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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第一天接触文学算

起，我在书籍中认识到的大
文豪数不胜数。可驻足在心

中，唯有鲁迅先生。
和先生交往已经七八

个年头了，可我却永远不能
忘怀和先生初次相逢的那

一个夜晚。

“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
轮金黄的圆月，下面是海边
的沙地，都种着一望

无际的碧绿的西瓜

⋯⋯”翻阅课本，偶然
间瞥到了这一段如诗

画一般的文字，立刻
就被深深地吸引住

了。脑海中便如同过

动画片一样，读完了这篇名
叫《少年闰土》的文章。刹那

间，我和鲁迅先生———这位
原来总让我望而生畏的大文

豪拉近了距离。我欣喜地了
解到，原来鲁迅先生也有和

我一样向往自由、热爱大自

然，并且好奇一切新鲜事物
的充满彩色的童年，两颗幼

小的心立刻产生了共鸣。遇
见童年的鲁迅，他是我在文

学中最好的伙伴。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随

着时间的流逝，我和先生的交
往也日益增多。翻开《朝花夕

拾》，我走进了先生青年的

时光。“这种欢呼，是每看一

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生却
听得刺耳⋯⋯”先生青年时

本是想学医报国，便到日本
仙台留学，师从藤野先生。

但他看到电影中的中国人
要被枪毙了，围着看的一群

中国留学生发出欢呼声，忽

然清醒地意识到，医学只能

医治国人的肉体，但真

正腐朽的却是他们的
灵魂！于是，先生便毅

然决然地弃医从文，踏
上了革命的道路。品读
着这本书，在和先生的
交流中，我学会了选择

自己的人生道路，选择为国家，

为民族，为社会复兴而奋斗的
康庄大道。遇见青年的鲁迅，

他是我在精神上的导师。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

甘为孺子牛”这是先生对达官
贵人的厌恶，对黎民百姓的体

贴；“其实世上本没有路，走的

人多了，也便就成了路。”这是
先生对人生奋斗、具有独立精

神的感悟。
鲁迅先生是一束光，照亮

我前行。遇见他，是我的荣幸，

今后的路，我要走得更从容，

更坚定。

    疫情没有降临我家，但是

外婆家却传来了一个坏消息。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

我们家的氛围却是伤心的。因为外

婆打电话来说外公得了重病⋯⋯
自从我知道了这件事后，就一直开

心不起来。
妈妈决定要坐飞机，立即去

福建陪外公。那是疫情肆虐之时，
钟南山院士建议我们尽量不要坐

飞机出行，但是妈妈依然坚持要

乘坐飞机去。因为飞机只要两小
时就到达福建，而动车却要六个

多小时。为了尽快陪在外公身边，
这是最好的决定。

妈妈回福建的第一天，我就
开始想念妈妈了。因为这是我们

第一次，长时间的分别。
学校的“空中课堂”网课就要

开课了，况且妈妈是去守护外公的。
我暂时忍住了对妈妈的思念，努力

告诉自己，在家自觉学习，磨砺自
己。男子汉就应该是这样的，我几次

都背对妈，没让眼泪流下来。

妈终于去了外公

身边，爸爸默默陪伴
着我，他说是个男子

汉，就要有担当。疫情
让我渐渐长大⋯⋯

不知不觉一周就过去了，就
在我憋不住准备给妈妈打电话

时。妈妈的视频通话就来了，我原
以为会看到满面愁容的妈妈，没

想到我看到的却是一个乐观的
妈。我急着问道：“妈妈，外公生

病了您怎么还这么开心？ ”

“焦虑、不开心又不能治病，
只要我每天开开心心的面对外

公，就是帮助外公恢复最好的良

药。”妈妈一字一顿地说。
妈妈让我猜她现在在哪里？

我从视频中，看见了一大片绿油

油的菜地。我很疑惑。

妈妈说，这是外公闲不下来
的成果。他一边努力服药，一边

坚持治疗，将一片灌木丛

开辟出来的———菜园子。
有碧绿的生菜、可爱的空

心菜和鲜嫩的韭菜。⋯⋯
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和体

力啊？
我被外公勤勤恳恳的

忘我精神感染到了。他身患重病，

还要坚持开荒种地？妈妈说，外公
对他自己的劳动成果，感到无比

的自豪和骄傲呢！
视频中外公的脸上，绽放着

像花儿一样的笑容。就这样我和

妈妈愉快地结束了通话。
在电脑上打下最后一个字，

突然记起我曾经读过《读者》里，
有一篇好文章———《被威士忌干

掉的爱尔兰人》。身患绝症的主人

公，凭着自己乐观的心态，竟然延
长了自己的寿命。

我告诉自己：爸妈都复工了；
我也要回学校上学去了；外公的

病也稳定了，我们一切的一切都
会好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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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时候，因为父亲在外地工

