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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作文
    2022年 1月 1日是新民晚报复刊 40周

年。虽然我今年才 13岁，但是从我出生起，家
里就有订《新民晚报》的传统，感受到自己和

这份报纸的奇妙缘分，是在“夜光杯”。
妈妈喜欢看的版面是“夜光杯”，那里有

很多耳熟能详的作家写的文章和随笔，亲切
又自然。她有一个“古老”的爱好：喜欢做剪

报———把她认为好的文章剪下来贴好。如今，

那一摞一摞的剪报已经占了家里一半的书
橱。妈妈时常会翻出来看看，等到我开始识字

乃至需要写作文的时候，她说那些教你如何

写作文的书籍及不上“剪报”里的文章，多看
看“大咖”写的美文，你自然就能写出属于自

己的好文章。
后来当我读小学时，有一次在翻看报纸，

发现了有个叫“星期天夜光杯 ·快乐作文”的

版面，如果说“夜

光杯”是妈妈的最

爱，那么“快乐作

文”版则是我的快
乐源泉，那上面的

文章都是我同龄
人写的，他们的生活积极阳光，他们的文笔

活泼有趣。

不知道从哪天起，我也开始做起了剪
报，上面都是“快乐作文”的文章。这份剪报

伴随着我从小学进入了初中，让我在同学们

总是苦恼于作文的时候，能够轻松写出被老
师表扬的好作文。并且，我也大胆投稿，感谢

编辑老师的“慧眼识英才”，让我的名字也出
现在“快乐作文”的版面上，那种开心，比吃

任何美味要幸福多了。
在我眼里，《新民晚报》不光是“飞入寻常

百姓家”的好报纸，更像扎根在我们家的精神

之树，文化是它的根，思想是它的干，境界是
它的叶……

    曾经， 我只是一个孤独漂泊于
世间的小孩，是你的出现，将我心灵
的灯点亮， 让我从此漫步于幸福的
云端。

———题记
儿时夏日的夜晚，整个世界充

满着蝉鸣声。那时才 5岁的我正在

院子里与父亲乘凉。父亲一手拿着
一把大蒲扇，一手握着一本书，嘴中

轻轻念叨着：“举头望明月，低头思
故乡。”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的诗，

并不明白其中所含的感情，只觉得

这首诗挺押韵顺口的，便默默记了
下来。也正是在那时，你在我心中埋

下了一颗种子。
初入小学，语文课

本上的第二首诗中便有

此句，我这才知道，你叫

李白，也叫诗仙。再读此
诗，从老师口中我知道

了，这是你久离家乡而
写下的诗句。我想着：那
时的你一定是很孤独的吧!

从那时起，不仅从语文课本上，我从各个

书本上都能看到你的身影：我望见了你的洒
脱，那是不寄托于高堂的庄严，不艳羡那官场

的利禄，站在大唐的江山上，站在诗人的位置
上，任清风涤荡心胸，随月辉起舞弄影，“天生

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你吟出了好
大的斗志；“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

月”，你吟出了好大的气魄，于是，大唐的江山
史册上又多了几分厚重、灵动的神气！

你告诉了我乐观永远是一剂良药，使我
在生活中即使遇到困难也不退缩。当你不被

重用时，却仍能快乐地梦游天姥，能举杯畅

饮，对明天有着乐观的微笑。

一钩弯月在冷凝处低悬，片片浮萍碎成
摇曳的翡翠。诗人一声长叹，涌起层层墨香。

你的一生因为没有模仿世俗的不堪之流而名

留青史，因为舍弃了“钟鼓馔玉”而做了一回
真正的自我。你的人生是成功的。如果你像当

时的士大夫一样追求金钱和名利，而违背自
己的灵魂，那么祖国的山河里便不再有那李

太白的飘逸长衣，历史里也便不再有名篇佳
作为世人吟咏。历史的雨没有下进谪仙的灵

魂。是你把一个真实的自己写进了历史。

我的心灯一直亮着，因为有你在。在我失
败的时候，你在我身边，告诉我“失败是成功

之母”，让我有重新站立起来的勇气；在我累
得想放弃的时候，是你告诉我“不经一番寒彻

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支持着我走向成功的
彼岸；在我取得进步的时候，你仍然陪着我，

