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来，清凉在古巷

太阳像一位烧烤师傅，炙烤着大地上的一

切。窗外，蝉儿烦鸣；窗内，空调呜呜。望着刺

眼的阳光，我心里一百个不愿意地走出空调

房，去往二街福堂巷。

屋外，阳光刺眼，浑身闷热，心情不禁烦

躁，我不解母亲为何执意带我去古巷。

一入古巷，我便被建筑群——尚书第吸

引，光与影跳跃在带着朱红的石墙上，穿越在

树影婆娑中。石墙雕刻着历史痕迹，如一位岁

月的守望者，见证古往今来，我伸手抚摸，感受

古典记忆在指尖穿梭。

尚书第，乃明代李春烨故居，第内，许因房

子是石木结构，竟有些凉爽。尤其是那后花

园，左侧是一水潭，潭水碧绿，几簇浮萍漂浮其

上，潭周绿树环绕，芳草点缀，摇曳生姿。后

侧，植一竹林，微风徐徐，竹叶沙沙作响，抚慰

人心。林内摆一石桌，遥想古时，若在桌上泡

一壶茶，读一本经，且听竹响，茶香、墨香、竹响

在空气中交融混合，

醉人心弦，颇有“独坐

幽篁里，弹琴复长啸”

的意味。

右侧，是一青石板

路，环抱清风，鼻嗅草

木，虽身处闹市，如入深林。传言，这花园是李

春烨专门为其母亲所建，在京城奔波数十载，终

是衣锦还乡，建此花园，为母亲纳凉避暑，母子

也常在此回忆往昔。几十年的富贵，李春烨并

未沉迷其中，梦死京城，深记年迈母亲，回乡陪

伴，这便是最好的孝心。这跨越百年的母子之

情，如泉水般甘甜清凉，触于我心，融于我心，陶

醉在迷人的景色里，真挚的情感里，拥入一身清

凉。

踏入主街，行人稀疏，两侧皆是木质房屋，

线条简洁，店主多是老人。一位古董店的老板

甚是文雅，身形匀称，头发花白，穿着中山装，

手持毛笔，木板压纸，砚台盛墨。只见毛笔尖

轻点墨痕，在黄纸上写下一撇一捺，店内既无

空调，也无风扇，老板神色平静，专注于笔下世

界，似一点也没感到炎热，只有眼前的黄纸黑

字，书墨砚笔。

小店较为破旧，墙壁的白漆已脱落大半，

铁质的货架上摆着大大小小的瓷器，墙上挂着

粗细不一的毛笔。店前养几盆花草，生意平

淡，简单惬意。在这快节奏的生活中，在柜台

上写字的老板，安然自得，他写下的字，何尝不

是一种心境，一种态度。“处于市井，享受自我”

或许便是他对人生的理解，在世间，有一所精

神家园，岂会受热浪侵袭，心间自有一处阴凉。

走出主街，来到居民区，老人们躲在树荫

里，坐在马扎上，手摇蒲扇，用浓重的乡音谈着

邻里琐事；孩子们追逐着、嬉戏着，发出银铃般

的笑声；每个人的屋前，皆有两个大大的水缸，

浸泡着杨梅或百香果，温情在夏日的微风里，

点点浸润，朴实舒畅，时光因这一刻定格，我的

心如水般平静安宁。

终是出了这古巷，我站在巷口，巷内，古朴

的坊巷，娴静的街区，历史的喧嚣不留半点踪

迹，只留我心随风荡漾；巷外，匆匆的人流，热

闹的市区，城市的繁华尽情展现身姿，留得世

人倾心向往。轻托饱满的行囊，我带一身清凉

和怡然，昂首离去……

坚持是画家手中的画笔，没

有它就无法描绘绚烂；坚持是舞

蹈家脚上的舞鞋，没有它就无法

绽放精彩；坚持是作家心中的灵

感，没有它就无法书写辉煌。坚

持是成功的基石，只有在不断坚

持之后，才会发现原本以为很困

难的事，其实很简单。

6岁时，妈妈送给我一辆自

行车，天蓝色的车身，响声清脆的

铃铛，白色的车座，一下就勾起了

我的兴趣。虽然我还不会骑，但

面对如此漂亮的自行

车，我心动了。我来不

及多想，一下子坐在自

行车上，学着大人的样

子使劲蹬着脚踏板，可

车子摇晃了几下，“砰”

