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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作文
推开那扇斑驳的木门，

里面是老屋的一小方天地。

简易的木桌摆在正中

央，桌脚已经生了青苔。那

上方本该是屋顶的，却不知

是谁奇思妙想，掏空留了一

片天。记得小时候，与爷爷

奶奶吃饭，便会缠着他们问：

“为什么上面有洞？”

而爷爷奶奶呢，却总

是笑而不答，让我自

己想。小孩子的想象

力总是天马行空的，

于是我便隔三差五冒

出新想法。“是不是有

仙子下凡，给他们留门呀？”“还是家里太

暗，晚上要借着月光照亮？”“难道是让鸟

儿飞进来陪我玩吗？”这些问题困扰了我

好久，爷爷奶奶却总不告诉我猜对没有，

听了我孩子气的想法，只是笑得皱纹横

生，再敲敲我的头。

老屋门前是有一棵树的。我一直不

知道那究竟是什么树，只记得它长得奇

怪。别的树木一行一列，笔直挺立，而它

却别具一格，不仅与它的兄弟们不在一

条线，还是斜着长的，就好似其他树是放

哨的士兵，它却是来当吉祥物的。但那

棵树虽长得奇形怪状，却为我增添不少

乐趣。小孩子好动，儿时的我便将旺盛

的精力释放在那棵树上。我常拿了绘

本、零食上树去，一待就是许久。那枝干

倾斜，十分好攀，不一会便到了树间。坐

在枝干上，手中虽然翻着绘本，眼却并不

安分，时常这看看树上的小虫，那瞧瞧大

人们做家务，或者透过枝叶观望天上的

日月流云……

老屋后是一座山。那山上，几乎种

满了竹。每年春雨过后，清明回家去，屋

里总弥漫着一股清爽的味道，好像要驱

走人们的哀伤。儿时不知世事，读了绘

本知道大熊猫爱吃竹子，便天真地以为

有竹子的地方就有大熊猫，拉着爷爷奶

奶的衣角要上山去找，爷爷奶奶听了笑

得厉害，还叫着“傻丫头”，我便赌气自己

开了后门，想上山去。那山不高，但因为

我那时身量尚小，仰视那座山时，心里就

浮现“深山老林”四字，便一步也迈不开

了。当爷爷奶奶在后门找到我时，他们

才一边忍着笑，一边告诉我，那山里不会

有熊猫，山里也没有什么妖怪，没什么可

害怕的。

再大一些，我上了学，爷爷奶奶也搬

到家乡的镇上，那老屋便闲置了。

城市的生活总是忙碌的，我虽有时

会想起那座老屋，但思念之情也总是一

闪即逝。直到父母在餐桌上无意间谈起

老屋的拆迁。我好似恍然一梦惊醒，原

来我已经离开了那座房子这么久，那处

童年时的安乐窝，所依恋的故里，竟然悄

然离开了我。而我却连它的最后一面都

未曾见到……

又一年春来，我随父母回了一趟家

乡。静静地站在老屋前，那种美好重又

唤起了我。长风刮过乡间，春雨过后的

空气中依然有竹的清香散漫开来，那棵

不知名的树依然倾斜在那，但那座老屋

却只剩拆卸后的木头堆积在此。

风儿拂过，那股清爽的味道犹存，老

屋的遗骸就在眼前，它们承载的，是我的

过往，我的童年，我的美好……

冬日的傍晚，刚忙完作业的我赶在太阳落

山前来到滇池，风很大，吹得水面泛起点点金

黄，不远处的西山仿佛如美人静卧池旁小憩。

风中我忽然看见一抹白色滑过池面降落在水

上，这位小精灵洁白的羽毛，鲜红的小嘴，轻盈

地拨拉着绿水。又有许多红嘴鸥飞来，它们迎

风盘旋，发出阵阵低鸣。游客们纷纷拿出包中

的面包或饼干，伸向空中等待鸟儿们掠过时啄

走一块。我也学着他们的样子，举起了手中的

面包。我等啊等，开始的十几秒，我笔直地伸

着胳膊，任凭风怎么吹，我都不动摇，坚信红嘴

鸥一定会光顾

的。又等了一会

儿，我绷紧的手

稍微放松了一

些，抬头望向天

空，看到有许多

鸟在天上朝不同

方向飞着，白色的羽毛交织在上空。

有一只好像朝我的手飞来了，我赶紧攥紧

面包，生怕它把一整块都叼走。可是它突然一

个俯冲落到了水面上了。接连几次，每过一段

时间都会有一只鸟与我的手“擦肩而过”。我

拼尽力量伸手，想使手再高一些。“我的手都快

举到水面上去了。”我看到游客与红嘴鸥互动，

沮丧地放下手。“不可能，一定是摆得姿势不

对。”我心想，于是又开始尝试喂鸟的姿势，与

水面平行，与水面垂直，倾斜四十五度。手臂

都酸痛了，还是不忍心放弃，在寒风中我抬眼

望向西山，太阳离山头只剩下一手掌宽了，金

黄的日光，温柔地洒向每一只红嘴鸥和滇池旁

的每一个人。

慢慢地，游人渐渐散了，太阳一点点地谢

幕，先收走彩云的颜色，又褪去天空金黄的外

衣，徐徐降落。而我始终没有找到“我的”那只

红嘴鸥。就在夕阳消失在西山后的一瞬间，所

有的红嘴鸥腾空而起，盘旋上升和我告别，迎

风向远处飞去。太阳不见了踪影，昏暗中的我

低头看看手中完好的面包，只好笑笑，“反正滇

池黄昏的美丽我都看见了，红嘴鸥不吃我的食

物也许是怕我饿了。”

