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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作文

  两年前的 8月 15日，

我应邀参观了在中华艺术宫

举办的一个国防美术作品展，
在其中的一幅画作中，我第一

次认识了许多中国名人，其中
一位容貌慈祥的女性，给我留

下了格外深刻的印象，她就是
宋庆龄。当时，课外辅导员王

博士告诉我，上海的宋庆龄故

居就在天平街道办事处隔壁，
我迫不及待地想去看一看。可

惜不巧，宋庆龄故居正在维
修，我只能找来《宋庆龄全传》

进行阅读，从文字中去深入了
解“国母”的故事。后来，我又

加入了天平社区的夜光杯阅
读小组。

今年暑假故居已整修一
新。天平社区的老师特
地挑了 8 月 15 日这一

天，安排我和一群热爱
新民晚报的小伙伴们，

一起前往这个我心心念
念两年的地方。

宋庆龄故居位于上海市淮海中路，

是她一生中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
她从事国务活动的重要场所。宋庆龄奶

奶的人物塑像位于入口处的右侧，这座
汉白玉雕塑栩栩如生，宋奶奶坐在椅子

上，端庄慈祥地望着我们。随着人流，宋
庆龄居住长达 15年之久的那幢红瓦白

墙的小洋楼映入我们眼帘。讲解员老师

告诉我们：“故居的主体建筑就是这幢乳
白色船形的假三层西式楼房，建于上世

纪 20年代初期。”在前往进入这幢洋房
正门前，我们看到了前廊处养了一大群

和平鸽，不禁诧异，缘何会在故居中养着
一群鸽子？讲解员老师为我们解开了谜

团。宋庆龄喜欢小动物，养了最长时间的
就是鸽子。宋庆龄喜欢鸽子，因为它们象

征着和平，而这正是宋奶奶一生执着追
求的。令人感动的是：在当年周恩来总理

重病期间，宋庆龄送去他唯一能吃的食
物———鸽子蛋，这也见证了他们之间的

友谊。
洋房的底层为客厅、餐厅、书房，二

楼是宋庆龄的卧室，办公室和保姆李燕
娥的卧室，屋内保存的许多珍贵文物，见

证了宋庆龄的高尚品格。
她是一个好学的人。客厅中排列整

齐的书本摆放在书架上，这让我想到论
语中的一句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

学则殆”。她在美国留学期间就养成了爱
读书的好习惯，迎着晨曦，在校园里的椰

林深处，常有她背单词的身影；图书馆闭
馆铃声响起，我们仿佛依旧能看见不舍

离去的她。

她是一个爱国的人。工作桌上摆满
了文件和档案，里面都是需要她审阅的

国家大事。她从青年时期便追随孙中山
先生投身革命。无论在抗战时期，还是在

新中国成立初期，她都竭尽全力，为国家
和平与建设做出贡献。在 1950年，宋庆

龄荣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和平奖，
她将全部 10万卢布的奖金捐献创建“中

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她是一个爱孩子的人。居所前绿草

茵茵，在这边草地上，曾经留下过许多孩
子们的欢笑声。宋庆龄对孩子的爱，发自

内心。抗日战争时期，在上空每天盘旋不
绝的日军轰炸机下，她冒着生命危险数

访难民居住地，关心妇女儿童。有一次，

一枚炸弹炸死了一位妇女，从腹中救出
的婴儿却完好无损。宋庆龄非常怜惜，抱

起那婴儿，在他可爱的小脸蛋上印了一
记亲吻，嘱咐医生护士要加倍关心这个

小生命。
同行的光启小学洪进同学参观后告

诉我，这次活动让他深深地感到宋庆龄

奶奶是一个伟大、善良、可爱、无私的人。
在她的一生中，帮助了无数的贫困儿童，

自己被她的奋斗精神深深地感动。我觉

得宋庆龄奶奶之所以被称为“国之瑰
宝”，正是因为她的好学、爱国、博爱，她

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祖国和祖国的孩
子们。

    结束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志

愿者工作后，我顿感为社会贡献力