的一声，我连人带车摔在地上。

我从地上爬起来，忍着身上的疼痛，准

备再次尝试。忽然，我想到电视上的自行

车表演，大家都是从一个坡上冲下来，我也

依葫芦画瓢地把自行车推到一个小山丘

上，跨上自行车。随后，我脚下一用力，车

子就向山坡下冲去。没想到，我还是没掌

握好力度和方向，又一次摔倒在路边。

山坡上有很多小石子，我的胳膊和腿

上都擦伤了，还渗出了许多血，我心中委

屈，“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抹着眼泪跑

回家，妈妈问清楚事情的前因后果，心疼地

拍了拍我的后脑勺说：“不会骑，我可以教

你，坚持不懈才能成功，骑车其实很简单。”

“很简单吗？我可不这么认为，若是简

单，那我怎会连摔两次呢？”我对妈妈的话

半信半疑。妈妈却胸有成竹地说：“骑车

时，头抬高目视前方，节奏要均匀，不要着

急。”我仔细品味着妈妈的话，开始认真按

照妈妈的话来练习。从怕摔到应对自如，

从生疏到熟练，我终于学会了骑车。

我又一次将车推到了山丘上，骑上自行

车，“嗖”的一声冲了下去，亲切的铃声回荡在

山谷，风拂过我的脸颊，带着一丝雪花的清

凉。我停下车，随手摘了一朵野花嗅了嗅，

一份芳香一直甜到了心底。我突然意识到，

骑车其实一点也不难，无论多么困难的事，

只要坚持不懈，都可以变得简单起来。

素有“海天佛国”之称的浙江普

陀山，是中国著名的四大佛教名山之

一，适逢暑假，我与朋友游览于此。

从码头刚一上岸，雄伟的普陀山大

门便映入眼帘，远远望去仿佛在向我们

述说普陀山的悠久历史。随着川流不

息的人群，我们快步向前。一路上，随

处可见美丽的小花，一阵阵微风拂过，

她们便跳起了优美的舞蹈，苍翠高大的

树木也频频向我们点头，游客们一路说

说笑笑、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这一

切都是那么地和谐美丽！

普陀山四面环海，风景

优美，我们一路走来，有茂盛

的树木、陡峭的悬崖，还有奇

怪的石头，特别是“二龟听法

石”让我印象深刻，栩栩如生

的两个石乌龟一大一小、一

动一静，首尾呼应，居于后面那只石乌龟脖子伸

得老长老长，似乎特别着急，而在前面二三米距

离的那只大大的乌龟却一动不动，回首顾盼，那

个神态好像在说：“师弟，快点快点！可别迟到

了，迟到了观音大师又要罚我们抄经书了！”真

是别有一番风趣呢。

一路的美景让我们应接不暇，真希望自己的

双眼就是一部摄像机，把所有看见的美好全部记

录下来。我和朋友们兴致高昂，一秒钟也不愿停

留，在树林中不停地穿梭，忽然间来到一个宽阔的

空地，旁边立着一个大石碑，上面赫然刻着四个大

字：观音菩萨。不远处就是一个观景台，我们飞奔

过去，站在平台上面，普陀山的美景尽收眼底，此

刻正是下午三四点，金灿灿的光辉洒落在山脚下

的村庄上，整个村庄都变得熠熠生辉、光彩夺目；

远处的海面波光粼粼，闪烁着五光十色的光环，浪

花互相追逐，像顽皮的小孩不断向岸边奔跑跳

跃。面对这壮观的景象，我和朋友们全都怔住了，

竟一时语塞，时间仿佛停滞在了这一刻。

普陀山太美了，美得让人如痴如醉；祖国的

河山太美了，美得让人心旷神怡，美得让我感到

无比的骄傲和自豪！

谁说非要站在台上，面对观

众才算舞台？其实，站在哪里，皆

是舞台！

熬完了一个礼拜，终于等来了

周末，平时的惰性全在周末显现出

来了。表面看起来我是做了一天

作业，实际那是小猫钓鱼三心二

意，一直拖到了周日。

我百无聊赖地在客厅晃来

晃去，不知道是想引起别人注意

