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是中华文化的根源，诗是

中华人民的情感，诗更是中华民
族进步的阶梯和宝贵的财富。

我第一次听见、了解诗差不
多是在幼儿园的时候。我依稀记

得我和别的同学坐在一张长板凳
上，人手一本诗文集，老师念一

句，我们回一句。咿咿呀呀地念

着，只感觉这几句诗句读得顺畅，
有韵味，可并不知道诗中的意思。

但为了多听这些有韵律的句子，
我一回家就拽着邻居老爷爷，要

求他给我念诗。
爷爷是一名退休教师，听外

婆说他是教语文的，对诗词特别
有研究。爷爷有个怪习惯，每次

念诗和看报读书时总要点一根

沉香。我平时很讨厌那种味道，
可为了听诗还是乖乖地坐在了

他的身边。
那是一个夏夜我和爷爷两个

人坐在阳台上，他戴着老花眼镜
眯着眼一手拿着泛黄的诗集，

一边将沉香点燃，烟气笼罩了
我和他。“明?几时有，把酒问

青天……”爷爷缓缓地念着，用手
拍着节拍，我仔细地听着，一缕缕

香气飘过我的眼。我一抬头，看见

?亮在我眼

前行成一个
雾圈，变模糊

了。此刻我对
沉香的厌恶

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沉醉———

沉醉于那美丽的景色和爷爷的念
诗声中去了。心中升起对诗的喜

爱和对爷爷的敬佩。
我稍微长大了，爷爷依然给

我念诗，爷爷边念诗，我边思考，
这首诗是什么意思？诗人为什么

要写这首诗？一个个问号在我脑

海中闪现。“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空悲切！”爷爷念到这里停下来

了，微笑着转过头，和蔼地看着

我，我脑子飞快地思索着，莫是不

要，闲是休闲，悲是悲伤。突然我
脱口而出：“要抓紧时间啊！”爷爷

笑了，接着念下去。我怔住了，蓦
然，我明白了诗的含义。诗就是诗

人所寄托的情感啊！我那时真正
明白了诗，明白了人为什么要写

诗。就如爷爷和他的沉香一样，像

一粒种子一样，埋入我的心中，不
断发芽，长成诗的大树。

我现在依然学诗，诗使我明
白了许多人生哲理，这使我受用

一辈子，而这些都离不开诗的帮
助，它像一朵花，在夜深人静时悄

然开放，为那些努力追寻它的人
们增添生活的趣味。

    《红楼梦》置于大书架的 C

位，少儿版《红楼梦》置于小书架
的角落，刚收到书籍时，我曾受其

盛名影响，迫不及待地打开、阅
读。谁料读起来还是有点磕磕绊

绊，我就将她置于角落。
于是爸爸告诉我，《红楼梦》

虽是长篇小说，但每个章回都可

以独立阅读。搞建筑的老爸推荐
我先读“大观园试才题对额 怡红

院迷路探深幽”。闲时，我将信将
疑地再次翻开《红楼梦》———宝玉

被父亲贾政逮住，拉着一同去逛
为娘娘回家省亲而建的园林。贾

政带着宝玉行走于园林之

间，沿着水系，一路曲径

通幽，潇湘馆、稻香村、
蘅芜苑———它们竟一一

展现在我的眼前，让我
身临其境。每到一处，贾

政还要宝玉为这些楼亭

轩阁取名、写对子，而取名、题字都十足用

心，众人皆说满意才算过。我忽然醒悟，原
来往日所见的古色古香建筑上的匾额、对

联都隐含着主人建园时的一片深意。
一个周末，我们一家驱车到了苏州，游

览负有“园林翘楚”之名的拙政园。读过了
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我对游园有了些许

