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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作文
没想到，自初次听到鲁迅的名

头，已经过了近十个年头。而如

今，初中阶段与鲁迅的邂逅也要告

一段落。读鲁迅的作品，又何尝不

是种相遇呢？现在写写这些，也算

是总结这几年与鲁迅的相遇，再画

上个句号吧。

小学时的课文《少年闰土》深

入我心，我一直钦佩着里面的“小

英雄”，看到书下注释说是选自《故

乡》，一回家便上网搜了全文来

看。虽然被闰土的今非昔比所震

惊，但也确实喜欢上了这篇有深度

的文章，喜欢上了鲁迅的文字。

这是一次与鲁迅的偶遇，也是

第一次与鲁迅正式的相遇。

再次遇到鲁迅是在七年级。

温情的回忆与犀利的批判兼有、被

盖上“必读书目”水印的《朝花夕

拾》被缓缓打开……

我来到富有勃勃生机的百草

园，枯燥的三味书屋，走进充满温

情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见到了古

板迂腐的寿镜吾，愚昧粗俗却淳朴

善良的长妈，朴实方正的藤野先

生，不思进取、醉生梦死的清朝留

学生……感受着鲁迅对童年快乐

以及对他来说可以称得上是至亲

之人的怀念，以及对封建制度思想

的批判，对国人的唤醒。

我首次认识了“旁观者”——过

度自负，冷漠麻木的一群看客。这

群人是否也影射了当时的国人？可

能有部分，但绝不是全部。毕竟埋

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

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还是出现在

“大批判家”鲁迅的笔下的。

思绪从散文集中抽离，小说集

又如潮水般铺天盖地地涌来。

这一次我闻到了豆麦的香味，

看了一出似不

怎么好的戏，却

听见了阵阵说

笑声，夹在只剩

悠扬笛声的夜

气里，飘到远方去了。可一眨眼，

我身处剧院，台下人多得连我落脚

的地方也没有，与台上花花绿绿连

成一片，闹心得很。

闰土又在我眼前展现，可原先

清晰印在我脑海中四年的形象突然

模糊不清。反倒是那个被动的、木

偶人般的清晰起来了。由于思想物

质都被社会黑暗所压迫，他骨子里

的奴性与日俱增。鲁迅唯一念着

的，因其而美好的故乡，全都消散在

阴晦的天气里。故乡以及留在故乡

的人的生活每况愈下，当时整个社

会也在风雨中每况愈下。

等级分明唯利是图的恶毒旁

观者让周围充满了阴冷的气氛，写

得一手好字的读书人却因自己的

迂腐，在哄笑中孤独地走向了无人

在意的死亡的角落。

这是何等的悲哀。

今年五一有幸去过绍兴鲁迅故

里与鲁镇。恍惚间，我仿佛看见年

少的鲁迅在自己的“乐园”里拔何首

乌。可意识回笼，百草园确是杂草

丛生。我的心竟也笼在一层悲哀之

中闷闷地痛。我不禁怀疑美好是否

真的存在过。如今除了越长越高没

人打理的杂草，来来往往只为拍照

打卡的游客，还剩下什么呢？

耳边隐隐传来咚咚锵锵的嘈

杂。那一刻，我似乎也感受到了

他紧锁的眉头，他的忧虑，他的迷

茫痛苦，似也在我眼前铺开来

了。可希望本是无所谓有，无所

谓无的。所有的美好的不美好的

终将逝去。

句号是暂时的结束，但同时也

是新的开始。这也是相遇，并且我

们还会相遇很多次。

我爷爷今年79岁、集邮66

年了。带领我爸爸、哥哥和我

祖孙三代4人参加了上海市集

邮协会，组成了祖孙三代的“集

邮之家”。

爷爷不仅给我订了邮票

“年册”、送我生肖卯兔的邮票

和集邮品，还手把手教我编组

邮集。今年，我生肖“卯兔”本

命年，爷爷教我收集了不少关

于生肖兔的邮品，并教我编组

了一部《我是“卯兔”和我是“小

白”》的一框邮集。按照邮展规

则规定的贴片尺寸，爷爷教我

釆用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宣纸”自制创新的

“宣纸贴片”，又用红色水

笔画成中国传统的信笺格

式用“中国国粹”硬笔书法

书写邮集的标题和展品的

说明。我按中国邮政发行

的四轮生肖“卯兔”邮票、版票、小

本票与首日封、极限明信片、兔地

名邮局实寄封和我生日庆生纪念

封等邮品分四部分展示，同时用邮

票讲述生肖卯兔的来历、传说、寓

意等故事。

通过收集邮票和编组邮集，我

集邮知识更丰富了，邮票不只是寄

发邮件的“邮资凭证”；邮票更是“国

家名片”、记载党和国家大事；邮票

还是“小型百科全书”，邮票中有历

史故事、天文地理、科学文化、体育

健身、动物植物等丰富知识。尤其

是生肖邮票、与人人有关，因为我们

中国人每人都有自己标志的生肖属

相，比如我属兔，我收集的生肖兔邮

票，可爱极了，第一轮是“中国剪纸”

丁卯兔、第二轮是“中国瓷器”和“中

国书法”己卯兔、第三轮是“中国动

画”辛卯兔、第四轮是我们小朋友的

“最爱”——“蓝精灵”癸卯兔。

通过收集邮票和编组邮集，我

“马大哈”的坏习惯改掉了，学习成

绩上升了。编组邮集，要整理邮

票和纪念封等，邮票为方便贴

封寄信，背面涂有专用胶水，不能

沾水、受潮和用手拿取，要用集邮

专用的“邮票钳夹”，并将邮票装

入“护邮袋”，还得小心不能弄

折了，否则“品相”不好了。做

邮集时，要写前言、目录、说明

词，这比写作文要求更高，要写

明主题、标明说明，又要字简意

明。做贴片时，要按前言和目

录排列邮品，不能“头重脚轻”，

要左右对称、上下对齐。所以，

先要在贴片上用铅笔淡淡地打

好摆放部位，再用双面胶将邮票

和邮品贴上去。书写标题

和说明词，也要画好格子、

排列整齐，再工整地书

写。可以说，做邮集是个

细工活，要细心、认真。以

前我放东西总是随手乱扔，

写功课常常涂改。做过邮集后，我养

成了认真、细心的良好习惯，妈夸我

不再“马大哈”了。经过写前言、说

明词，我的作文水平也提高了。以

前妈妈怕我集邮影响功课，但我做

了集邮，成绩提高了，排名上升了，

这下，妈更支持我集邮了。

邮集做好了，爷爷指导我报名

参加2023年第25届上海集邮节集

邮展览，很荣幸、我获得了“青少年

A组”大银奖。

一部邮集得奖了，做邮集有了

基础，爷爷又指导我编组了一部

《一起向未来——北京2020年冬奧

会和冬残奧会》邮集，被市邮协选

送参加“2023全国青少年集邮展

览”，又获得了“青少年A组”银奖。

学校班主任老师知悉后，叫我

将邮集带到学校、向同学们展示和

讲解。我班大部分同学生肖属兔、

今年是本命年，看到生肖卯兔邮票

特别喜爱和亲切。好些同学说也

要集邮了。

这也是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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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从哪里来呢？谁又