还是别的什么，妈妈倒像是与世

隔绝，坐在椅子上几小时都不离

椅子，一直忙着自己的事情，完

全不被我干扰。大概是想让我

有点事做，她摘了耳机对我说：

“你练练琴吧！”我在内心盘算了

下，实在是百无聊赖，虽然万般

不情愿，但也确实是很长

时间没摸过琴了。于是

懒洋洋晃到琴凳前拉开

琴凳坐下，铺开乐谱，还

是熟悉的音符，熟到不能

再熟的谱子，它们一个个

绽放在键上在这一刻仿

佛有了灵魂一般，欢快地融汇在了一起。随

着前奏缓缓响起，属于我的“夏天”的故事，便

开始从指尖上流淌出来。

我迎来了人生中第十四个盛夏，今日的

盛夏是独属于琴声的浪漫。

蝉鸣聒噪，鸣出一个盛夏。初夏的阳光

从密密麻麻的枝叶下透射下来，地上印满铜

钱大小的粼粼光斑，巷子里的嬉笑声传出胡

同；轻快短暂的跳音把我拉入蝉鸣叫嚣的炎

夏，转眼又置身茂密的梧桐下，我能看见的只

有茂盛的梧桐，能听见的只有悦耳的琴声。

蝉鸣不停，阳光变得热烈。热烈的十六

分音符后慢慢转入和弦，心情也跟着起伏，老

爸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琴声也为这平淡的

夏日添了几分趣味。琴声似老者娓娓道来自

己的热烈青春，人间骄阳正好，风过林梢，彼

时他正当年少；这琴声犹如一股清泉，悄悄流

经心弦，让人心情不禁变得轻快。

我迎着风，聆听蝉鸣在夏天盛开，时光在

这一刻定格。琴声慢慢高昂，我的指尖开始在

琴键上飞扬，最好的太阳照在这里，于是长路落

满了光。那条巷子依然长得没有尽头，梧桐荫

还是枝繁叶茂。夏日最精彩的一幕幕浮现在

眼前，像是要把夏日最珍贵的记忆刻进心里。

这一刻，这里，就是我的舞台。

蝉鸣渐缓，风也轻拂。紧接着的却是略

带忧伤的滑音，夏天拂面的晚风，很温柔，让

人留恋。大榕树下，老人家手执蒲葵扇，扇着

扇着，转眼又一个盛夏。那个夏天的蝉鸣比

哪一年都聒噪，教室窗外枝丫疯长，却总也挡

不住烈阳。

一曲结束，延音踏板踩在脚下，这一刻被

无限拉长。风停了，我还在舞台上，阳光依然

干净，星河依旧灿烂，那个盛夏，我拥有过它，

就像我从未与它告别，虽让人渐行渐远，但心

里却总有一处静谧。稻香蝉鸣犹在，秋千仍

短暂地只停留在那个盛夏，却同那个长夏活

在了我的记忆里，唤醒了我。

只是那个夏天，结束了……

这天，妈妈带我去李商隐公园游览。原本

几天前妈妈就说要带我去，但天气太热，今天刚

好是多云天气，温度没那么高，偶尔还有微风吹

过，很凉快。“就是今天了。”妈妈做了决定，我们

便出发了。

在路上，妈妈告诉我，李商隐公园是以唐代

著名诗人李商隐为主题建造的文化公园。李商

隐的诗我读过一些，比如“身无彩凤双飞翼，心

有灵犀一点通”“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

花残”等等，写得雅致优美，十分动人。李商隐

的祖籍是怀州河内，就是我们现在的沁阳博爱

一带。原来，李商隐还是我的老乡呢！这让我

感觉十分骄傲。

正值夏季，李商隐公园里的各色树木花草

生长得郁郁葱葱，茂盛蓬勃。虽然头顶有太阳，

但因为树木的遮挡，竟一点都不觉得晒。我们

沿着花间小路向前行，经过了小桥流水、亭台楼

阁，仿佛行走在苏州园

林里一样，幽静美好。

最吸引我的是那满

池的荷花，碧绿的荷叶铺

满了整个荷塘，其间点缀

着或粉或白的荷花，亭亭

玉立，娇艳无比。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别样红”来形容再恰当不过了。在北方地区，少有