心得，不能错过的是景，更不能错过的是那

些墨宝。正门上方嵌入石墙三个金色大字
“拙政园”。我问爸妈名字由来，他们纷纷摇

头。“拙如果是笨拙之意，政是政治，那主人
大概是不善于官场，被贬了吧？”我回想着

宝玉给景物取名的思路，猜测着。爸爸打开
百度百科，其中记载名字由来与我的猜测

一致。这让我对此番游园又增加了几分兴
致。园林西边在一个伸入水中的小岛上，有

个三面环水的扇形亭子，名为“与谁同坐
轩”。我反复嘀咕着这名字，越读越觉得像

词里的句子。打开百度搜索，原来是东坡居
士在仕途失意时所作的词。拙政，与谁同

坐，我似乎感受到了 500年前园林的主人
在官场上受挫后，寄情于园林的心意。

这就是我与《红楼梦》之片段的故事。
当我再次起程远行时，我看待山水，会有了

另一番思考；看待亭台楼阁，会试图理解那
些墨宝赋予其中的含义。时下常说，生活中

应该有诗和远方。那就从阅读开始，书中有
诗，也有通往历史远方的钥匙。

    我们心中与眼中的北京一直都是这样的画

面：无穷无尽的车辆穿梭在如江般宽的马路上；路
旁的霓虹灯耀眼璀璨，为行人和店铺带来丝丝光

芒；街旁的高楼拔地而起，好像要直冲云霄；行人
们不紧不慢地散着步，穿梭在琳琅满目的商铺旁。

的确如此，北京正在不断慢慢地变化，从农村
小院到高楼大厦，从坑洼道路到柏油马路。

但有一点，藏在交道口附近，一条长长的巷

子———南锣鼓巷，让我看到了北京不一样的美丽。
一天下午，我从黑芝麻胡同这条东西走向的

巷子放学回家。往前走两步，竖起耳朵一
听，巷子的干道上，人声鼎沸，游客络绎

不绝，在这一眼望不到头的南锣鼓巷里，
有着店员的吆喝，有着游人的喧闹，更有

着别样的鸟叫声，大大小小的灯光映衬
在地面上，游人的肩膀上、屋檐上———这

是现在繁荣的南锣鼓巷步行街。
每一条巷子都会有不同的支巷，不经意间我瞥见支巷里

有一颗破土而出的芽，这把我吸引了过去。我向巷子深处走
去，就好像进入另一个世界：黄昏下微弱的阳光照耀着几根藤

蔓，搭在一棵古树上，一阵微风吹过，藤蔓随着风左右摇摆着。
古树的底下坐着一位拄着拐的老奶奶，和一位年轻气

壮的小伙子聊天，时不时传来笑声。虽然她的脊背已经弯屈
了，但她的精神，她的生活，和她的年龄大不相同。两旁的四

合院屋檐下“滴答滴答”落着还未被蒸发的水珠，有快有慢，

形成了不同的乐曲，这又为巷子增添了别样的风趣。
等我返回巷子时，那颗破土而出的芽，在短短的十几分

钟内，就挺直了身板，这大概就是北京的缩小版吧。在这几
十年内，北京就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里独有的风采并没

有消失。四合院，古巷子，老古树等等这些都未失北京的风
采，而是一个点睛之笔。让这些古老的历史，有意义的地，都

留存了下来。这也许就是北京最美丽的地方！

    顽强的毅力可以征服世上任何一座高峰

———题记
成长，需要多久？你可能会说要很久，可我却

认为，成长，有时只是瞬间的事。
还记得那是一天早晨，我迷迷糊糊地醒来，感

到头一阵晕，我叫了妈妈给我量了一下体温，天
啊，只听妈妈一声尖叫，“38℃了！”我的脑子瞬间

“嗡”了一下，令我最恐惧的并不是高烧，而是还有

几日就期末考试了，要是因为病情而耽误了考试
怎么办？想到这里我又猛地想起我这时应该好好

养病才能争取挽回损失。我喝了妈妈拿来的退烧
药，又睡了一上午，起床后虽然依旧有些晕乎乎

的，但感觉好多了，精神了不少。
之后我又休息了一天便去上学了，正赶上一场

模拟考，让我没料到的是我两天没有去上学，竟落下
这么多知识点，模拟考也只考了 83分，此时的我心灰

意冷，蜷缩在自己的秘密基地里（小书房），眼泪不争
气地流了下来，当我的眼睛斜到别处时，不经意间看

见了一张蜘蛛网，一只蜘蛛悠闲地在品尝落网的小虫
子，它似乎在嘲笑我气急败坏的样子，我一气之下将

它捣毁了，可谁知，也就几分钟后，我再次注意到这
角落时，蜘蛛竟又织出了一张崭新的蜘蛛网，我不

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我突然悟到了什么，连蜘蛛受
挫后都能重新振作起来，我为什么不能
呢？我若有所思后，决定再次开始奋战。

