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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作文

    今年夏季，我们全家

一起旅行来到了安徽歙县。我

们自黄山山脉南部的休宁县一
路驾车而去，进入黄山市。正当

沿着曲折的山路行进时，眼前
赫然出现了一片山中盆地。盆

地中坐落着一个古老的徽州村
落，它就是安徽第一大古

村———呈坎。

呈坎位于黄山南麓盆地
中，古名“龙溪”。它地处青山翠

竹之中，集自然人文景观为一

体。今天我就要探访一

下这神秘的呈坎。迎着
刺眼的阳光，我们走进

这个美丽的古村落。村

口，旁边的铭牌展现了
村落的格局。整个村落

按照《易经》中的阴阳八

卦图“二气统一，天人合一”的风水选址。村

中一河呈 S形自北向南穿村而过，形成阴
阳鱼分界线。在村周边矗立着八座大山，同

阴阳八个卦，形成人文、自然和谐融合的巧
妙布局。从村口向内张望，小巧的民居依山

就势，马头墙、小青瓦随处可见。沿着历经
岁月磨平磨光的石板路，转一道弯，一池碧

波赫然出现。满池的莲花随风轻轻摆动婀

娜的身姿，让我彷佛顿时来到了世外桃源。
呈坎的美景让人惊讶，但最让我难以忘怀

的，还是在村中遇到的一位老奶奶。
史书记载，罗文昌、罗秋隐家族曾经迁

移到古龙溪，在此处安家落户后将这里命
名为“呈坎”，因此这里的居民大多是姓

“罗”，而罗氏又分“前罗”“后罗”两族，所以

要说这里是罗氏家族的村落也没错。我们
穿过一座小桥，桥尾坐着一位老奶奶，见我

们一进来，原本疲惫的身躯立马笔直起来，
走到我们跟前，热情地打招呼。原来，这位

老人就姓罗，是罗氏后人。我仔细打量着
她，奶奶身形矮小，皮肤黝黑，戴着一顶宽

沿的草帽，帽檐下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月
牙弯儿似的，满是笑意。裤腿高高卷着，看

来她一定经常下田、辛勤劳作。奶奶告诉我
们，她在这儿当讲解员。我们欣然接受，随

着老人走进呈坎。
老人语速很慢，操着浓重的徽州口

音。她耐心地讲着，讲到激动处喜欢摇头
晃脑，在老人的指引下，呈坎厚重的历史

画卷在我们面前逐一展开。你看，那是罗
氏高官的大宅，这是唐明两代的房子，还

有一种“拐弯抹角”的房子，把房角抹平，
为的是在狭窄的街道中方便往来的路人

牵马车通过。
就这样，我们边走边听，来到一座庙

前。老奶奶原定的讲解结束了，我们买了票
参观了整座大庙。没想到，一出来，老奶奶

顶着烈日还等在门口，她告诉我们帮人要
帮到底，那么热的天，她要带着我们抄近路

走出村。真是一位善良的老人啊！

这次呈坎之旅，让我收获颇多。我观赏
到安徽的自然风光和古徽州村落的人文景

观，更了解了呈坎近千年的悠久历史。在我
看来，这位朴实的老奶奶，既是呈坎的守村

人，也是历史的见证人，将呈坎的故事一代
代传承下去。保护历史，传承文化，这才是

我们应当做的事！

    夜幕降临，我正在看《三国演义》。当看到

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曹操时，我心里突然闪过一
个念头，若在此刻能与曹操对话，该是多么激