“小小少年，很少烦恼。”可在我身上却与

歌词恰恰相反：烦恼萦绕在我周遭，让我叫苦

不迭。

作为一个天生就没有音乐细胞的“音

痴”，唱歌是我最大的烦恼。我非常喜欢听

歌，可是五音不全，一开腔就跑调跑到姥姥家

去了。有几次在家里唱歌，那声音简直撕心

裂肺，连爸爸妈妈都要捂着耳央求我别唱了，

更可气的是爸爸调侃我：“咱小区老黄牛要拴

好，不然被你吓跑了。”一提到音乐，我就有深

深的自卑感。

作为一个“音痴”，每到音乐课，我可遭罪

了。音乐老师教授的什么音符、音调、上滑

音、下滑音，特别是四三拍，八分音符，十六分

音符等，对我来说，简直就是菩萨念经——一

窍不通。每逢全班大合唱时，我不禁自觉地

调成“静音模式”，装模作样地张开着嘴，哑巴

讲话——没有声音。听着同学们音调标准，

音质优美，歌声悠扬，我真真羡慕死了。

俗话说得好:“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

五。”记得那一次音乐课，音乐老师抽查我们

唱歌。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我默默地低下头

去，两眼紧闭，生怕被老师发现。

“坐在后面那位双手抱头的同学，我好像

没怎么见过你，就请你上来表演一下吧。”

话音未落，班上顿时传来阵阵讥笑声。在

大家的嘲笑

和注视下，我

极不情愿地

站起来，缓慢

走上讲台，脸

涨得通红，内

心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同学的目

光似利剑一样射向于我，眼神里充满疑惑，就

好像在等着看我笑话一般。我不知所措，手脚

都不知咋放。哎，既来之则安之，我硬着头皮上

去了。小船儿……还没唱出一句，班上便传来

一阵海浪般的嘲笑声。我把一首节奏明快的

儿童歌曲唱成鬼哭狼嚎似的哀曲，同学们望

着我狼狈不堪的样子，有的笑得直拍桌子，有

的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我尴尬地跑回座位，双

手紧紧地抱着头，埋没在这一片笑声中……

“为什么？为什么我唱歌这么难听？”

