声，轰

隆隆，轰隆隆，雨真的要来了。
山顶就在眼前，我们加快了步

伐。突然，几道明亮的闪电划过天
空，震耳的雷声越来越近，豆大的雨

点从天而降。我们赶快撑开雨
伞，三步并作两步地攀登到了

山顶上，我们紧紧依偎，相连的
雨伞在我们的头顶上组成了一

道挡雨的屏障。雨点噼里啪啦
地打在雨伞上，好像在演奏一

首首激昂欢快的进行曲。雨点落在石阶上，好像

一排排水的精灵正载歌载舞。雨越下越大，石阶
旁的水沟里水哗哗地流淌，山崖上大大小小的瀑

布也多了，变得又急又宽，像一条条飞舞的银丝
带。有趣的是，其中一条瀑布的水是土黄色的，像

泥浆一样，我觉得很奇怪。妈妈告诉我，那是雨太
大，冲刷了山上的泥土造成的。我琢磨着妈妈的

话，心里却多了另一份担心：雨下得这么大，会

不会把天上的水都下光？天上的水没了，以后不
就没雨了吗？

这时，风越刮越大，把我们的伞吹得东倒西
歪，雨水早就把我们从上到下浇湿了，好像谁也没

在乎湿衣服粘在身上，而是欣赏着美丽的山雨，我

们都变成了一只只湿漉漉的、快乐的落汤鸡！
不知过了多久，乌云散开，天亮了起来，雨

也停了，一团团白色水汽不知从哪里钻了出来，
山谷间云雾缭绕，真像仙境一般。雨后空气愈加

清新，我们沿着湿滑的台阶慢慢下山，发现一只
绿色的小青蛙在台阶上一蹦一跳，看来它也知

道雨停了，要出来找虫子吃了。小青蛙“呱呱”的
叫声，打破了山谷的宁静，好像在跟我们告别。

我们向它挥挥手，依依不舍地下山了。
哦，美丽的山雨，流进了我的心田，印进了

我的脑海。哦，我还是想起了心中的一个担心：
天上的雨会下光吗？

但愿天上的雨下不光，因为我还想来看美
丽的山雨。

海派剪纸印象记
方文轩
上海华二
紫竹双语学校

四（3）班

美
丽
的
山
雨

王芃博
上海新梅小学
三（1）班

秋

梅文龄
上海世界
外国语小学

二（3）班

外
婆
的
“一
咏
三
叹
”

冯煜雯
浙江省平湖市

东湖中学
808班姥

姥
的
假
牙

崔哲晞
上海平和
双语学校

三（3）班

吃
螃
蟹

李子昂
上海市市北
初级中学

七（11）班

总
有
一
种
光
辉
属
于
你

顾元铭
北京市

第一七一中学

初二（12）班

清
香

邵韵齐 浦东新区建平实验小学（金业校区）二(1)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