拿出数学错题本，把所有的错题重做
一遍，拿出语文古诗词，把诗词的注释再

默一遍，拿出英语词汇本，把书上的词语
全写一遍，哪怕废寝忘食，哪怕夜以继日，

哪怕筋疲力尽———也要学一学蜘蛛顽强的毅力! 功夫不负有

心人，经过我的努力，我在期末考试中成功逆袭取得了成绩。
成长有时真的只是一瞬间的事。

    由于前往市区参加考试，我也加

入了行色匆匆地挤地铁大军，如往常
一样匆匆忙忙的来到安检，抬头一看，

熟悉的黑压压的人群明显比以前更稠
密了些。

临近春运，地铁里的人更多了起
来,很多人扛着笨重的行李在过道中穿

行。这也预示着他们在乘坐自己今年

在北京的末班车，接着便在自己久违
的家中度过最难忘的一段幸福时光。

市中心的线路是最拥挤
的，我和妈妈在人潮中前行，

周围是一团团的热气。刺眼
的灯光打在银色的护栏上，

泛着寒光，我顺着光看去，发
现一位老者，看起来六十有

余，颈上有黑红的胎记，他那
双眼睛格外黑亮，眼角的皱纹能看出这一生的

沧桑。老人的眼神是真挚、朴实的，不时的拿出
手机，目不转睛地盯着看，我猜一定是家人的信

息，才能使他如此期盼。顿时，我的目光与他交
汇，对他笑了笑，便继续赶路了。

进站时人群的移动很快，但似乎所有人都
嫌太慢。后面的人群越来越稠密，身后的那股压

力越来越重，人们的身体不受控制地前倾。

“呜———”地铁呼啸而来，车头出现，减速，停
下，随着叮的一声响，车门打开。每一个程序的完

成，我都能感觉到背后的力量正在慢慢加重。
车门打开的瞬间，站在最前面的我下意识

地迈步，但身体似乎已经不受自己控制，急速向
前，瞬间，我就被挤进车厢，“砰”的一声，我撞到

了最里面的铁皮墙。“妈———”我呼喊着。“在这
呢。”我循着声音望去，终于在一个角落找到了

也被挤到一旁的妈妈。正在我们隔着人群相望
之时，忽然听到旁边有人喊“有人摔倒了！”我快

速寻找，但人真的太多了，乱糟糟一片，根本无
法看到被撞倒的人。

这时候车门又开了，提示音响个不停，让我心
中慌起来，“快！快！快！”只见地铁工作人员匆忙跑

了进来，将那人搀扶起来，在踮脚张望的时候，我
看见被撞倒的人颈上有着胎记，莫不是那个老人？

顷刻间，我心中一颤。“扶起来，扶起来，大爷您没
事吧？”一个热心肠的姐姐关切地询问着，话语中

带着焦急，“您能听见我说话吗？”姐姐眉头紧锁，
眼里也透着纯真的光。旁边围过来的人越来越多，

有人为他递上热水，更有人让出自己好不容易
“抢”来的座位。这一刻，我感受到了众人心中的光。

这之中，有淳朴、炙热、朴素的光，更有热
情、无私、暖心的光，这一束束闪耀的光，照亮了

我的心，也照亮了我前行的路。

    “窗含西岭千秋

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从这句诗可以看出，唐

代著名诗人杜甫对冬
天情有独钟。我与这位

“少陵野老”一样，也是
十分喜爱冬天，爱它的

一花一草，爱它的一枝

一叶；爱它的冰天雪
地，爱它的天寒地冻；

爱它的多姿多彩，爱它
的五彩缤纷……

记得去年春节前，
妈妈带我去北

京游览了一个

星期，首都的冰
天雪地给我留

下了难以磨灭
的印象。11 ?
底的周末，爸爸载着妈妈、我和弟