量的成就感。之前又有在红色基地

担任讲解的经历，自觉对党史有一
定了解，又想深入学习并把所学带

给更多人，于是我来到了中共一大
会址纪念馆，党的诞生地。

七月中旬，清晨的黄陂南路

蒸腾着一股热气，昨夜的积水倒
映着已在排队等候参观的团队。

“新天地”到了傍晚便成了“新的
一大之地”，明白了起名人的独具

匠心。经过严格的“考核”后，我从
700多名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

志愿者讲解员中的一个。此时此
刻，展厅人群涌动，声声誓言入

耳，党旗飘扬在浮雕《起点》前，十
五位代表庄严凝视，气势磅礴。

经过两周的训练，两万字讲
解稿我终于倒背如流，但这才入

门而已，我的第一次讲解就遇到
了许多意外的情况。

由于特别紧张，尽管极力放
慢语速，但还是会卡住。到一楼的

后半部分，语速已经快到大脑跟
不上嘴，时不时地停顿数秒。黑压

压的展厅里人们齐刷刷看向我，

我紧张得出了一身汗，手里捏的

遥控器“刺溜”滑落到地上。我捡
起来后又发现扩音器没了声音，

我急得手足无措，只得扯着嗓子
大声喊“南陈北李，相约建党”部

分。直到后来播放“1920年复兴公
园街区”视频时，我才调整好扩音

器。因为出汗手滑，我不小心又按
到了遥控器的频道，串了音，还没

发现的我，仍在兴致勃勃地介绍
张静泉秘藏书报的故事，保安挤

进人群提醒我，马上把队伍向前
带！没听完故事的观众们很扫兴，

我也觉得很难堪。
每次讲解都要根据客流和间

隔作内容的调整，这是作为新手
的我从“血”的教训中得出的结

论。那次，我被前后仅间隔 10分
钟的队伍两面夹击，无奈下只好

带队参观原不需详讲的 13 位代
表。我顿时傻了眼。我并未对他们

的事迹作概括，还没准备过讲解，
我硬着头皮走到展板，疙疙瘩瘩

地想起什么就讲什么，草草了事。
我眼睁睁看着观众有的去前面看

视频，有的跟着后面一批走，身边

的听众寥寥无几，好不容易撑到
了结束。

我明白功夫在讲解外，种种问
题出现不仅是经验不足，更因为知

识储备没有达到收放自如的地步。
一有空，当专业讲解员工作时，我

便挤到最前面学习，听着听着，我

真实感受到 7月 30日晚的紧迫，
感叹马林的当机立断。我们表达的

明明是同一个内容，但他们就是能
讲得效果不同。我听了镇馆之宝来

龙去脉的故事，试着去讲，发现听
众听得都聚精会神，原来，这些小

故事才是最打动人的地方。
我去书店买了《伟大的开

端》，读到陈独秀日本留学因割人
辫子被驱逐出境，归国后投身反

清暗杀团、岳王会，中华民国建立
时踌躇满志，但再度逃亡，才明白

一个热血青年在经历浮沉后，发
出“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的必然

性。展板上“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
的发起者”只有一句话，背后却有

必然的逻辑。
我还翻出了曾经的历史笔

记，思潮与历史

事件的串联理解
使得展厅的讲解

能够更加流畅，
我的带教老师曾

用相同的逻辑教我梳理过共产党

在上海诞生的必然因素。上海的
政治格局、共产国际代表的到来、

南陈北李的酝酿，以及早期组织
的建立发生化学反应，助力会议

在 1921年的上海召开，“历史，总
在偶然中体现着必然。”我深切地

感受到，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共产

党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
是历史的必然。

在观众较少的中午，我会在
展厅里来来回回地走，静心感受，

充实讲解内容。我喜欢在追梦厅
大声地说“不忘初心，是凝心聚力

的时代呼唤；牢记使命，是再书华
章的时代强音。”每一次讲解都是

心灵的洗礼。
我和听众一样，也是被呼唤

的追梦人。在党的诞生地，我深切
地感受到党的初心和使命，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上留下无数
先辈的牺牲与努力。我想成为优

