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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听得悲声惨

心中如捣！”眼眶泛酸，心

有不甘，或许只有这句戏
词，才能抒发我此时悲愁

的心情，那七彩的戏服变
成了单调的灰，那悠扬动

听的唱词，成为刺耳的聒
噪⋯⋯

缓缓的，夕阳的余晖

消失于地平线；缓缓的，树
木穿起了黛褐色的轻衣。

又是一次京剧比赛的失
利，又一次与成功失之交

臂，又一次被评委点评不
够传神。

回想昔日，
起初练习倒步时

一次次的跌倒 ,

后来，为追求精
益求精，我抱着

《锁麟囊》剧本，
在院子里旁若无

人地唱着，直到

咽喉肿痛，我不禁暗暗地问自己：还要

再继续吗？
回想起刚开始学京剧时老师对我

说：“你唱京剧很有天赋，也一定能
行！”可是，我真的行吗？

耳边突然响起老师的另外一句
话：“真想学好京剧，光有个好嗓子还

不够，光卖力还不够，更要用心用情！”

用心？用情？
对，想要唱好京剧必须去探求剧中

人物的内心世界！我翻开《只塵谭》旧
文，在剧目原型中寻找启发：在那风雨

交加的晚秋，两位将要出嫁的少女，在
小小的亭中不期而遇，产生了怎样的共

鸣？又怎会在一个昏暗的阁楼里偶然相

认？她们又是在怎样的家庭变故下，坚
韧地扛起所有生活重担?那只在亭中仗

义相送的“荷包”到底拯救了谁？
我突然明白了。

再一次响起京胡声，泥金折扇面
上的牡丹，在光影中跳动着，头上的

点翠头面流光溢彩。那刻，我不再是
我，我是传奇女子———薛湘灵！一遍

遍，一次次，演着，醉着，灯光把台下
的一切隐没于黑暗，我的世界也不再

是我，而是属于春秋亭外那个未出阁
的新娘。

此时，比赛胜负于我已经不再重
要了，重要的是不断体会、探究人物背

后的情感与性格，用心，用情，让自己
和人物融为一体，让国粹神韵再现芳

华。即使跨越时空千年，“咿呀”一声，
依然令人心醉神迷。

学习京剧若干年，一路走来，五味
杂陈。要把那细若游丝的唱腔演绎得

淋漓尽致，绝非易事，而要达到深情，
更是难上加难，但终究，京剧的神韵已

然在我心中生根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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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有许多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传统节日，比如有划龙
舟、吃粽子、挂艾草的端午节；有