作，我就一直和爷爷奶奶生活在
南京。那时候我挑食，早餐不吃

馒头包子，只吃牛肉锅贴，于是
爷爷每天都会早起到后宰门（南

京地名）买几份带回家。后来上
小学，宿舍的好朋友会在食堂买

一两份牛肉锅贴偷偷带出去，一

边在学校散步聊天一边品尝。
南京的牛肉锅贴到底有多

好吃？自从我第一次吃到，就无
法自拔地迷恋上了那个味道。南

京的牛肉锅贴不像台北的小煎
饺，更像是“稍大号”饺子。它的

制作过程更是别具一格：卡车轮
胎大小的铁盘中放着满满一盘

子锅贴，分多次将油和水混合的
酱汁沿四周淌入，盖上大锅盖，

待锅盖被热气自然顶起
时，撒上喷香的熟芝麻

和翠绿的葱花，一大锅
喷香金黄的牛肉锅贴就

做好了！吃的时候一定
要趁热乎。那一口咬下

去脆皮中饱含的温热肉
汁会喷射到口中，美味无比。但凡在南京吃

过正宗牛肉锅贴的朋友都知道，只要一闻
到它的味道，即使你再没有胃口，都会不能

自已地走过去买上一份。
上中学后，因为父亲工作缘由离开南

京来到上海读书。因为家离校很远，所以每
天早饭时间只能在车上囫囵吃点，我就渐

渐遗忘了牛肉锅贴的美味。

后来我家旁边开了一个很大的熟食品
厂，豆花煎饼肠粉应有尽有。早上上学的时

候，母亲就会匆忙买一份，这就解决了我的
“早饭问题”。然而，在一个周末，我突然想

起了牛肉锅贴，于是就立刻到食品厂找卖
牛肉锅贴的店。可是，找遍了熟食厂就是没

有。可能就从那时起，我真正体会到古人用
无数诗歌也表达不完的思乡之情。

后来，母亲发现熟食厂开了一家牛肉
锅贴的店铺，就买了好多回家。我尝了尝，

虽然技巧和成品都相对于南京的略有欠
缺，但是味道已十分接近。

我是一个怀旧的人，当我再一次品尝
到这贯穿我童年成长的美味时，在南京发

生的点点滴滴就会像那锅贴馅儿中的汁水
一样喷涌而出，对同学、老师和亲人的思念

让我好似陷入泥泞中一样无法摆脱。
有的时候会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当一个

身在异乡的人吃到家乡的食物后，脸上会洋

溢出无法掩饰的激动和兴奋。家乡的食物味
道不比米其林的美食好吃，为什么他吃完后

会有这样的反应？因为家乡的美食更像是一
个载体，记录着每个人所怀念的过去发生

的点滴。
牛肉锅贴，这种普通的南京街头美食，

记载了我在南京———这个生活了十二年的
城市最美好的回忆。

    在行色匆匆的城市中，所有的人似乎都只

争朝夕，一路小跑奔忙在路上，可在那个早晨，
只有你，默默地蹲下身子，为老人系好鞋带。

那日早晨，凛冽的寒风生冷地吹刮着大
地。公交车缓缓驶来，人们争先恐后地向车上

挤去，我最后一个上了车，车上人挤人，早已没
有空位，便独自站在车门口。

这时，我看见了你，你就站在我旁边，你有

一头乌黑浓厚的长发，上面戴着橘黄色毛线帽
子，身穿浅色风衣外套，手中还拿着一个袋子，

脸上戴着一副黑宽边眼镜，两只不大的眼睛在
镜片后边闪着亮光，给人带来一种极朴素但是

却很亲切的感觉。
在你前面不远处，有一位满头银发的老

人，紧紧抓着车把

手，神情略显慌张地
挤在两个年轻人中

间，一只脚上的鞋带
不知为什么已经散

开。在一个等红绿灯

的工夫，她似乎试图
弯腰去系上，也许衣服过于厚重，也许岁数大了

身体不太灵活，总之，她努力了几次都没有成
功。我看见你看着老人，眼里满是关切。

公交车到站，车门缓缓打开，寒风一股脑
儿地挤进车内，散到了公交车内的各个角落，

我也不禁打了个冷颤。

这时，我看见你默默地挤到老人面前，放
下手中的袋子，一言不发地，缓缓蹲下身子，仔

细地梳理好两根鞋带，顺势一挽，然后打了一
个漂亮的蝴蝶结。

老人看着你，似乎有些惊讶，半天，嘴里才

忙不迭地说：“谢谢！谢谢！”你仰起头，笑了笑，
满是暖意。

旁边的乘客看着你，眼里都是赞许。
那时的我也定定地看着你，看着你下蹲的

身影，车窗外一道阳光透过寒冷照射进来，照
在你蹲着的身上，闪着耀眼的光芒。

你蹲着的身影，是那样地美丽！

寒风依旧从车门刮进，但我已不觉得那么
冷了。

这件事已经过去好久了，但我仍然清晰地
记得你蹲下的样子。在这个匆忙的城市，每个

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节奏，我们每天脚步匆匆，
似乎都无暇关心身边陌生人的冷暖饥寒。但在

