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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作文
    当灿烂的太阳跳出了你东海的碧波，你

的青藏高原上依然是群星闪烁：当你的北国
还是那银装素裹的世界啊，你的南疆早已到

处洋溢着盎然的春色，我爱你———中国！
发生在 70年前的那场让全世界为之震

惊的抗美援朝战争，最初我也仅仅是从电影
《上甘岭》《英雄儿女》中认知的。今天，面对已

经解密的浩繁的史料，我不由得想，在“一条大

河波浪宽”的优美旋律中，我们是否真正了解
这场让中国人民付大巨大牺牲的战争，是否真

正理解它对于我们的今天究竟意味着什么？
朝鲜战争爆发，战火烧到鸭绿江边的时

候，我们年轻的共和国才诞生九个月。中国人

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时候，新中国

也才只有一岁。一个遭受连年战火，经济和
军事实力都相当薄弱的国家，面对世界经济

军事头号强国的挑战，应该说是十分艰难
的。然而，中朝人民最后取得这场战争的伟

大胜利。如果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让全
世界看到一个伟大民族的觉醒，那么，抗美

援朝战争的胜利，则让全民界看到了中华民

族的伟大力量。
伴着静静流淌的鸭绿江，一排黑褐色的

木桩依旧醒目，那便是丹

东鸭绿江燕窝铁路桥遗
址。丰水季节没在水里，枯水季节横江矗立。

虽然经历了七十年的风雨，但它依然稳立江
中，向我们讲述着不能忘却的胜利。

在朝鲜战场上，我们有的是勇敢顽强和
对祖国的忠诚。在志愿军里涌现出无数的英

雄，杨根思、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毛主
席的儿子毛岸英烈士也光荣牺牲在朝鲜战场

