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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作文
    “8?，您的牛肉面来喽！”一碗

热腾腾的牛肉面摆上了桌。一个脸
大的碗里盛着满满的面，冒着白气
的汤面上，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圆形油花调皮地

跑来跑去，几块褐红色的牛肉散发着诱人的香
味，引着我肚里的馋虫直痒痒。我吸了几口气，

就迫不及待地向嘴里塞，将腮帮子撑得鼓鼓的，
才发觉烫了起来，舌头被烫得在口中一个劲儿

地乱窜，恨不得要飞出去似的。

老板看着我这副窘样，连忙从柜台处拿来
一杯凉水，笑呵呵地说：“干吗这么着急，这面和

汤刚出锅，烫着哩！要等它凉一凉再吃。”说完又
忙他的去了。趁凉面的时候，我开始认真打量起

这个店铺，地面就是用一块块普通瓷砖铺成的，
但地上却是一尘不染，没有一点垃圾；一张张木

桌整整齐齐；后厨和用餐的地方用半面墙隔开，

里面的情况外面也看得清清楚楚，寡言少语的

老板娘戴着灰色的头

巾，一边搅动着及臂长
的汤勺，一边向汤里放

着茴香、八角和香菜之类的东西。
“嘭嘭，嘭嘭”一阵富有节奏的声音从后厨

传来，再一瞧，发现是老板在拉面。只见老板掐
一段面团，两手抓住两头一拉，上下甩动起来，

像在跳绳一样。用中指抻面的中间，再甩，再勾，

再甩……反复下来好几次，那块肥肥圆圆的面
条已经“瘦身”成功，变成一根根细线般的面条

了，然后就将这卷面向老板娘的大锅中一丢，等
她捞出来就能送上客人的餐桌了。

我问老板：“为什么这面不用现成的？别家
的面做出来这味道也差不多啊。”老板将两只沾

着面粉的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戴着口罩，神秘兮

兮地笑着说：“那怎么能一样？我们家自己手作
的面，筋道！现在虽然为了防止新冠病毒，吃面

条的人要分批次进来，但外面还有不少顾客等
着呢，就是因为这面好！汤好！”老板粗糙黝黑的

脸上本就有许多纹路，这一笑起来，那种自豪感
便从堆叠的褶子里溢出来了。老板走了几步，又

回过头来提醒我：“快吃，这面凉了就不好吃

了。”我赶紧埋下头，享受这迟到的美味。
“哧溜”一口，那鲜浓的汤汁就顺着面条滑

进了口中，面条的喷香立刻在口中荡漾开来，一
嚼，果真如老板所说的那般“筋道”，这面条的滋

味在我口中久久不能散去。
我的心里充满了温暖的气息，这一家子就

像他们的面条，暖心暖肺，用他们的朴实纯粹，
借这家小面铺传递给每个来小面铺的客人。他

们面条的滋味被胃记住，也被心记住。

    我有个忘年交，我叫他“老

戴”。
“侬额名字老灵额，放假有

空了到阿拉电影院来看电影。”
第一次遇见“老戴”，他拎着一

个黑色的公文包，穿得“山青水
绿”，在给妈妈公司送电影票。

“我跟侬妈妈是老同事老
朋友了，有空带侬去看滑稽

戏。”“老戴”说话像开机关枪，
一句接着一句。

“‘老戴’年轻时是名消防

兵，吃得起苦，你看他退休了事
业还干得红红火火，真让人羡

慕。”妈妈一说起“老戴”，禁不
住就要夸上几句。

前年暑假“老

戴”带我去崇明，参
加人民滑稽剧团的

公益演出，认识了
很多滑稽界的大

腕，回来的车上我
加了他的微信，还特别作了备注———看

电影找“老戴”，看滑稽戏更要找“老戴”。
“老戴”很忙，身兼数职。他是上海独

脚戏艺术传承中心的演出经理，又是万
裕影城的业务经理。去年，《上海市生活

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老戴”每天拎
着他那个黑色的公文包走街道、跑机关、

企事业单位，为宣传滑稽戏《头等大事》

忙得不亦乐乎，一天下来常常是哑着嗓
子，真让人心疼。

“没有人不辛苦，今天的工作成绩，也
是自己辛苦干出来的，好在有那么多人支

持我，谢谢大家。老戴现在工作两手抓，一
手抓正能量电影，一手抓滑稽戏演出……”

“老戴”喜欢时不时地总结一下，发个朋友
圈。有人说他有政治头脑，他却说：“谢谢，

这是一个老党员应尽的责任。”

今年年初，新冠疫情像暴雨般倾泻
而下，线下的文化活动全部暂停，处于

“休业”状态的“老戴”，给自己另谋了一
个职业———社区志愿者。平时，他穿上橙

色的志愿者背心，战斗在黄浦区的社区
一线；周末，他在自己居住的小区当起了

“物业管理员”，测体温，登记外来人员。
“‘老戴’被社区党总支评为优秀共

产党员了。”我举着手机，高兴地跑去妈
妈身旁。“真不容易，六十六岁的人了，比

小年轻还精力旺盛。”妈妈也肃然起敬。
“真是实至名归，我给他点个赞去。”