看彩灯、猜灯谜、放烟花的元宵
节；有吃月饼、赏圆月、共团圆的

中秋节；还有祭祖踏青的清明
节、登高望远的重阳节等等，这

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悠久历史

文化的一部分。

我最喜欢的莫过于张灯结
彩、欢声笑语、喜气洋洋的春节

啦。

今年的春节与往

年不同。“谁说不放鞭
炮就不能过节啦，今年，
我就要过一个绿色的春节！”妈妈

听了我的话，冲着我竖起了大拇
指：“今年春节的氛围营造和环境

布置就交给你啦！”我爽快地说没
问题。

按照我的计划，我和妈妈买
了四大盆蝴蝶兰，用来装饰客厅

和楼梯拐角，买了两盆水仙，用

来点缀客厅和书房。摆放好后，

我们家立刻显得春意盎然。

接着我们又去采购红灯笼，
选两个大的挂在我们家的大

门上，选两个有装饰花边的
挂在院子里的亭子上，又选

了若干小的，我把它挂在我
们家的腊梅树上，黄色的花，白色

的雪，红色的灯笼，煞是好看。爸爸
回来了，说好有春节的气氛啊！我

们的笑脸在红灯笼的映照下，红红
的。

“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春，
是四季的开始，一年之计在于春，

春是温暖，春是希望。这就是我的

春节，一个绿色的春节。

    在我的记忆中，有那么

一次采访经历着实让我难
忘。因为在那次活动中，我可

是平生第一次见到了一位大

人物———德国驻沪科技领事
凯西女士。你说厉害吧！

说到采访自然要考虑，如何
选题，怎么交流，准备工作还

真不少！不过最让我困惑的
是：我们在学校里才学了那

么一丁点儿英语，怎么才能
跟一个德国人交流呢！更何

况还要提问！她的回答我能

听懂吗？
带着这一堆的问号，

终于熬到了见面的那一
天！当我们听到这位外国

朋友给大家做完自我介
绍，在场的小伙伴们总算
是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这几句

中国话说得太溜了！原本有些拘
谨的同学们顿时放松了下来。

大家开始提问了，天南地
北，问啥的都有！不过在我看来，

那最佳问题莫过于那关于共

享单车的讨论了，领事告诉
我们，在德国，目前还没有共

享单车，作为一个老牌的科
技大国在互联网科技方面似

乎是有些落后了，但是，她也
提到了如今这些遍布在大街

小巷里的共享单车，给城市管
理者制造了不小的麻烦，我们

还面临着很多问题需要解决。
场下的小伙伴们听着领事官

认真的回答，频频点头。相信

大家也都意识到了:科技发展
给人们带来的便利，如果缺

少了有序的管理，也会给大
家的生活带来不便。在我们

为祖国科技强大而沾沾
自喜时，是不是还应该给

每一个社会公民加上一

道严格自律的紧箍咒呢？
这可是个大问题噢！
采访结束了，活动虽说短

暂，但是，令人难忘的是这位大
人物谦和的态度和她那看待事

物的科学方法。真所谓:大人物
有大智慧！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这句诗出自诗人王维写的《使至塞
上》，诗句描写了黄河边日落的景

象。我生活在城市中，那么，城市中
的日落又是怎样的景象呢？

一天下午，我和爸爸来到位于
市中心的螺蛳山脚下，打算在这座

山上观察日落。此时，山脚下的广

场上的人们来来往往，散步的散
步，购物的购物。我们刚想抬头看

一看太阳，耀眼的光芒让我们的眼
睛不由自主地闭上了。我们借助余

光，才看到太阳正在半空中挂着

呢！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爬山了。

因为山不高，不一会儿，我们便
爬到了半山腰。这时的太阳光仍然

很刺眼，但是，略微能直视了。我看
见，太阳在树木上、叶子上、地上洒

下的光芒，简直就像给它们披上了
一层黄金大衣，美极了！山上已有游

人下山了，说明太阳快要落山了。

我们又爬了一会儿，终于来到
了山顶，眼睛终于能完全直视太阳

了，只见太阳已经由

半空中往西沉。太阳
光减弱了，太阳周

围，有一个黄色光圈环绕着它。渐

渐地，太阳下方出现了红霞，而且
颜色越来越深，由浅红变成棕红，

又由棕红变成了深红，而那个光
圈，也随之慢慢消失了，太阳也变

成了一个白球了。忽然，一群飞鸟，
匆匆从太阳面前飞过，我想，它们

应该是想尽快赶回家吧。这时，我

突然发现太阳由白色变成红色，
它的一小部分隐没在了红霞中；

接着，太阳的一半隐没在了红霞
中；随即，太阳只剩下了一小部

分；终于，太阳仅存的一点点儿
角，也消失在天边。太阳完全从西

边下山了。
我们下山后，广场上的人稀少

了，大街上的灯亮了。夜晚来临，一
天就要结束了。

虽然城市中的日落与黄河边上
的日落并不一样，但景色同样美丽。

    爷爷是个木

匠，印象中他做出来的家具

跟外面卖的没有什么两样。
假如把爷爷做的靠背椅和

市场上卖的放在一起，保证
分不出来哪个是爷爷做的。

记忆最深刻的是我上
幼儿园的时候，那时候我和

爷爷、奶奶住在乡下，家里人

越来越多，家里用的凳子自
然也不够用了。奶奶说：“我

们家恰好有个木匠，让爷爷
给我们添置新凳子吧。”

这时候轮到爷爷大
显身手了。他去街

上买来木料，然后

找出他的工具，准
备就绪，就开始动

手了。

做凳子也要构
思，这样做的时候才能更有条理性。只

见爷爷站在那里，我以为他岁数大了，
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呢，便问：“爷爷，你