弟去了东城街道周屋农田基地观
看收割稻谷。以前我耳濡目染地

以为稻谷一定是在秋天收割的，
其实有时候稻谷也可以是在入冬

时收割的。到了周屋，首先映入眼
帘的不是课文中所说“由稻谷形成

的金色的海洋”，而是一片光秃秃

的土地。我不禁很疑惑，放眼望去，
才发现原来收割机已经收割了大

半块地了。观察了一会儿稻田里的
收割机，我觉得很没趣，正想招呼

妈妈回去，只见妈妈静静地坐在田
埂上，用手随意地拨弄着稻草，一

脸陶醉地看着天空。我顺着她的目
光望去，发现天空竟然是别有一番

风味：太阳公公被白云遮住，就像
披上了一张洁白无瑕的面纱。白云

的轮廓披着一层金光，看上去像
是一个顽皮的小孩用画笔胡乱勾

勒而成。这真是太神奇了！我不由
得发自内心地感叹：大自然真是

一位技艺精湛的艺术家！

妈妈碰了碰我，将陶醉在美景
里的我“拉”了出来。接着，她指了指

东边，说：“学仕，你看！那边就是还
没有被收割的稻谷。”我看过去，发

现正如妈妈所说：一根根稻草密集
地长在一起，真的形成了金色的海

洋，随着一阵接一阵的微风，又卷起

一朵又一朵的浪花，看上去生机勃
勃。那麦芒十分细小，你如果身处稻

田中，会感觉到似乎有一个“隐形

人”在淘气地挠你痒痒。妈妈一脸
向往地说：“我们小时候，就是光着

脚丫在这样的田埂上玩的……”讲

完她的童年趣事后，妈妈又给我和
弟弟编了两个草球。弟弟高兴坏了，

估计是他从来没有玩过这种老一辈
的玩具。他和我互相追逐、嬉闹着，

妈妈在一旁像忙碌的摄影师般捕
捉着我们俩的快乐镜头，我们在松

软的稻田上尽情地奔跑着、欢笑
声穿过稻田传向美丽的天空……

冬之韵，美丽动人，我是如此

地眷恋你！请让我变成一朵梅花，
挺立在那寒风凛冽的草地上！

    我的家里又新增了两位“成

员”，分别是一个声控音箱和声控
台灯。这还要多亏了我的妈妈，她

把这些东西买了回来，希望我能

更好地学习。先来说说这个音箱
吧。音箱是声控的，十分智能。我只

要叫声“小雅小雅”，它就会说：“小
雅在呢，请说。”你只要说出你的要

求，比如想听什么音乐或者来一段
相声，都可以满足。我觉得唯一有些

美中不足的就是这个音箱里的曲库
只有老歌，很难搜到现代潮流的歌

曲。还有，如果你普通话
不标准，一定会被逗乐。

因为普通话不标准，让音

箱听错了的话，你点的歌
曲很有可能就是另外一

个毫不相干的歌了。

台灯也是声控的。我觉得十分有趣的

是，这个台灯上面有一个白色的橡胶小鸟。
我看了看上面的控制板块，按了“夜灯”键，

上面的小鸟就散发出了一层淡黄色的光
芒。它们有三种灯光，一种是白色的，另一

种是蓝色的，还有一种是黄色的。我十分喜
欢黄色的，很有温暖的气氛。最关键的是，

这个台灯在你无聊的时候，你可以与它对

话，还能朗读许多有趣的绘本故事呢。
自从这两个有趣的小玩意儿来到了我

们家，我爱不释手，不停地把玩着它们。从
小到大，我有许多心爱的东西，大都坏了，

如今我又得到了两个这么珍贵的东西，当
然要好好珍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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