秀的志愿者讲解员，为新时代尽
一份心力。

    有这样一双手，血管凸起，指

甲微黄，满是裂口，满是褶皱，并

不光滑，略显粗糙———那是扎鞋
线的手。但就是从外婆这双手里出

来的鞋，却独一无二，让我温暖。
前几天，外婆因搬家收拾旧

物，“咚”的一声，一样我挺熟悉的
东西从衣橱里掉了出来。

那是一个实木盒子，上面印

着老式的花纹。盒子上的铁扣已
然锈迹斑斑。

那个实木盒子里的针与线是
外婆最骄傲的宝贝。

眼前浮现出了一番景象：一
个小男孩在一位老人身旁托着

腮，聚精会神地注视着老人的那
双手。老人一针一针在一层层布

之间来回穿梭，用那双粗糙却灵

巧的手轻轻地将布料向描好的位
置推去。

外婆一生都是个闲不住的

人，一看到有好的布料就为我做
鞋。记忆中，外婆的那双手总是

在鞋底板上划着。有时半夜睁开

眼，外婆还在灯光下一针针

纳鞋。麻线在摇曳的灯光下
一闪一闪，外婆的手随着鞋

针在鞋底两面穿来穿去，发出嗖

嗖的声响。看着那两块鞋底板和
几块布料在外婆手中渐渐神奇

地化作了一双鞋，我在一旁高兴
得手舞足蹈。

记得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一
双过年时外婆为我做的老虎布

鞋。黑布面的，红布贴了那嘴巴，
那鼻子，那眼睛，用黄线一针针缭

上去。嘴边还有黄线绷的虎须，嘴
里亦有白布卷的虎牙。远远一看，

活灵灵一只威猛的虎仔。我爱穿

那鞋，每有邻居来逗人玩，我总是
抬起脚说：“咬！咬！”邻居便装出

害怕的样子。我得意地转过头看
外婆，却不经意间看到了外婆的

那双如同冬日里枯树枝般的手上

留下的一条新的“刮痕”。
后来我为了学业来到上海，

离开了外婆。妈妈时常买一些鞋

子给我穿，但我总觉得那流水线

上生产出来的鞋子里

少了些什么。那缺少的
是记忆中外婆手上的

气息，那独特的手纹。
暑假回外婆家，外

婆说我给你做双鞋吧，
我点头说好。

外婆笑笑，拿了“冲福尼”面
的布料，选了两块鞋底，拉起了

线。外婆手掌上勒下的槽似乎几
十年都没长平。

白驹过隙，时光荏苒。不知不
觉，外婆拉线的手慢了，那双手上

多了些沟壑般的皱纹，但依然有

力。一针一线，一平一仄，密密麻
麻，将对我的爱缝于那鞋底板中。

⋯⋯我忽地从回忆中醒来，
发现对那实木盒子已看了许久。

我对外婆说把它留下来吧，我带

回上海，作个纪念。
外婆用她的那双手扎制出的

不仅仅是一双鞋，还有我永留心

间的童年回忆。在我和这个世界
交往的过程中，免不了鞋底和地

球的摩擦。那履痕，便是人生的轨
迹。而那条轨迹中便蕴含着外婆

对我的深深的爱！

    虽然“羽毛球比赛”已经

结束几天了,但一想起来,依然
会让我大呼“这事，真带劲”!

上周日的清晨,我早早起
床，带着“小小的计划”等爸

爸。这时爸爸出来了,笑嘻嘻
地问我:“今天有什么打算?”