与我一同开心。我的心有了一个安稳的家，家
中有了一盏亮着的灯，而这种幸福都是因为

有你———是你引领我领略了人生的百态，让
我明白了生活的真谛！

有你在，我心灵的灯就亮着，我已决定这
一生与你一同走！

    记得从疫情居家学习的时候

开始，我对手机的酷爱就渐渐显露，
常常拿着手机就停不下来，时间管

理完全失控。而爸爸妈妈为了阻止
我沉迷于手机想出了各种应对措

施，其中他们最常用的办法就
是———藏。

一天上完课，我就迫不及待想

拿起手机玩游戏，结果发
现手机竟然不见了。经过

仔细分析，我认定，一定是
爸爸妈妈给藏起来了。因

为前一天，我说好了只玩
儿半小时，结果玩了好几

个小时。
不过这点小困难怎么难得倒我呢！我仔

细观察了一下家里，一切貌似都很正常，可任
何情况都躲不过我鹰一般的眼睛，我一眼就

发现入门柜子顶上多了一个箱子，太突兀了，
八成就在这里。我推起箱子的一角，用手一摸

箱子底部，滑溜溜的手机就这样被我成功找
到了。

从那天起，爸爸妈妈就开始和我玩起了

藏和找的游戏：有时藏在沙发垫下，有时藏在
衣柜里，有时藏在电视后面，还有一次藏在碗

柜中……爸爸妈妈锲而不舍地藏手机，我锲
而不舍地找手机。每当我成功找到一次，他们

藏的地点就愈发刁钻。

有一次，我把家里的柜子翻了个底朝天，

又把书架、抽屉甚至冰箱都翻得乱七八糟，还
是找不到。妈妈问我：“你在找什么呢？”妈妈

明知故问，我只好忍气吞声：“找……找……
手机，您知道在哪儿吗？”“哦！”妈妈意味深长

地说了一声，却不再理我，我只好耐着性子继
续找。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拉窗帘时发现

手机被妈妈用胶带粘在了窗帘后面！我喜出

望外，马上玩了起来。
经历了这次事件，我决定反客为主，先下

手为强，每次用完之后我就把手机藏了起来。

有了之前找手机的经验，我藏手机的本事无
师自通，比如我把手机放在床下那堆不看的

书下面，或者把手机放在笔袋里，再往抽屉里
一放。看着他们找不到手机时焦急而狼狈的

样子，我心里开心极了。

正当我在一次次的“藏与找”中洋洋自
得，游戏也打得不亦乐乎时，却被吓了一跳。

那天，我刚玩完一局游戏后，抬起头想拿个水
果，却发现眼前一片模糊，我吓了一大跳，我

怎么近视得这么厉害了！
经过几天的冷静思考，我决定不能再这

样下去了。于是决定把手机交还爸妈。没想到
他们却说既然我已经认识到手机的危害，也

一定能控制好手机，以后手机由我自主安排，
自主控制。

于是，这场“藏与找”的游戏终于结束了。
可是，没想到，当手机可以完全由我自由

支配的时候，我感受到的不是欢呼雀跃，而是

责任和压力……

    我最亲爱的姥姥，是地道的山

东人，她做的甜馒头那可是最美味
的食物啦！有时，我也会吵着让姥姥

教我做馒头，鼻子上、脸上、身上都会
沾满了白白的面粉，姥姥开心地说我

就是一个活脱脱的小馒头。姥姥做的
五花八门的馒头，让我们全家在那有

甜香的热气中度过了春节。

姥姥做的馒头可不是一般市面
上可以买得到的馒头，它是用大米、

白药、米曲混合发酵而成的，有时，
姥姥还会撒一把糖，这样吃起来香

香的，甜甜的，可比从外面买的好吃
多了。第二天把发酵好的大面团放
到案板上搓揉，做出形状各异的

小馒头，有小燕子、小刺猬、

老虎头等等……接着，把

做好的小馒头放进蒸笼醒

发十几分钟，直到最上层
雾气缭绕的时候，里面的

小面团变胖，用手指压下
去就弹了回来，一笼富有特色的馒头在热气

腾腾的白气中出现了。伴着淡淡的香甜味儿，
我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一个甘甜蓬松的馒