上。三年多的艰苦作战，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

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

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
世界和平。中朝两国军队终于把侵略者赶回

到三八线以南，迫使美帝国主义签订了停战
协定。

我们纪念抗美援朝，就是坚信正义终将
胜利，英雄精神不朽。让我们记住 10月 25日

这一值得骄傲的日子。

我们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好好学习，
努力成为国家的栋梁，为建设和保卫美丽的

家园作出自己应尽的贡献。
让我们致敬英烈。英雄在远行，英雄从未

走远！

    英国作家塞缪尔约翰逊曾经

说过：“最明亮的欢乐火焰大概都
是由意外的火花点燃的。人生道

路上不时散发出芳香的花朵，也
是从偶然落下的种子自然生长起

来的。”
曾经的自己是不爱读书的。

每看到一本书，尤其是名著，我便

觉得这些书读起来十分困难，久
而久之，便产生了一丝反感。正因

为这个原因，我几乎从没有仔细
阅读完一本书，最多只是随手翻

翻，知道情节后，便抛至脑后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

学校顶层有个不起眼却
无比温馨的图书馆。出

于好奇心，我缓缓走进，
四处环顾，本本书籍整

齐地排列在书架上，多
而不杂，赏心悦目。我随

手拿下一本，还未细看

书名，它便散发出淡淡的书卷气，再看书名，

只见几个清秀的字一一呈现在我的眼前——

《红楼梦》。或许是因为它的名字自小便被我
所熟知，或许是因为图书馆的氛围不断煽起

我对阅读的兴趣，那个不爱看书的我竟不受
控制地打开了第一页。怎么这么好看？！名著
不都是高深莫测的吗，为什么我却越看越起

劲呢？我嘟囔着，好奇地翻到下一页乃至下一

章。只因为这本书带给我的吸引力，我借下了
这第一本能让我沉迷其中，无法自拔的书。
那一瞬，我偶然发现，名著其实离我们并

不遥远，细细品味，书中的世界妙趣横生，因

为它用尘世间的富贵享乐，去衬托人性的善
与恶，家族的衰与兴。

这次偶然的经历，将我与书联系了起来，
开启了我不断阅读，求知真理的大门。

在阅读《红楼梦》的过程中，我不仅了解的
是一个家族兴衰的过程，更学会了提问与思考。

为什么小说开头没有直接进入主题，而是以道
士和尚的对话开头？为什么贾宝玉没有和林黛

玉走到一起？为什么在林黛玉与贾母谈话时，
其他人都不吭声，唯有王熙凤敢大声说笑，不顾

自己的礼节？这一个又一个的问题在阅读时充
斥着我的脑海，令我费解。更给了我动力，阅读

下去，注意细节，尽己所能找出答案！我尝试去

圈画，咬文嚼字地推敲那些诗句的含义，查阅词
典，了解那些词语的内涵与象征意义；我尝试

去提问，与父亲花了整整一个上午去讨论各
大人物的形象和性格；我尝试去查阅资料，了

解红楼梦在其他人眼中的样子。
不觉间，我读完了这本只因偶然翻阅而

喜爱上的名著，甚至一一解答出了曾经提出
的疑问。因为自己偶然间的尝试与探索，我第

一次与小说人物一起品味人世的沧桑，第一
次领略作者生活的那个年代，第一次了解封

建思想和苛刻的礼教所带给人们的愚昧无知
与荒唐。

恍然间，我发现，阅读也可以有不同的层
次和方法。相比儿时读书时单纯地去探寻书

中的趣味不同，走进名著的世界，带给我更多
的是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

在一个个宁静的傍晚，我睁大眼，凝神与
小说人物一起哭，一起笑，时而痛苦，时而欢

笑。月影扑朔迷离般细碎洒下，缕缕月光，照
进字里行间，照进自己因阅读而不断充盈的

内心，照亮那个不断蜕变的自己。
而这一切，只因为一场偶然。

一个人要是一直留在原地，便看不见世
界的色彩；一个人总是困于自己的内心，便感

知不到生命的乐趣。感谢，这生活中的一次次

偶然，她们，皆是生命派给我的礼物。

    我的爸爸妈妈工作繁忙，平时白天没

有时间来照顾我，可又不放心，外婆住得
远，所以这个重担便落到了阿娘的身上，所

以可以说阿娘是我除了爸爸妈妈以外最亲
近的人。阿娘对我来说是可亲可敬的，她

矮矮的，胖胖的，头发剪得比耳朵还要短，
带着点微卷，眼睛一直笑嘻嘻的，一笑起来

皱纹便悄悄顺着松弛的皮肤爬上眼角，嘴

巴也就紧跟着咧了起来。阿娘属狗，我也
属狗，她常常笑着对我说，她是大狗，我是

小狗，大狗在白天就是要保护小狗狗的。
小学的时候，每周五的晚上我都要去

少年宫学习舞蹈———学的舞蹈动作早已忘
却，一直记着的是每次出发前，阿娘都会盛

上满满一碗全是排骨的排骨土豆汤，我一
边快马加鞭地吃，她一边不紧不慢地帮我