我有点小激动。
尽管忙，“老戴”却特别讲究。就拿理

发这件事来说，每个月的月初他都要到
锦江饭店美容中心去理发，顺便看望一

下他的“御用理发师”陆师傅。就算他的
家搬去了浦东，每个月的“打卡”也从不

耽误，算算也有十几个年头了。他说自己
是一个念旧的人。

自从有了手机，“老戴”还得了个“怪
毛病”———随手拍照。每次理完发，要和

陆师傅合个影；家人过生日、朋友聚会、外
出旅游要留影；每天工作的足迹，也要拍

照记录一下。他每天炖一碗“心灵鸡汤”，

早上七点半准时发在朋友圈，配上一张励
志的图片，感恩生活。时间久了我渐渐明

白，“老戴”活得很有仪式感。我们见面并
不多，但对话却不少。每天翻看“老戴”的

朋友圈，了解他的日常生活，为他点个赞、
写几句评论，我从来都是不惜笔墨。

一次碰面，见他在编辑照片和文字，
我问他为啥每天都要重复做一件事情，

他说：“现在有微信真好，发个朋友圈，记
录一下生活中的小确幸，以后老了可以

回忆；感谢一下身边的亲朋好友，他们都
是我的‘恩人’。”他说得带劲，我不由得

心生一种幸福感。
最近，上海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的

工作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创城志愿者”
队伍里又能常常见到“老戴”的身影，穿

上那件橙色的志愿者背心，“老戴”精神
抖擞、神采奕奕，我不得不为他再次竖起

大拇指。算算我们认识也有好几个年头
了，在我的小小世界里，有着这样一位热

爱生活、热爱事业，又有意思的“忘年
交”，是我的荣幸，更是我的幸运。

    乌鸦常披着乌黑的羽毛出现在人们身

边，可人们并不喜欢它，“乌鸦嘴”更是让人
讨厌。而作家伊人笔下却出现了一只白乌

鸦，她又是怎样的呢？
这只白乌鸦叫白月，外形像白鸽，羽毛雪

白，可她的嘴却是典型的“乌鸦嘴”。白月没有
父亲，也没有许多朋友，大家都认为她有“白

化病”，都在躲避她。为此，白月很苦恼，她找

了很多白色的朋友来证明自己没病。为了找
到父亲，她向老鹰、白鸽、海燕取经，苦练飞翔

本领。功夫不负“小白月”，她终于如愿以偿，
不仅找到了父亲，还解放了 97只鸟，打败了

大师，最终与父母生活在一起……
看到“我要变黑，就是要变黑”这一个故

事时，我差点笑出声来。白乌鸦居然想变黑！
这让我想起三年级时写的一篇作文———《爱

美的小黑熊》，文中那个爱美的小黑熊拼命
想变白。白的想变黑，黑的想变白，都觉得

别人拥有的就是最好的……哈哈，没想过，
我和大作家的想象力撞车了！

整本书由 79个故事组成。作家
以奇趣的想象，诗歌般的语言，书写

了白乌鸦系列故事，有味有趣地展
现了白乌鸦的智慧和善良。

非常高兴，我的书桌前飞来了
一只白乌鸦，在她的陪伴下，这个礼

拜我过得有趣而充实。

    每当读起“何处望神州？满眼

风光北固楼。”这句词时，我都盼
望着能去北固楼看一看，观“不尽

长江滚滚流”，并品味它悠久的历
史。今年暑假，我有幸来到镇江，

参观了北固楼。
当我来到北固楼前，第一个

映入我眼帘的是毛主席题写的

“北固楼”牌匾。这三个金色的大
字在阳光的照耀下显得熠熠生

辉。北固楼是一个三层高的阁楼，

层与层之间由木制楼梯连

接，每层都有一个看台，从
那里可以看到滚滚长江。

当我再深入探索北固楼
时，发现它也是一个丰富

的艺术宝库：许多名人的

书法和画作都被珍藏在这里。有的画着两条

鲤鱼在水里戏耍；有的画着古装女子在翩翩
起舞；有的画着凤凰优雅地在天上飞翔……

美丽极了。
登上北固楼，看到浩浩荡荡的长江从北

固山脚下流过，壮观无比。湛蓝的江水像是与
天融为了一体。鸟儿在波光粼粼的江上觅食，

它们把喙伸入水中，不一会儿，就捉到了一条
肥美的鱼。几叶小舟从江上驶过，船夫的摇橹

声与水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美妙的音乐
声。一阵微风吹过，我闭上眼睛，感觉身处在另