动人心啊。但这是不可能的，我暗暗叹了口气。
正准备继续看时，“嗖”的一声，我不知怎么就

被《三国演义》这本书吸引了进去。
正当我奇怪之时，我看到了一个红脸大

汉，拿着一柄青色的大刀，骑着一匹精壮的火

炭般颜色的大马，示意他的部下退到两边。又
见一人，长胡子，衣服上有许多的破洞，骑着一

匹瘦瘦的战马，带着身后同样破衣烂衫的一群
士兵飞速奔去。那红脸大汉叹了一口气，青色

大刀一挥，拍马而去。在他身后，火光四处闪烁

着，无数惨叫声在那儿此起彼伏地回荡着⋯⋯

此时我却无心看这些场景，一颗心早飞到

那逃命的首领身上去

了。他不会就是大名
鼎鼎的曹操吧？！我一

路追一路喊：“曹孟德

———曹孟德———吾有事找汝！”那首领停了一
下，转头对身边的随从吩咐了几句，随从立刻

奔向我，而其他人继续往前赶路。随从对我说；
“曹丞相让尔去树林找他。”我应了一声，即刻

赶了过去。

那首领看着我过来，手握匕首，在马上紧
紧了身，两眼直盯着我问：“来者何人？”而此时，

旁边的护卫队纷纷拉弓搭箭，锋利的箭尖齐齐
指向我。我心里一慌，定了定神，回道：“吾是小

涵，久闻统领八十万大军的曹丞相的英名，仰慕
其为一代英雄。今日得遇，敢问大人就是曹丞相

吗？”那人咳了两声，方道：“呃，是吾。不过吾八十

万大军在此几乎全军覆没，吾亦差点性命难保，
何以面对天下人？”我赶紧追问：“此话怎讲？”曹

操苦笑着说：“我逃命到了华容道，却遇关云长
在此设埋伏。幸亏一个将领提醒，和关云长提旧

情，他还真把吾放了，幸之。”我还想再问，曹操
看了一下天，挥挥手说：“时候不早，吾要走了，今

后有缘再见。”说完转身离去，我还想追上去说

点什么，人和马已渐渐远去。

我正不舍，忽然浑身一震，瞬间又回到了

现实世界，怔怔地看着手上的书。唉，如果关
羽没有一时心软放走曹操，曹操没能成功逃

脱，那三国的历史就要改写了。应是刘备和孙
权争夺天下，但他们谁都不具备一统天下的

能力。可能司马家族还是会崛起，最后依然是
三家归晋。一次成功的捉曹灭曹，终究不能实

现诸葛亮恢复中原的抱负。历史的车轮谁都不

可阻挡。

    前些天，上海正

式宣布入秋了！在这
天高云淡的夏秋转换之际，我

们身边的一切也都在悄然改
变。从人们的穿着、饮食到大

自然的改变，一切虽然波澜不
惊却也浓墨重彩，正如刘禹锡

在《秋词》里所说，“我言秋日
胜春朝”。

首先，换季换

在人们的衣裳上。

立秋之后，天气渐
渐转凉，尤其早晚

温差大。也不知道
是从什么时候开
始的，大家的衣衫换下了清凉的短袖，

换成了更加保暖的七八分袖或者直接
披上一件外衣，下半身把短裤换成了

暖和的长裤，夏天常见的“洞洞鞋”变
成了跑步鞋或者皮鞋。虽然俗话说，春

捂秋冻，但保暖显然更是换季的主题
词。

一叶知秋。花花草草们也忙不迭地

换了新颜。你看，衡山路上梧桐树的叶子
开始变黄，绿的、黄的、半黄半绿的，一阵

疾风吹过，几片黄叶摇摇坠坠地飘落下
来。好看的还有路边的银杏树，枝头一把

把“小扇子”金灿灿地在阳光下发光。再
过些日子，枫树也要开始变红啦！秋天像

打翻了调色盘，黄、红、橙、绿的颜料撒了
一地，把上海的路染成了金黄交错的美

丽卷轴。颜色流向田野郊外，金色麦浪起
伏，沉甸甸的稻穗就像羞涩的女孩，低着

头，美丽极了。
换季还在于饮食的变化上。秋风起，