扎麻花辫，头发老长就是不肯剪，她经常一
边扎一边说：“成成你的头发那么长，

编起来要到腰嘞! 你是不是在舞蹈班

里跳白毛女的啊？”我那时太小，不懂

白毛女是什么东西，“哎呀，不就是那

个小姑娘喜儿么！”随即唱道：“人家的
闺女有花带，你爹钱少不能买，扯上了
二尺红头绳，给我喜儿扎起来……”随后声音

越来越小，也不知道在嘟囔些什么了。每次暑
假也都和我躺在席子上，开着空调，和我讲着

白毛女的故事。对那时的我来说那故事还是太
深奥，经常讲着讲着就迷迷糊糊睡着了，但还

是牢牢记住了“扎红头绳”和“北风吹”这两首
歌。等到稍稍大一点的时候，我看了白毛女的

舞蹈演出，再想起儿时的回忆，不禁感到可笑
而又感动———可笑是指这么高精度高力度高

难度的舞蹈动作对年幼的我来说是几乎不可
能做到的；感动则是就算她明知我几乎完全做

不到，但是仍然坚信那小可怜的几率，可能是
她心中年轻的舞蹈梦吧。

阿娘祖籍是温州瑞安人，有的时候会教我
几句温州瑞安话。她掰着手指头，表示各种数

字，比如一是读“呀”，二是读“嗯”，三是读

“嗖”，四是读“斯”等等，读音和普通话完全
不同。当时年幼的我不知道温州话可以说

是比中文本身还要困难复杂的区域性语
言，我能够说几句，能够听懂几句，也算是

有小小的收获和心得的。
阿娘热衷于看美食和养生节目，但就

算是在如此庞大的烹饪知识的熏陶下，阿

娘烧的饭大部分时候实话实说，非常难吃，
有时会令人不禁疑惑不已，到底是经历了

什么过程才会变得如此奇妙甚至大脑都为
之震撼的菜。但即便如此，在那么多奇妙的

饭菜里也是有一些可以令人流连忘返的。我
记得很清楚，在小时候的暑假里，阿娘教过

我怎么做可丽饼，做好以后摊上新鲜的苹果
丁，可丽饼的香甜配上苹果脆脆的口感，还

是在我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吃完可丽
饼，就躺在席子上，给我讲她新编的故
事，还有已经重复上百次的小老鼠去工

厂偷东西的故事，讲了一遍又一遍，尽
管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可是我仍然

会睁大眼睛问：“然后呢！”一旦与我听
过的情节不匹配，也会叫着打断道：”错

了错了！”阿娘会嘬口手上的大头盐水棒冰，笑

着对我说，：“那你给我讲吧！”我就会兴致勃勃

继续接下来的故事，讲得津津有味，意犹未尽。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也对她有一些话而感

到不耐烦———阿娘是一个很啰嗦的人，这点全

家人全票通过，和她说的话也渐渐减少了，基
本都是她一个人在自言自语，嘟嘟嚷嚷，而这

次新冠疫情更是让见面机会一次又一次地减
少，阿娘也每天打电话来，就为了和我说说话，

听听我的声音，有时候我也会感到自责，自责
自己为什么有的时候会对她不耐烦，不肯多说

一句话，并且在小学和初中的时间里，我从未
在任何作文中写过阿娘，倒是外婆外公常常出

场，在种种心情的驱动下，让我写下了这位令

我可亲可敬的老人，这位伴我成长的老人。

    食堂是我们享受食物的地方。

食堂的种类多种多样，例如：工人食堂，

军人食堂，学校食堂。学校食堂是一个充满
“对比”色彩的食堂。

先走进我们小学的食堂，款式新颖的桌

椅遍布了各个角落，由于每日清洁使得整个
食堂看着干净整洁。当然，这些都不是重点，

主要是饭菜。先看一看老师的饭菜：白白嫩

嫩、颗粒饱满的米饭；炸的金黄酥脆的鸡腿；
烧的酱汁流出的红烧肉；炒的酥嫩焦黄的鸡

蛋。为老师打饭的同学，都流出了口水。再看
看同学们的饭菜：早饭是灰黑色的胡辣汤或

汤多饭少的麻食；看看午饭：煮的又软又咸的
菠菜泥；炒的又油又焦的土豆丝；硬得咬崩牙

齿的腐竹；煮得入口便化的

粉条；偶尔吃得到红烧肉，

也是冷得难以下咽。有一次，停电了，学校做
不了饭，却仍给老师们供最好的食物———冷

面。看着老师们手中辛辣酸甜的冷干面，我们
不由发出阵阵唉叹。再看看我们的饭：在暖气

片上加热的米粥。这里的对比色彩实在太强
了！后来，食堂改造了，据说食物十分可口，但

我却再也不想去品尝了。

上了初中以后，饭卡制逐渐走进我们的

生活。吃什么都要刷钱，相比之下，这里的饭

菜要可口许多。老师和同学们在同一食堂吃
饭，自然也就没有了饭菜的分别。可是这里的

同学似乎都极想来食堂吃饭，他们几乎每个
课间都要去一趟。可老师们只有到了放学的

时候才能吃到饭。对比一下老师的饭菜就大
不如学生吃的那么丰盛了，就连校长，都没有

他旁边的同学吃得好。

老师为我们付出了那么多，他们才应该
吃得丰盛一点，而这师生平等，似乎又难以

达到。
食堂在不断的变化，饭菜质量也不断提

升，师生们的饭菜也逐渐相似，理想的食堂将
要呈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终于开学啦！终于不用