外一个世界。这让我想起辛弃疾当年在这里作

词《南乡子》时的场景，真是好一派英雄气魄！
说起北固楼，你知道他最著名的历史故

事是什么吗？没错，就是刘备招亲甘露寺。相
传孙权当年为了夺取荆州，假意让妹妹孙尚

香嫁给刘备。刘备不知道该去还是不该去。正
当刘备犹豫不决时，诸葛亮给他出了个主意，

让赵云带着一些士兵到东吴把这件事宣传了
出去，于是东吴人民都知道了。而且，孙权的

母亲还特意在甘露寺召见刘备，并把女儿许
配给了刘备。

这次北固楼之行，我不仅欣赏了长江的
美景，也更加深刻地了解到了北固楼的历史

典故。

    “礼物来了！”随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两

个大箱子被搬进了教室。一罐罐可乐被一一
拿出，红色的背景上用白色烙上了每个人的

名字，同学们一拥而上，寻找着独属于自己的
印记。一时间，喧闹声、快门声、哭泣声交织在

一起……
那瓶可乐是我最珍贵的礼物，它是那么

的普通，又是那样的让人久久不能忘怀。

夜深了，校园内却依旧灯火辉煌，空气中
弥漫着青春的气息。

晚上七点的钟声响起，一瞬间，所有的声
音都静了下来。主持人甜美柔和的嗓音与身

后 PPT上的一张张图片，让人回忆起了一同
度过的温暖时光。
看罢班主任的长信，班级中响起了

一片啜泣之声，滚烫的泪水缓缓从我的
眼眶中流下，沾湿了手中的信纸。很快，

我们就要与这个相伴三年的地方说再见
了……天边的圆月散发着清冷的白光，

使我不由得想起“何事长向别时圆”的千
古绝唱。

晚会在回忆与感怀中逐渐接近了尾声，我与

其他班委一同登上了舞台，虽是脸上泪痕未干，大
家却都很有默契露出了最灿烂的笑容。“一样的月

光……一样的笑容……”我站在好友身边，与

她一起放声高歌，心中却百感交集。
在班级中，我从未能够在每年的合唱中占

得一席之位，好不容易有了机会，理应当高兴
才是。可看着一张张熟悉的脸庞，又想到不久

后的分别，却是“唯觉樽前笑不成”了。窗外，长
烟一空，皓月千里，如此良辰美景。

今夜，注定是一个难忘的夜晚。

班主任拿出我们前两年拍摄的合照，
那些纯真的笑容真是令人怀念感叹。同学

们不约而同地走向了那一个个属于自己的
位置。三年来，这位置从未改变过。尽管照

片无声，可它却真真切切地记录着我们的
变化，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记录着我们的

同窗友谊……
教学楼的灯一盏盏地熄灭了，在皎

洁的月色下，大家依依不舍地走出校门，
回望那熟悉的红房子，只觉它是那么的

高大，那么的温馨。
也许，对我而言，珍贵的不是可乐本

身，而是在它背后三年的同学与老师们。
是他们，在这三年中，关注着我，陪伴着我，教导着

我；是他们，成就了如今的我……他们，便是人生
送给我最珍贵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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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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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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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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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月儿在天边捉迷藏
不愿问 它的归期

    如果有人问我，你喜欢什么

动物？那我会回答：“我喜欢小
狗。”

我家有一只小狗。它浑身雪
白，两只机灵的耳朵“挂”在头的

两边，一双眼睛闪着智慧的光芒，
小巧的鼻子下，有一张笑起来甜

甜的、无人能敌的嘴巴，因此，我

给它取名叫“甜甜”。
“甜甜”要是高兴，比谁都温

柔可爱：用舌头轻轻舔你的脸；把
头伸过来让你给它挠挠；在你画
画时，它跳上桌来，冲

你摇尾巴。它若是不

高兴啊，无论你给它
说多少好话，它也一

声不吭，连尾巴都不
摇一下。

“甜甜”是个吃
货。有一次，妈妈烧了

一个排骨汤，那味道
可香了。“甜甜”抬起头，闻了闻，飞快地跑

到我面前，狂叫起来：“汪！汪！汪！”我看它
好像想吃骨头，所以对着我叫。可我喜欢开

玩笑，就故意不理它。“甜甜”急了，又装出
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看着我，我心一软，只

好扔了一块排骨给它，它高兴坏了，连忙用
嘴衔着骨头，还向我点头致谢呢。看着它那

样子，我忍不住笑了起来。

“甜甜”有时生气起来，也挺可怕呢！
有一次，我和“甜甜”玩游戏，我用手指

拿起一块肉，离它的头有一段高度，让它伸
头来咬。可“甜甜”总是咬不到，它左跳右

跳，连碰都碰不到一下。我嘲笑它：“哈哈！
跳都跳不高！”“甜甜”生气发怒了，突然一

下跳起来，差点把我的手指咬伤，吓得我
“啊”的一声尖叫，连忙松开手指，肉掉了下

去……从这以后，我再也不敢和它玩这游
戏了。

“甜甜”真是一只可爱的小狗。

我喜欢“甜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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