头下肚后，我情不自禁地再吃一个。
有人会说，馒头有啥好吃的啊？但是我觉

得，姥姥做的甜馒头，是世界上最美味的食
物！因为姥姥的馒头里，更多的是包含着对我

深深的爱啊！

    秋天刚刚离开，冬天就不知不觉

来到了我们身边，我们走进小区的小
树林寻找初冬的足迹。

我们走进小树林，沿着幽静的林
间小道往前走，树林里很多树木依然

郁郁葱葱，也有一些树木落光了叶
子，披上了冬日的色彩，地上铺上了

一层枯黄的树叶，踩在上面发出“沙

沙”的响声。
我们继续往前走，只见一棵高高

的银杏树吸引着我。它全身穿着金
黄的衣服，银杏叶如同一把把小扇

子。一阵风儿吹来，一片片银杏叶像
蝴蝶一样翩翩起舞，飘飘悠悠地落

了下来，只见地上落着一层金黄的
银杏叶就像铺上一层金色
的地毯。我走上前去，随手

捡起一枚银杏叶，只见长长
的叶柄处有无数经脉通向

叶边，叶边弯曲着，很像姑
娘的裙摆，手摸上去很光

滑。眼前的每一枚银杏叶，正把自己美丽的身姿

在这个季节里展示出来。地上铺满一层厚厚的
落叶，好像是谁给地上铺上了一层色彩缤纷的

地毯，给初冬的小树林增添了无限生机。
不远处有几棵枫树吸引着我。枫树没有其

他树木那么高大，也没有其他树木那么茂盛，它
从根部分成无数根树杈，枝头红红的枫叶像一

个个小手掌。

风儿一吹，枫叶随风摆动，我的眼前如同红
色的海浪一浪拥过一浪，让我不禁想起杜牧的

“霜叶红于二月花”来。
小树林如同一幅美丽的图画，让人流连

忘返。

    那是我六岁时，发生在我爷

爷的农场里的一件事。
记得那是一个凉爽的早晨，我早

早起床，因为爸爸妈妈没空照看我，我只能跟

爷爷奶奶去农场玩。农场养了二十多只鸡，每
天都会有鸡下蛋，所以每天都要捡鸡蛋。

我来到农场没事干，奶奶拿起篮子对我
笑了笑：“苑柔，你帮我去把鸡下的鸡蛋捡回

来，好吗？”我拿过篮子对奶奶点了点头：“好
呀，我要去捡鸡蛋咯。”

我提着篮子走到鸡棚旁，突然停住了脚

步，犯难了：怎样捡鸡蛋呀？去问一下奶奶

吧。可是奶奶已经把任务交给了我，我这样

去问不太好吧？不管了，直接捡就是了。
走进鸡棚，那些鸡被吓得东逃西窜。

再仔细一看，哇！好多鸡蛋，这一颗，那一

枚，像珍珠一样散落在鸡棚里。我高兴得
一跳三尺高，马上跑过去把鸡蛋一个一个捡

到篮子里。

突然，我发现一只母鸡蹲在鸡棚里一动
不动。我觉得很奇怪，其他的鸡都被吓跑了，

它怎么不跑呢？我那时候还小，不知道它是在
孵小鸡，于是拿来一根棍子，重新走进鸡棚，

用棍子敲了几下地板，想吓走母鸡。可是母鸡
还是不走开，蹲在那里一动不动，嘴里还发出

“咯咯咯”的叫声，好像在抗议。我只好用棍子

打鸡，把鸡打走。母鸡尖叫着跑开了，鸡一走

开，我发现它蹲过的地方居然有一堆蛋！
呀！好多蛋呀！我兴奋地蹲下来开始捡这

些鸡蛋，那只母鸡一直在我面前不愿意离开，
看到我要捡它的鸡蛋，它发出凄厉的尖叫声，

好像在说：“你不能动我的蛋，不准动！”我心
想这只母鸡真是太顽固了，我偏要捡！我刚伸

手，它竟然啄我的手，好疼。我生气了，拿起棍

子就要打鸡。这时，奶奶来了，急切地说：“快
收手！我忘记告诉你了，它是在孵小鸡，不能

动那些蛋！”
原来是这样！我一听，惊呆了。回想起母

鸡刚才守护鸡蛋的画面，我深深地感受到了
母爱是伟大的，这次的“护蛋”事件，让我知道

了动物也是有母爱的。

    绍兴兰亭黄贤村，那里是个半

城半村的地方，离杭州不远，有着自
己独特的古色古香韵味。在凉爽的

秋日下，把秋天的韵味体现得淋漓
尽致。

在村里的田埂上悠悠地漫步，

左右两边全是稻谷，壳儿剥开便是大
米，这是全村人的精神和经济支柱。

秋自然是凉爽的，此时并无太阳，丝

丝冷风凉得令人发颤，天空

压得很低，好像就要落到

我们头上一样。从田埂上
向远处望去，成亩的淡黄、

金黄闪着星星般的亮点，

即使没有太阳，风起了，那
片稻田如同海上的波浪，在
夕阳的照耀下显得极其浓重，金光闪烁，闪烁

着，闪烁着，发出淡淡的稻香……
站在田埂上，四周全是黄色，冷暖色调加

在一起：柠檬黄、橘黄、金黄……一种沉甸甸
的黄色。

我蹲下来，双手拢住一株稻，稻谷一颗颗

小小的、圆圆的，在未完全成熟之时，显得那么
可爱，采一粒下来，用手指剥去那层金黄的外

壳，不过剥得有些麻烦，壳包裹得很紧，我剥了

一会儿才把它弄开。小心地托在手心仔细瞧，
小米粒应该还未成熟，又小又圆，有些半透明

又带点白色，整个看上去比成熟的米粒生很
多，又稍稍硬些，但已经有成熟的雏形，相信过

不了多久，它们就会被收割供大家享用。

田埂很长，我站起来时，风渐紧了，拉上衣
服的我将脖子埋进大衣领，转过身看见后面的

金黄更是波涛汹涌。前面，一片绿油油的“菜
地”展现在我眼中，原来这是还没成熟的幼穗，

土地才翻动过不久，它们没有快成熟的稻穗
起伏得那么明显，但也轻轻地随风小幅摆动。
田埂带着我往回家的路走。几十米开外，

还能闻到稻香幽幽传来，使人心中舒畅爽朗。

站在原地向远处望去，金色的稻穗如同浪花儿
似的连绵不断，似在和我挥手道别。我愈走愈

远，那金浪也渐渐消失，直到离开我的视线。
但稻香一直没有从我身边飘走，它还飘

进了各户农家，带来丰收的喜悦。在这里，它
为秋天添上了一笔浓浓的秋之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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