蟹脚痒。这个时节，家里的饭桌上就又多
了一道美味，大闸蟹！什么清蒸大闸蟹

啦，蟹粉豆腐啦，都是人们的最爱。其中，
我最爱的是秃黄油拌饭。就是从螃蟹里

拆出“最贵重”的蟹黄、蟹膏拌在一起，用
葱姜爆香，高汤调味，再淋上猪油，撒上

胡椒粉，金黄剔透的秃黄油就诞生了！把
它倒进米饭里拌匀，整碗饭都会染上一

层金色，鲜香扑面而来，太美味了！
这就是上海的换季，既有美丽的街

景，还有美味的螃蟹。人们常说“春华秋
实”，秋天也是收获的季节，我们也要趁

着这个大好时光，努力耕耘！

    “滴! 滴! 滴！”刺耳

的闹钟声打破了清晨房间里的宁

静。从梦境中回归现实的我极不情
愿地睁开了合上不到 6个小时的

双眼，听着旁边爸爸震耳欲聋的呼
噜声，顿时萌生了裹上被子倒头再

睡的念头。不过妈妈的催促声很快
抹杀了我这个念头，毕竟见过那景

象的人都说“错过了会遗憾终生、

后悔一辈子”，思至于此，我一骨碌
爬了起来，拿冷水冲了把脸，在冬

衣外裹上酒店推荐的外

套，睡眼蒙眬地走出了

房间。
触碰了下手机———

“5：55，黄山”。心略宽
慰：时间还算充裕，离光

明顶日出时间还有五十
多分钟。

宾馆外被浓密的森林裹得严严实实，四
周漆黑一片。好不容易穿过一公里多长的石

阶，来到光明顶，眼前豁然亮堂许多，我的睡
意也少了很多。环顾四周，松了口气：看来愿

意大清早起来看日出的人还是不多啊！这样
想着，我挑了一块赏日出的好观点坐了下来，

与现场二三十人一起等待起来。可不一会儿，

我便有些后悔了：
一是“困”；

二是“冷”，昨夜下的大雪给光明顶披上
了一件大棉袄，整个光明顶“苍山负雪、明烛

天南”，呼啸而过的寒风更似穿了铠甲、手执
利剑，刮在人脸上如刀割般生疼，即使是那多

加的一件厚重的羽绒服也未能将寒气的招数
一一化解；

三是“云雾”，把天际四周笼在了一层又
一层的轻纱帷幔里，伸手欲掀帘望去，却是扯

不清的混沌之世。
低头看了眼手机，已过六点半，按理说太

阳马上就要出现了，但是云雾却似乎毫无觉
悟，不愿去场下休息一阵子。正在这时，耳边传

来一声惊呼：“太阳要出来了！”我连忙伸长脖
子去望，只见那云雾似快要被撕开一条细缝一

般，我仿佛已经能看到姚鼐所描绘的那美景
“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彩；日上,正赤如

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然而，事与愿违，那轮
红日似在与云海斗法中输得一败涂地，仅露了

一丝光影，便隐入云山雾海里，枉负了天空
下、山顶上那无数翘首以盼游客的期待。

又等了约半个小时，天色完全暗了下来，根
本找不到太阳的半点踪迹，我只得作罢，跟随人

流打道回府。回去的路上，不断听到路人的抱怨

声：“这该死的天气！枉我起了个大早⋯⋯”
我闷闷不乐地回到房间，躺到床上，闭上

眼，兀自在心中书下“后悔”两个大字。这时，
耳旁却响起窗外两游人的对话，“哥们儿！您

都来黄山看日出四回了，回回都没能如愿，您
就不后悔？”“为啥要后悔？每回老天都待我不

薄，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这次就让我看
到了银装素裹的别样天地⋯⋯”