那个寒冷的早晨，你蹲下的样子却温暖了我的
心，也温暖了整个城市。

你蹲下的样子，真美！

    每个女孩儿都爱美，衣

服、饰品一样都不能少，不
过我对这些兴趣不大，我特

别喜欢京剧的唱腔和韵味，
所以我最大的兴趣爱好就

是京剧。看到电视上有戏曲
表演，我总会目不转睛地边

看边模仿，我真希望自己会

唱京剧啊。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

识了一位教戏曲的老师，于
是我开始跟着老师学唱京

剧。学京剧首先要练嗓子，
老师说唱功锻炼就是从吊嗓

子开始的。因此我开始跟着
老师“咿咿呀呀”地学吊嗓

子，运用丹田之气，把口腔
打开。

接下来是学

习走台步。台步是
京剧的基本功，演

员身段的美不美
和脚下的步法有

很大关系。老师教
了我三种走台步的方法———青衣、花

旦、刀马旦。看着老师示范这三种步
法，我觉得挺简单的，可等到自己练起

来，我才发现好累啊，因为你得端着架
子、挺胸吸肚，还得注意表情。才走了

没几圈，我就满头大汗了。
学完了基本功，就是学唱段了。我

们学的是著名唱段《贵妃醉酒》，一开

始我觉得这段唱词这么长，自己能背
得下来吗？不过，这个想法很快就被否

定了。可能是因为喜爱的关系吧，我觉
得背京剧唱词并没有那么枯燥，我一

会儿就背了出来。接着就要学习唱段
的动作了。京剧的精髓并不是唱词，而

是吐字、调儿和抑扬顿挫，京剧的精髓
也不是那些干巴巴的动作，而要通过

动作来展现角色的性情刚柔，从而做
出合理的动作。正因为懂了这些，所以

我很快就掌握了，还被老师表扬了。
学会了吊嗓子、走台步、唱词和动

作只能算学会了清唱，如果没有真正
地上台彩唱，那还不叫学会唱京剧。终

于到了考验我们的那天了，考验的就是
学校给我们办了一个专场演出并要勒

头化妆。化完妆、勒完头，我们在后台候
场时，想不到一个小伙伴突然“哇”地一

声吐了。看到这一幕，我们紧张极了，怎
么办，我也觉得好难过，如果上台吐了

该如何是好。难道就在这个时候放弃
吗？这时老师的一句话鼓励了我，“不要

害怕，要坚持下去。你们都排了这么久
了，只要上台认真表演，就不会觉得头

疼了”。老师的这句话让我把紧张化作

动力。我一直在后台暗暗给自己加油，
“1、2、3，加油”。终于轮到我们上台表演

了，我们排成一列慢慢走上台，一个个
都带着小蜜蜂，伴随着音乐响起，我已

经陶醉在其中了，眼前又浮现出我们
刻苦训练时的情景⋯⋯我的眼眶不禁

有些湿润。
就这样，我开始了自己的京剧“演

艺”生涯。我学会了唱京剧，当然只是一
个唱段，但我为自己感到自豪、骄傲。今

后我还要继续努力，学会更多的唱段。

    我一向讨厌狼。所有的

童话里，狼都被扣上“可怕”
“贪婪”“凶残”的帽子，使它

坐稳了反派的宝座。看吧，

狼头腭尖形，锋利的

狼牙闪着寒光，特别

是它栗黄色的瞳孔，
渗出一股冷冷的杀

气，看上去就让人不
寒而栗。

狼拖着一条扫帚似的尾巴，贪婪地
到处追逐猎物。只要闻到一丝血腥气，

觉察到有肉食目标，狼就会成群结队地
扑上去。狼群经过之处，任何它们可以

吃的动物都会被吃个精光。狼为了抓捕
猎物，有时甚至可以追踪上百里。

狼不仅凶残地捕食一切它所盯上

的猎物，还常常闯入人类的牲口群中