我从背后拿出一个羽毛球 :

“你看,这是什么?”没等爸爸
开口, 我朝他挤挤眼睛:“你懂
的⋯⋯”就这样 ,我和爸

爸来到了平台上,开始了

我们的羽毛球比赛。
我和爸爸商定了比

赛规则。我心想:我应该怎
么发球?想了想后,我拿定

主意,对爸爸说:“看招! ”我发出了
一个“高速旋转球”。爸爸说:“小宇

宙, 爆发吧! ”我回完后说:“接招
吧。”爸爸奔跑了两步,轻轻地转角

90度,迅速地弯下右侧的腰,举起
拍子,果断地打了过来。“好球!”我

向后退了半步, 拎起拍子,45度角

勾起球, 球轻轻地惊险地擦过网。
“这球真刁!”爸爸说。就这样,我们

打了五、六个回合都难分上下。

又到一球,我铆足劲,用一
个跳杀,拿到了宝贵的一分。“1:

0”我自豪地说。“别高兴得太
早!”爸爸说。于是,我沉住气,又

开始认真打球了⋯⋯最终我
以 21:14拿下第一局。第二、第

三、第四局打得依然激烈,比分

不相上下,以 2:2打平。决胜局
第五局,我和爸爸都使出了“杀

手锏”,我先发出一个“燃烧火
焰”,爸爸以一个“棕熊落网”打

了回去,我使出了终极“杀
手锏”“飞燕还巢”把爸爸

打得落花流水。最后我以
3:2获得了胜利。胜利的

喜悦和满身的汗水更让
我觉得“这事，真带劲！”

我走过去, 与爸爸握手, 说:

“谢谢你陪我玩。”爸爸笑着说:

“祝贺你,小冠军！以后做事要像

今天一样,用力、用心、用脑。”
这次比赛, 不仅让我们更加

爱打羽毛球, 还增进了我们的情
谊，使我们成为更好的朋友。

和爸爸打羽毛球“这事,真带

劲! ”

    我参加过许
多比赛，有别开生面的演讲

比赛、紧张的舞蹈比赛、有
趣的成语比赛等，而令我最

难忘的是讲故事比赛。
首先，我们进行了抽

签。你猜我抽到了几号？呵
呵，我抽到的是 4号。接

着，我们选出了一位主持

人，他便是陈晓霖同学。万
事俱备，我们的讲故事比

赛正式开始喽！
只见五官端正，个头

中等，穿着蓝格子衬衫的
主持人陈晓霖同学大步走

到了舞台中央，开始了主
持：“下面请武宇舷同学上

台讲故事，下一位同学请
做好准备。”⋯⋯

不一会儿，前三个同
学都讲完了故事，他们讲得

都绘声绘色，这

便给我带来了

压力。“下面有

请郭雨桐同学
上台演讲，下

一位同学请做
好准备。”

啊，终于轮到我了！我怀着紧张的

心情走上了舞台，站好后深呼吸，“大
家好！我是郭雨桐，今天我为大家讲的

故事是《狐狸和长颈鹿换腿记》⋯⋯”
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我有几个地方停

顿了一下，实在是太紧张了。每当停
顿时，我总会在心里嘀咕：坏了，下面

一句是什么来着？不过，我会在几秒

钟之内想出来，这才化险为夷。

当我把故事讲完时，如释重负地
回到了座位上，舒了一口气。心想：可

算是讲完了。只听见，观众们开始打
分了：9.8分、9.8分、9.7分、9.6分、9.6

分。不错，这分数还可以。我十分满意
地笑了笑。平均分为 9.7分。

紧接着，第五位同学，第六位同

学，第七位同学⋯⋯大家都讲完故
事了，便开始颁奖环节。

“有请季军杨晓涵、亚军郭雨
桐、冠军陈晓霖上台领奖并选择奖

品。”老师大声说道。我激动地走上
了舞台，拿到了属于我的奖品，心里

美滋滋的。
随着同学们热烈的掌声，讲故

事比赛也圆满结束了。这次讲故事
比赛真令人难忘呀！我受益匪浅，即

使得了亚军也不要骄傲，还要继续
努力，向冠军冲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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