可以给我力量呢？我时刻都

在想。上小学时，班主任是

个厉害自然也是严厉的老

师，她总喜欢让她的学生写

各种作文，讲各种作文题，恰

恰相反，我最讨厌写作文了。

写作文可以说等于要了

我的半条命，我很少留意生

活趣事及细节，哪来这些题

材呢？而每周周末作业都是

一篇作文，这太为难我了。

直到上学前一刻，我的作文

本依旧一尘不染一个字也没

有。我带着担惊受怕的

心睡去。第二天一

早，老师要检查作

文了，我还在为用

什么理由可以骗过

老师而苦恼。我貌

似不是一个人，没

写作文，我发现半个班的同学也没写

作文，这让我十分惊讶。班主任得知

后，有点生气，但她很快就想到了解决

方法，以至于让我对作文开始感兴趣。

她发明了一个“周文本”，这是什

么东西呢？老师把全班同学分成好几

组，每组发一个作文本，组员轮流写一

篇小短文，周一要写的同学要在周二

之前完成，给老师批改后又交给周二

要写的同学，以此类推。让我放心的

是，小短文不限字数，可以记录各种各

样的事，跟日记一样。很适合我这种

不擅长写长篇的人。我是周三写“周

文本”的，刚开始写时，我也就只能写

几行字，我也以为老师并不会多在意，

直到看到老师对我鼓励的话和其他同

学那些优秀作文，我心里改变了想法，

我喜欢语文，我也要努力喜欢上写作

文。此后每周三轮到我写“周文本”，

我都尽力去写，把看到、听到的一切记

录在里面，在一个平静的周四早晨，老

师竟在全班面前表扬了我，还展示了

我的作文。尽管表面再平静，但我内

心已经抑制不住那喜悦的心情。

我很积极，除了我每周要写的“周

文本”以外，我还会专门在有空的时候

将作文写进另一个本子里，为考试充当

素材。在我日积月累下，我有好几周都

得到了优秀作文，甚至在期末考试中也

得到了优异成绩。我变得有些飘了，

“周文本”也没有以前写得那么认真。

好景不长，我的马虎换来了老师的数

落，即使委屈但也是我应得的惩罚。

回到家后，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大哭，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我这种人一遇到挫折就不敢重新尝