乱咬乱杀，有时甚至会攻击人，十足的

凶狠冷酷。更可恶的是，当它被人类捕
杀时，经常会反咬人类，愈加使得狼在

人们心中的形象变得可怕起来。
可是，现在我改变了心思，因为我

从纪实频道和书本里看到许多关于这
种神秘犬类的节目和介绍。

看，十几只狼组成的狼群正采用
“车轮战术”猎杀一头熊。狼王站在一

块大石头上，有序地指挥着那些狼转
着圈轮流撕咬熊。熊气愤极了，一会儿

追着这只狼转圈，一会儿用厚重的熊
掌试图拍那只狼，一会儿又呲着牙去

咬另一只狼，狼们一直敏捷地蹿来蹿
去，躲避着熊的反击。最后，熊体力不

支倒下了，狼群蜂拥而上咬死了熊，饱
餐一顿。我看得目瞪口呆，知道了狼是

一种极善于团队合作和协同作战的动
物，是所有群居动物中最团结的种群。

第二年开春，母狼生下了几只小
狼，公狼和母狼共同养育幼崽，轮流出

去觅食。猎到食物，先吞下，把食物储
存在胃里，再带回来反刍喂给孩子们

吃，宁愿自己饿着也要先喂饱小狼崽。

小狼们的肚子一个个都圆滚滚的，大
狼们却瘦得像根灰色晾衣杆。在小狼

们出窝前，如果有其他天敌靠近狼窝，

公狼会奋不顾身地引诱敌人离开狼窝
附近，甚至有时候要冒着生命危险。这
种对幼崽的关爱，在动物界是十分少

见的。
大狼教小狼们本领，训练幼狼捕

捉猎物，一天不知教多少次。大狼还半
卧着，让孩子们挤在自己的胸下、腹

下，得一点儿温暖。倘若大狼伏在地
上，小狼们有的爬在它的背上，有的用

爪子挠大狼的头或别的地方，有的用
牙咬大狼，它一点也不反抗。

狼，不狠点就不叫狼了，这就是我
对“狼”字的理解。既然要“狠”点，那么

猎食时就必须全力以赴。譬如，狼群决
心捕食体重是自己十几倍的水牛时，

每只狼都毫不顾忌自身安危，哪怕受
伤也奋力拼杀。为了群体的利益，必须

要付出，因为不付出是不会有回报的。
狼，乃优秀的犬类也，因为它团结、

慈爱、勇敢。良好的女性就写为“娘”，那
么优秀的犬类就是“狼”。它天生就是大

地之主。天空鹰为王，地面狼称霸。不抛

弃不放弃，这就是狼的生存格言。

你蹲下的样子，真美！ 刘林童
北京一七一中学
教育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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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宜臻
上海市杨浦区
控江二村小学

四（1）班

我和我家 马永坤
上海华东
理工大学

附属小学
五（3）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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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谨韬
河北省邯郸市
育华中学

初二（20）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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