怎么不做凳子呢？”“我在构思呢！”爷

爷说。过了一会，只见他拿着锯子，把
木板锯成了一段又一段，一截又一截，

大小不等的小木块。哇！木板变身了！

接着，爷爷开始组装凳子。只见爷爷取
来钉子和斧头，拿着截好的小木板拼

了起来。我对爷爷说：“爷爷，我也想帮
忙，让我做你的帮手吧？”我希望爷爷

同意。“可以呀，但是你这么瘦小，能拧
得动螺丝吗？”“没问题。爷爷你别看我

小，我的本领可不小！我可以帮你扶木

板呀。”
“好吧，那你要听我的指挥，不然

锤子会砸到手指头的。”于是我就听爷
爷的指挥，两只手牢牢地扶着木板，让

爷爷用钉子和螺丝，把一块块小木板
钉在一起。爷爷先把凳子的四条腿和

凳子腿上的支架连接在一起，然后用
钉子和螺丝紧紧地固定牢。

接着爷爷把截下来的最大的那块
木板作为凳子的面板，固定在装好的

板凳腿上面。这样爷爷组装了一个又
一个小凳子，我和爷爷忙活了一个下

午，终于把凳子都做好了。
最后就是检查爷爷做的凳子牢靠

不牢靠了。我和爷爷一次又一次坐在
新凳子上，身体扭一扭晃一晃，凳子依

然纹丝不动，验收成功了。
虽然做凳子很累，我和爷爷都出

了不少汗，但我看到新添置的凳子感
到格外开心，我为爷爷有这样的手艺

而感到自豪。

     “黑云压城城欲摧”，我

怀着失落的心情准备去上
课。

天空乌云密布，不一会

儿便下起了小雨。我撑开伞
走向车站，心里抱怨着，这

种鬼天气还得去上课⋯⋯
这时，雨越下越大，天空被

乌云遮盖得不透一丝光线，
留下的只有空虚、寂寞和无

奈。我上了公共汽车，就在

这时，我突然愣了一下，摸
摸口袋，完了，钱忘记带了。

怎么办呀！
车上的乘客们目光

汇聚在我的身上，我脸

红通通，显得无比尴尬。
正当我惊慌失措，愁眉

苦脸之时，身后出现了
一位年轻的阿姨，她似乎看出了

我的心思，从背包里拿出了两元
硬币，递给了我。并友好地说道

“孩子，拿去吧！是不是忘记带钱
了。”“是的，谢谢阿姨”！我接过

钱小声地答应着，并向阿姨投去

了感激的目光，深深地向年

轻漂亮的阿姨鞠了一个躬。
顿时，我的心中不知何时涌

起一股暖流，笑容情不自禁
地映在了脸上。

我望着窗外，心里的那
份暖意还在。但又过了不久，

又有一件暖心的事发生了。

车进了一个站，上来一
位老奶奶，她一只手拿着雨

伞，一只手拿着拐杖，一步一
步慢慢地走来。然而，车上的

座位早已坐满了。
正当车上一片寂静，空

气都将凝固时，一位少年挺
身而出。大声地对老奶奶说

道：“奶奶您坐这吧”。
“谢谢你”！老奶奶高兴

地坐了下来。我向少年
投去了赞许的目光，少

年十分普通，但他的这
种精神实在难得。

不知何时，雨停了，天空四
处阳光明媚。我望着车窗外的天

空，心中的愁苦早已消除。
这两件事看似小事，但它们

的意义却是重大的。

    风和日丽的

午后，小兔子在
一片南瓜地里惊

讶地发现一个巨
大的南瓜。小兔

子可喜欢吃妈妈
做的南瓜派了，

她灵机一动把南
瓜侧着一路滚回了家。妈妈夸奖小兔

子，说：“你真是一个爱动脑筋的孩
子。”小兔子受到了妈妈的夸奖，心里

可美滋滋了。

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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濮阳市油田
第十二小学

六（2）班

    一天，我正躺在沙发上看《薛仁

贵征东》，正看到起劲处，耳边突然响
起“嗡嗡”声，太讨厌了，是一只蚊子！

我用手扇了扇，希望它不要再来打扰
我，哪知，过了一会儿，我就感觉耳朵

上痒痒的，照镜子一看，啊，原来不知
道什么时候，它在我耳朵上咬了一个

包。这下，我可火了，于是，一场“人蚊

大战”开始了。

我得先寻找它的踪迹。我找
了半天，才发现它停在一把椅

子上，肚子鼓鼓的，我更确定

它一定就是那只在我耳朵上
咬了一个大包的蚊子。于是，

我蹑手蹑脚地绕到它身后，对
着它使出了一招“绝命掌”，哪
知这蚊子就像背上长了眼睛似的，等

我快要拍上去时，它却灵巧地躲开
了。而我呢？因为用力过猛，结果可想

而知，手重重地敲在了椅子上，“啪”
的一下，真是“偷鸡不成蚀把米”，疼

死我了！

我只好继续寻找它，这次，我
发现它飞在半空中，我只好拿出秘

密武器———电蚊拍。“你等着，我要
把你烤焦！”我挥舞着电蚊拍朝着它

扑去，可是它又继续飞高，我在下面
张牙舞爪，也只能干瞪眼，它好像在

上面嘲笑我：“你来打我呀，来打我

呀！”我不甘心，踩在凳子上，踮着脚
去拍它，可它又机灵地飞走了，而我

差点从凳子上摔下来。几个回合下
来，弄得我精疲力竭。唉，算了，我一

心惦记着我的书，只好“鸣金收
兵”，只能“听天由命”了。我又继

续看起书来，这只蚊子好像也通
人性，也没再来打扰我。

突然，我听见“啪”的一
声，妈妈从厨房里走出来，对

我说：“你看，我又打死了一只蚊子，

全是血，是不是刚才咬你的那只？”
“还是妈妈厉害！”我竖起了大拇指。

“人蚊大战”以我们获胜，蚊子“壮烈

牺牲”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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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婧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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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钰铭
莘松中学
(春申校区)

八（8）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