试，后面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再写我

那专门的作文本了，“周文本”也是应

付过去。一次偶然翻出了我以前那

些优秀作文，我回忆似的看了下去，

有点醒悟了……

当天晚上，我又重新拾起那本本

子，写下了一篇作文，我也知道了力量

从哪来，力量源于自己本身，源于坚持

不懈的精神。我的作文也重受欢迎，

拿到了“班级小作家”的称号。我如愿

以偿了。

秋天的脚步悄然而

至，气温骤降，树叶开始泛

黄、凋零。一阵风吹过，一

片叶子随风起舞，开始了

它的旅行。

叶子很快来到了春天

的怀抱，大地摆脱了冬日

的严寒，变得温柔起来，嫩

绿的草丛刚刚能没过马

蹄，柳条也渐渐抽出了嫩

芽。迎春花热情地绽放

着，远处的玉兰静静地注

视着春天的喧嚣。还有丁

香花，幽微的香气沁

人心脾，仿佛与春

天融为一体。

叶子还未尽

兴欣赏，又随风飘

向远方。这一次，

它将踏上夏日的征程。夏天来临，大

地变得炎热，树梢上散发着柔和的光

芒，悄悄路过的风吹散了一地斑驳的

光影，天空像是被风吹了一晚，干净

没有一丝白，只剩下纯净的蓝色，就

像不经意间打翻了蓝墨水，染开了

千丝万缕的蓝。

夏日匆匆而过，叶子又迎来了

秋天。银杏树犹如被镶嵌的金子般

闪闪发光，一片叶子飘落，一棵树变

成了橙黄色，一只鸟飞过。那是叶

子离开树枝的季节。

气温降到零下，叶子明白冬天

来了。皑皑白雪如同宁静夜空中的

羽毛在轻轻飞舞，这场银色的舞蹈

在月光的映照下，雨点变成每一片

雪花，都如同微小的水晶，闪烁着独

特的光辉，构成了一场梦幻般的自

然盛宴。叶子无比留恋，但它又该

启程了。

叶子飘啊飘，下一个目的地又

会是哪里呢？

我们小区有座漂亮的小花园，

一年四季都很热闹。

春天，小花园的桃花陆续盛开，

像一片粉色的云霞，人们争着抢着

去看桃花。小朋友们从地上跳到长

椅上，又骑到大人的肩膀上去摘

花。摘花的小朋友把花传给另一个

小朋友，这个小朋友又把花插到别

人的头上。有的小朋友还调皮地把

花撕成一瓣又一瓣，扔到天上，好像

下起了花瓣雨。

夏天，小花园最热闹的节目是

看蚂蚁搬家。蚂蚁们排成长列，搬

运食物，有的独自扛一粒小面包屑，

有的两两抬

一块大面包

屑，还有的

是一群蚂蚁

齐心协力搬

一块巨大的

面包屑。有个小朋友顽皮地拿树枝

移走蚂蚁身上的食物，吓得蚂蚁们

落荒而逃。

秋天，树叶从枝头纷纷落下，像

无数只蝴蝶跳着优美的舞蹈。梧桐

树下，铺满层层叠叠的落叶，像一双

双张开的手掌，欢迎小朋友的到

来。小朋友们把落叶堆成一座座小

山，然后跳进去，树叶到处乱窜，发

出沙沙的声音，好像在说：“请不要

踩我们，我们会碎掉的！”小朋友们

却哈哈大笑。

冬天，天空飘起鹅毛大雪，小朋

友像离弦的箭一样冲向小花园。有

的打雪仗，把雪揉成球，扔给别人。

有的堆雪人，先滚两个大小不同的

球，摞在一起，做雪人的身子和脑

袋。然后拿来一个水桶当帽子，再