“非期然后果”。我笑了：在我们奋斗的人
生道路上，不一定都能如愿以偿，但上苍有时

会给努力的人们以意外之喜。
躺在床上的我渐入梦乡，我梦到在那“凄

神寒骨、悄怆幽邃”的光明顶上，我与那名游
客并肩站着，迎着那狂风，暴雪与乌云。地上，

零乱的脚印合在一处，看！分明是四个大字：
我，不，后，悔！

    外婆最喜欢听我背唐诗，一首《悯农》百

听不厌。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

因为背得多，现在，只要一开始背这首诗

我眼前就会情不自禁出现一副劳作的画面：
炎热的夏天，火红的太阳炙烤着大地。农田

里，一群戴着草帽的人们在辛苦地劳作。炽热

的阳光晒黑了他们的皮肤，咸咸的汗水浸湿
了他们的衣裳。

这样的画面出现得多了，我便懂得了每
一粒粮食的来之不易。知道要珍惜每一粒粮

食，不奢侈，不浪费。
外婆一边听我背唐诗，一边做早餐。早餐

我爱吃 红 薯

汤。每次外婆

见我吃得欢都笑：“时代变了，现在娃竟然爱

吃这个。”外婆说，她原本还有一个小妹妹，特

别聪明可爱，可是，她不吃红薯，在她们那个
时代，饭粒永远只是小配角，红薯才是主角。

每每吃饭的时候，她的小妹妹都将红薯一个
个挑选出来，放一边，只寻桌子缝隙里沾的几

粒米饭吃。人是铁，饭是钢，生命哪经得起这
样的饥饿。刚刚三岁，她的小妹妹便因饥饿而

夭折。
每每说到这里，外婆的眼睛都湿湿的。
“我最看不惯你母亲了。”外婆悄悄对我

说：“多好的饭菜，她却不吃，要减肥。”

“妈妈爱漂亮呢。”

“漂亮有什么用？身体好才是最重要的。
真是想不通。以前想吃饭没有饭吃，现在有饭

吃却不吃。天天将剩饭剩菜倒掉，太浪费了。”
外婆很节约，可是，外婆不讲科学。专家

说了，过夜的青菜不能吃，可是，外婆总是悄
悄藏着，加一点剩饭，做次日的早餐。

外婆还不讲面子，每每到餐馆吃饭，她都

要带一个不锈钢小饭盒。吃不完的她都打包
回来，她从不用餐馆的饭盒，因为餐馆的饭盒

要一元钱一个。“吃过黄连才叫苦，事非经过
方知难”。外婆这一代人经历了太多的苦、太

多的难。所以，她更加珍惜今天的一切。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

物力维艰。外婆要我背《悯农》，其实是教育我
“粒米虽小犹不易”的道理，要我牢记盘中餐

的辛苦，从而用行动去节约每一粒粮食。

外婆真是一个节约又聪明的人。

    暑假时，爸爸妈妈和我去了一

个好地方，它就是美丽有趣的乌镇
雅园。

一到乌镇雅园，我发现雅园小区可真大
呀，汽车开了三圈，问了许多人，才找到我们住

的地方。一进门，放好行李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出
去逛了，首先来到小区中央，看到一大片无边无

际的湖，湖里盛开着许许多多的荷花，有浅粉色
的、白色的、桃红色的，它们亭亭玉立，真美呀!

一旁，还有大片大片的荷叶，太阳火辣辣地照射

在湖面上，荷叶们弯了弯腰，好似在为娇嫩的荷
花遮太阳。湖里，还有三五成群的鸭子在水面

上游，不久就游到荷叶底下，好像在说：“今天
天气真热呀，还是荷叶底下凉快。”

我们继续往前走，来到了一片松树林湿
地，看见一群洁白似雪的白鹭从湿地中的一

个小岛飞到另一个小岛上，耳边还不时响起
阵阵的鸟叫声，让我身临其境地感受了一番

古诗中描写的“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
黄鹂”。

接着，我们看到许多橘子树，闻到了一股
淡淡的清香，我们走过了杏树，走过了草地，

走过了鱼塘，走得饥肠辘辘。最后，我们来到
了雅园的中央食堂，里面的食物可真丰富：有

香喷喷的豆腐花、有新鲜的水果，还有很多蔬
菜和热乎乎的营养粥⋯⋯我挑来挑去，挑了

我最喜欢的排骨汤，味道可真鲜美呀!看到爸
爸把拿的菜一盘一盘都吃完

了，我摸摸他的肚子，说：“你

还能再吃一点吗？”
乌镇雅园真有趣，真方

便，你想去吗？

思绪飘零

谢子涵
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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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
坎

我爱书海 我与曹操对话 黄一涵
上海市

教育科学研究院

实验小学
五（6）班

幸福列车

戴智舟
上海市

格致初级中学

初三（8）班

我
不
后
悔

有感而发

高梓宸
上海星河湾
双语学校

七（1）班

换
季

快乐时光

严行知
七色花小学

四（3）班

有
趣
的
水
乡
小
镇
—
——
乌
镇
雅
园

水
乡

黄
奕
涵

杭
州
市
文
澜
实
验
学
校
五
（1

）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