这种大片大片的荷塘，这一池的荷花真让人惊喜

又神往。我在荷塘中间的木质栈桥上徜徉流连，

不愿离开。心想：要是晚上能睡在这里多好！蝉

鸣和蛙声应该是最好的催眠曲了。若能“留得残

荷听雨声”，则更是一种文雅的享受。

准备离开时，我突然发现，这里的很多景物

都带着李商隐元素呢，刚刚观赏过的荷塘叫“锦

瑟湖”，走过的栈桥叫“灵犀桥”，前面不远处白

墙黛瓦的房子叫“义山居”……都来自于李商隐

的诗作或者与他本人相关。有趣又长知识呢！

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已经和妈妈约好了下

次再来的时间。李商隐公园，是一个让人流连

忘返又回味无穷的地方。

现在的科技很发达，我们小孩子的

玩具也很多，但我更喜欢在空闲时，用一

些废旧材料制作一些玩具，我觉得这样

不仅有趣，还能激发我更好地去思考。

以前，爸爸妈妈给我买过很多塑

料玩具枪，虽然能发射子弹，但这些都

不是我自己做的。有一天，我就突然有

了一个想法，自己做一把枪。

于是，我开始收集材料，决定用雪

糕棒和皮筋做一把枪。我先在家里翻

箱倒柜找到了几根皮筋，然后开始收

集雪糕棒。几天后，我终于集齐

了雪糕棒，就开始动手制作

手枪了。首先，我把两根棒

子平行放在一起，交点处再

插一根；然后，我用皮筋把它

们捆起来，再拿一根棒子切

成一半；紧接着，我在雪糕棒头部斜着切一刀，

把它切过的地方朝上，插进那两根棒子里面，再

用皮筋绑一下，这就是手枪的扳机了；最后，我

再拿一根雪糕棒插进去捆起来，在手枪最前面

那根上面剪一个小三角，就大功告成了！拿一

根皮筋往三角上一卡，再往扳机上一靠，一扣扳

机，皮筋就发射出去了，十分有趣好玩。

虽然现在条件好了，科技也发达，我们也有

了很多玩具，但我仍觉得玩自己做的玩具更有

意义。小朋友们，你自己做过玩具吗？

一大早，毛毛虫、蚂蚁和蝴

蝶结伴出门游玩时，发现一个彩

色的蛋壳，他们都很喜欢。毛毛

虫大哥说：“我可以用蛋壳做窝，

睡在里面好像睡在摇篮里，想想

都美。”勤劳的蚂蚁弟弟说：“我

可以把蛋壳当作滚球球，运输食

物时，再也不用太费力气。”漂亮

的蝴蝶妹妹说：“我可以把蛋壳

当停歇场，玩累了的时候，我就

可以落在蛋壳上做

个美梦。”

可就这一个蛋

壳归谁所有呢？他

们争论不休，可争来

争去，谁也没玩成。

最后，他们商定一个

办法，这个蛋壳属于大家共同拥有，他们几

个可以一起玩耍。

上午，他们做了一辆蛋壳车，毛毛虫拉

着蚂蚁和蝴蝶一起去旅行，他们玩得可开

心了！

中午，当他们感觉肚子“咕咕”乱叫时，就

把蛋壳当作饭碗，盛了一大碗米饭，他们一起

比赛，看谁吃得多，吃得快。当然是大肚子的

毛毛虫赢了，可他们谁也不计较输赢，都在为

第一次在一个碗里吃饭而兴奋着。

下午，他们又用蛋壳玩起其他的花

样。等他们玩累了，感觉口干舌燥的时候，

就找来一个橘子，碾碎之后放到蛋壳里，然

后加上水，搅拌了好一会，一杯清甜可口的

橘子汁就做成了。他们找来三根吸管，围

着蛋壳果汁喝了起来，他们都喝出了甜甜

的幸福味道。

等天黑了，他们就把蛋壳倒置过来，做

成一个彩色的蛋壳灯罩，他们在明亮的灯光

下读书，别提多高兴了！捡到一个彩色蛋壳

是他们意外的收获，虽然不能独自拥有，但

这个有趣的蛋壳却给他们带来更多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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