从雪地里翻出两个石子当眼睛，插

根胡萝卜做鼻子，又捡来几颗石子

摆成嘴巴，最后拾来两根树枝当手

臂。还有一些小朋友在玩藏宝游

戏，先挖一个坑，再埋入什么宝贝，

让小伙伴寻宝。雪人看着小朋友们

玩耍，恨不得自己也能动起来，参与

大家的游戏。

小花园的四时景色各不相同，

但热闹的场景和欢笑声从未停歇。

袋鼠是一种有趣的动物，生

活在澳大利亚。它是食草动物，

食物大多为菌类、草和水果等。

袋鼠是袋类动物的典型

代表，和它一样有袋子的动物

还有很多，比如考拉和袋熊。

就像它的名字一样，袋鼠的肚

皮上有一个小洞，像一个圆圆

的口袋，我们将这个口袋

称为育儿袋。育儿袋很

有弹性，袋鼠会将幼崽放

在袋里。

提到袋鼠的幼崽，袋

鼠一胎生三四个宝宝。刚出生的小

袋鼠只有2厘米左右，体重不到1

克。小袋鼠生下来后会被袋鼠妈妈

立即放进育儿袋。起初，小袋鼠一

直依偎在育儿袋中吃奶。几星期

后，它们在母乳的滋养下渐渐长大

了，有时会从袋子里探出脑袋。几

个月后，小袋鼠才会到袋外玩

耍嬉戏。直到大概6个月后，

育儿袋已装不下它们时，小袋

鼠就会离开育儿袋生活。

袋鼠是动物界的跳跃冠

军。一只成年袋鼠最高可跳4

米，最远可跳13米。袋鼠强健

的后腿是它们跳得远的关键。

袋鼠跳得那么远，也有尾

巴的一份功劳。它们跳跃

时，常常会用大尾巴保持

平衡。袋鼠靠跳跃前进，

几乎不走路，当它们偶尔

走路时，尾巴就像拐杖一样，帮它们

保持平衡。有时，尾巴也可以作为

武器。当遇到敌人时，袋鼠就将又

粗又长的尾巴甩向敌人，保护自

己。袋鼠的尾巴作用可真多！

袋鼠真有趣啊！如此有趣、可

爱的动物，有谁会不喜欢它们呢？

“小小金团子，盛满黄

饺子，吃掉黄饺子，吐出白

珠子。”你们知道这是什么

吗——它就是橘子。

橘子它们大小不一，有

的大如拳头，有的则小如乒

乓球。轻轻一摸，有

一种凹凸不平的粗

糙的感觉。剥开橘

子的皮，一股清香

扑鼻而来。里面的

橘瓣像一个个弯弯的小月亮，紧密

地挤在一起。橘瓣表面有一条条白

丝，看上去像一张紧裹着的蜘蛛网。

掰开一片橘瓣轻轻咬一口，酸

酸甜甜的汁液立刻充满了口腔，有

一种爆汁的感觉，让人吃了还想吃。

橘子有着丰富的营养，富含维

生素C，对我们的健康非常有益。多

吃橘子可以增强免疫力，预防感冒。

酸甜可口的橘子，总能让我感到

愉悦和满足。真心希望每个人都来

用心品尝它，感受美食带来的快乐。

余舒涵
东莞市

东城实验中学

   班

坚
持
就
有
力
量

热闹的小花园 王郑一莎
天津大学

附属小学

三（ ）班

任芾
上海市黄浦区

向明初级中学

一（ ）班

爷
爷
教
我
集
邮

顾宸浩
苏州市

勤惜实验小学

三（ ）班

橘
子

高雨泽
天津市南开区

水上小学

五（ ）班

袋
鼠

金芳亦 上海视觉艺术学院绘画系

儿时梦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