晚上回到家，我整个人像泄了气的气球，

一头扑在床上，号啕大哭。突然，我在口袋中

摸到一张纸条，朦胧中我看到音乐老师那秀

美的文字:“别伤心，不用去在意别人的眼光，

我觉得你唱得很有风格。”蓦然间，这句话宛

如和煦的阳光直射着我的心田，温暖着我受

伤的心灵。它让我明白了，成长路上做好自

己才是首要的。

从那以后，我不再自卑了，而是勇敢面对

一些类似的场面。我开始认真学习声乐，尝

试着去弄懂乐理，学着他们唱歌，慢慢摸索。

我坚信阳光总在风雨后，只有用乐观的心态

去正视烦恼，才能迎接人生的彩虹。

我的家乡——鹤岗西郊，有一条

小河，叫小鹤立河，它是家乡的母亲

河，我们家乡饮用水、发电和灌溉田地

都是取自小鹤立河的水。小鹤立河一

年四季分明，给我们带来了快乐，是我

们的乐园！

春天来了，冰雪融化，小鹤立河焕

发出勃勃生机。河水中的小鱼在河里

嬉戏，一群大白鹅、麻鸭，扑进河水中

做起了游戏。两岸上的杨柳发出了嫩

绿的幼芽，风一吹树便发出“沙沙”的

声音。“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

纸鸢”我们便拿出心爱的风筝，来到河

岸上的草地上，放飞春天的希望。

夏天来了，烈日炎炎。两岸的杨

柳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老人们在树

下乘凉、闭目养神、对弈……我们小孩

子则跳进水里，摸鱼捉虾、打水仗、游

泳……

秋天到了，微风一吹，树叶飘落下

来，千姿百态。一片片树叶像天女下

凡，像蝴蝶飞舞，像小猴子荡秋千……

一场大雪过后，天寒地冻，小鹤立

河内结上了厚厚的冰，落满了厚厚的

雪。我们在河内打雪仗、滑雪、滑冰、

堆雪人、滚雪球……有的还

砸开冰面钓鱼，还有的中年

人砸开一条“水池”，进行冬

泳……

啊！家乡的小鹤立河不

但是我们家乡的风景线，而

且给我们带来无穷的快乐。

它是我们的乐园！

我是一个爱读书的小男孩，这

似乎是天生的。妈妈说我认字特别

早，两三岁就能认《看图说话》上的

字，她曾把图画用手捂住，让我看下

面的字，我竟然没认错一个。爸爸

自豪地说，这是遗传了他的基因，他

从小就爱看书、爱写作，现在成了省

作协会员。妈妈还争辩说这是她胎

教做得好。哎呀呀，我都不知道听

谁的好了！

在我的记忆中，从幼儿园开始，

我就特别爱看书，从插图童话到历史

绘本，从自然科学到天文知识，从唐

诗宋词到四大名著……都是我的至

爱。现在，我家里有两个书柜，顶到

房顶的大书柜是爸爸的，比我高一

头的小书柜是我的，两个书柜都塞

满了书，有从书店买的，有从网上

买的，还有姐姐以前看过的，什么

《米小圈上学记》《十万个为什么》

《舒克和贝塔》……我都看了个

遍。节假日或星期天，我早早做完

作业，就让爸爸或妈妈带我去

区里的图书馆，有时候去

城市书屋。上幼儿园时，

图书馆的亲子阅览室是我

最爱去的，一本本童话书

使我爱不释手，直到图书

馆下班我才依依不舍地离

开。上小学后，青少年阅览室和城市书屋是

我的好朋友，几天不见就非常想念。那里的

书可多了，环境还特别好，我总是先在那儿看

一会儿，走时再借上两本回家看。现在因为

疫情，图书馆和城市书屋都暂时关闭了，但没

关系，我可以和同学借书或在网上买书看，疫

情虽然阻挡了我外出的脚步，但阻挡不了我读

书的热情。

冰心奶奶说过：“读书好，多读书，读好

书。”真的，我觉得在书的海洋里遨游是一件无

比快乐的事。读书给了我阳光的心态、快乐的

情怀、向上的力量和无限的知识。我每天都会

挤出时间来读书，简直达到痴迷的程度，真恨

不得把吃饭和睡觉的时间也用来读书，每次都

是妈妈强制把我的书合上我才不读。广泛的

阅读开阔了我的眼界，丰富了我的想象，同时

还提高了我的理解能力和写作水平。我写的

作文经常被老师在班里读，我的语文成绩一直

名列前茅，我们家连续三年被学校评为“书香

家庭”，我写的好几篇作文爸爸帮我投稿，还发

表在了报纸上。

“鸟欲高飞先振翅，人求上进先读书。”书籍

是我的良师益友，在我成长的道路上，不能没有

书同行；在我生命的每一天，不能没有书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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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很大，我出生在宁海

东路的那个小弄堂。

那年暑假，有幸回到小时

候所在的石库门，一睹弄堂今

日的风光，那里有着都市不能

见到的温度。

穿过喧嚣繁华的市中心街

道，拐角处即是石库门。清水

青砖，石灰勾缝，门窗上山花楣

饰，壁柱是西方古典的样式，

古老典雅，细微处流露

出静美。

一进弄堂，分外惊

喜！不像想象的那样，

石库门成了景点；这里

还住有居民！不禁联

想到《我和我的祖国》里冬冬的家了。

大暑成了回忆，然而过了立秋，“秋老

虎”又开始展现它的威力了，午间的大太阳

烤得我满头大汗。弄堂又给我一个惊喜：

里面非但不热，还清凉得很。每家每户，

都搬出几把大躺椅，老先生、老太太们闲

在路边躺着，谈笑风生，手里的蒲扇啪啪

啪地拍打着肩头。几个孩子坐在小木凳

上，有滋有味地吃着雪糕，嘴角上扬可是

高兴极了。不要以为这景象是对以前的

复刻：看，那几个男孩儿不也滑着滑板穿

梭在斑驳的墙壁当中吗？真是酷极了；一

个戴着眼镜的学生，不也端着手机，煞是

认真，似是在查什么题目吗？时过境迁，

弄堂里的风情改变了不少啊。

天色渐渐暗下来，一些去上班的人都

渐渐归家了。弄堂里热闹起来。一位老奶

奶搬出了自家的电视机，放映起了热播的

电视剧，就连小孩子也津津有味地凑过来

观看。一位大娘把切好的哈密瓜放在邻居

们的面前，热情地邀请大家一起吃这时令

的水果。甚至有个爷爷把一块瓜送到我的

面前，被我委婉回绝。大家一起吃着水果，

看着电视，边吃边看，边看边聊，呶呶不休，

好不快乐！熙熙攘攘又其乐融融，弄堂里

这样的情景从不曾改变过。

月亮慢慢挂上天空，弄堂又恢复了宁

静，不时几个孩子玩捉迷藏的笑声打破了

原有的沉寂。老人们又搬出大躺椅，在月

光的笼罩下闭上了眼睛，显得肃穆而安

详。生性不爱安静的我轻手轻脚地走了，

唯恐破坏柔和月光下祥和平静的氛围。银

光照着弄堂，很美。

这就是弄堂，这就是曾经的上海，我的

故乡——一个有人情味的美丽天堂。原来

真正的上海是那么温暖。走进弄堂，感受

这一份温度，是我的小幸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