再隔空击掌！”我记得很清楚，这是
校园电视台在疫情九个月之后重

逢的第一期节目开场主持人所说
的一句话。是啊，九个月了！校电，

周五清晨的你，我们又重逢！
因为疫情，我们校园电视台只

能转战微信公众号，用“夜读者”

“奇迹唱片行”来和大家云
见面。与疫情到来之前不

同，没有了星期三的录播，
没有了星期四的分剪和总

剪，感觉生活空荡荡的，每
天写完作业之后就“无所事

事”，真的十分怀念校电，怀念每周五清晨的

第一抹晨曦。
终于！现在！又能在星期三看到主持人的

录播，又能去进行视频的剪辑，又能在星期五
和校电见面，这心情简直不言而喻！

不只是我自己，第一期节目的主持人也
都怀揣着满腔热血，录主持词时一遍通过，饱

含着激情，饱含着对校电的无限憧憬，对新学

期的期待，以及对疫情暂去的欣喜，对和同学
相见的欢悦，无论是学长学姐还是学弟学妹，

无一例外。

第一期节目的制作相当精彩，每一个校电
人都为这来之不易的第一期节目不懈努力。为

了这阴霾散退后的重逢，在开学前就已经开始
谋划，从“云例会”到线下相见，大家辛苦了！

从新初一新高一的“入学教育”到万众期
待的“开学典礼”；从“一起看电影吧”到“亲爱

的爸爸妈妈爱心绝对寄语”，每一个栏目都汇

集了九个月没有见面的激动，汇集了校电人
的希望和期盼。终于，在新开学后的第一个星

期五，校园电视台精彩又绽放！
“每一次击掌，总会有美好发生！”疫情终

会散去，一切又将会是全新的开始，从这个学
期开始，校园电视台还会在每周五的早晨和

大家重逢。期待着！我们，不见不散！

    说起我妈妈，我想给她起个名字：多肉女

王。这个多肉可不是说她肉多啊！而是我妈妈
养了一阳台的多肉植物。

妈妈养了各种不同品种的多肉，名字都特
别奇怪，我知道的就有：十二卷、黑爪、碧桃、吉

娃娃、紫罗兰女王、乌木等等。有些多肉就长得
特别奇怪，比如妈妈很喜欢的一盆叫圣诞十二

卷，浑身长满红红的疙瘩，看得我吓丝丝的。她

还想把这盆放到我桌上，我赶快拒绝了。
妈妈为了她的这些多肉，可是操碎了心。

就是配土都要费些工夫。土必须选草炭土，还
要配上好几种的小石头，有深黄浅黄的、咖啡

的、淡绿的、白的，数数都有十多种了。把这些

小石头都放进土里搅拌

均匀。配好土之后，种还
得花好多功夫，有根的

要配深盆；要控养的得
配拇指盆，盆底都得配

上大小合适的陶粒用来透气漏水。这些都准备

好了才能开始种。最后种好之后，还得根据盆
和多肉的颜色，配上合适的铺面石。我最喜欢

的是一种叫“虹彩石”的，是用多种不同颜色的
小石子拼起来的，五颜六色十分美丽。

多肉女王可不是这么简单的，不是光种好
了就行的。要下大雨了，妈妈会把放在外面的多

肉都收进来。过段时间就给所有的多肉换位置，

妈妈说这是为了保证所有的多肉都能晒到太
阳。每天下班回家，她都要在阳台上欣赏好一会

儿自己的宝贝。真是名副其实的“多肉女王”啊！

远行英雄从未走远
陈昊
上海市
沪新中学

高二（1）班

偶
然
的
发
现

刘恩彤
上海市

世界外国语中学

八（1）班

可
亲
可
敬
的
阿
娘

谢昕炜
延安
初级中学

八（6）班

食堂 冯思琦
西工大附中
初二 A4班

重
逢

张雅涵
北京市

第一七一中学

初二（8）班

《山水》国画
刘筱岳上海市浦东新区金陆小学四（2）班

我们家的多肉女王 朱馨瑶
上海二师附小
三（2）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