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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作文 /

爸爸添置了一个新书

架，放在我卧室的一角。这

样一来，原本不大的房间看

起来更显狭小拥挤。

妈妈用不满的语气问

他：“买这个书架干嘛？多

占地方！”而当她的目光随

着爸爸的手势望去，触

及到我书桌上、柜

子里堆积得像要满

溢出来的书本时，

她沉默了。或许，

是有这个必要。

书架既已就位，想

必属于我的书也渴望摆脱杂乱的环

境，高兴地乔迁新居。一向无暇整理

书籍的我，方才注意到我的书的确很

多。有些书不免时光的涤荡，已笼上

一层朦胧的灰罩；有些书的边角已经

翘起，说明和我的交情匪浅。我将书

籍分门别类，每一本都仔细擦干净，大

小厚薄不一的书，都以它们最靓丽的

外表和熟悉的身影排列整齐，像是和

我的一场久别重逢。

在《柳林风声》里，我结识了一群

有趣的、富有人性的小动物：亲切的河

鼠、机敏的鼹鼠、幻想家蟾蜍和严肃的

老獾；在《儒林外史》里，飘逸的王冕、

迂腐的范进、堕落的匡超人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在《边城》里，我遇见了

淳朴善良的爷爷和清纯美丽的翠翠；

在《海底两万里》中，我和尼摩艇长一

起畅游地球……这些书像有魔力一般

召唤着我，像香茗一样滋润着我的心

田，在我课余和睡前的阅读时间里，带

给我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与快乐。

新书架前，我翻开书。旁边坐着

爸爸，也翻开书。即使看的是同一本，

我们也没有过多语言上的交流。看到紧

张的情节时，眉头就自动皱了起来；看到

悲伤的部分时，又不自主地叹气；当看到

和谐美妙的收场时，喜悦之情就在气宇

间上下窜动；当有不太能看懂的文段，在

交流之后总能找出答案，大家相视一笑，

便埋头续读，沉浸到各自的世界里去。

矗立在角落的新书架，通体白色，

有五层隔板。装满书籍后，像一株缀

满果实的树，散发出雅致迷人的光芒，

连空气中都氤氲着醉人的果香似的。

爸爸添置的新书架，让我的天地

变得更大了。

我的妈妈是一名医生，当医院第一次吹

响抗疫集结令时，她就义不容辞地走到抗疫

一线，争分夺秒地和病毒进行顽强斗争。

在今年的四月份，妈妈几乎每天都在进行

高强度的核酸检测。记得有一次，妈妈说她从

早上七点半一直工作到晚上十一点，跑了三十

多栋“小阳”楼，身心疲惫，但作为一名医务工

作者，作为一名党员，这是她应该承担的社会

责任。有一天中午，我在小区排队做核酸时，

听到一位“大白”叔叔说“好热啊”，我突然想到

妈妈现在

也是穿着

防护服工作，

她也一定很

辛苦。当我

询问她的感

受时，妈妈只

是很平淡地

说了一句：今天的确感觉有点头晕，但妈妈现

在是一名战士，轻伤不下火线。

以前妈妈催我写作业时，我偶尔会发小

脾气，五月妈妈住隔离酒店（核酸检测人员

不能回家）时，我开始怀念她的“唠叨”。每

当接到妈妈的电话时，我内心非常激动，可

当我从视频里看到妈妈脸上那一道道的勒

痕时，一丝心痛的感觉就会从心底迸发出

来。我默默地对自己说：亲爱的妈妈，我以

后会自觉完成作业，不让您操心！

在抗疫一线中，相信还有许许多多像我妈

妈一样的抗疫战士，他们不顾自身安危，给阳

性病人逐一做核酸；他们任劳任怨，无论在防

护服里面流多少汗水都继续前行；她们在疫情

当下无法照顾到自己的家人，但为了上海这个

大家庭，无怨无悔。我坚信在各位“大白”叔叔

阿姨的共同守护下，我和同学们一定能回归正

常校园生活。

最后我想说：“亲爱的妈妈，您辛苦了；

各位‘大白’叔叔阿姨，你们辛苦了。你们是

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一定好好学习，也成为

一名对社会有用的小战士！”

课文中那幅名为《等着乘凉》的漫画

映入我的眼帘，寥寥几笔却让人深思:只

见一位头戴帽子的中年男人依靠着一棵

小树苗，他的身躯把别人刚植下的树苗

压弯了腰，旁边那位撸着袖子的年轻人

正要浇水呢，见他这样十分不解，瞪着眼

睛问:“你在干什么？”男人大言不惭地回

答:“我等着乘凉！”

真好笑，刚种下的小树苗还不到一

人高，怎么乘凉呢？看这“乘凉人”衣冠

整齐，看起来像个文明人，怎么会想到霸

占别人种的小树？归结原因无非一个字

——懒，他懒得劳动，只想享受成果，觍

着脸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

追溯起来，这样的“乘凉人”

自古有之。诗经《硕鼠》里面有

这样的句子:“硕鼠硕鼠，无食我

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不正

是写的这类人吗？我想到了我在

大邑刘氏庄园看到的泥塑：雇工们

在烈日下劳作，地主刘文彩只顾享受吃喝玩乐，他就

像漫画中坐享其成的“乘凉人”。

其实，我们班也有这样的“乘凉人”。五一劳动

节大扫除，有的同学不干活就到走廊上闲聊，有的同

学借口去卫生间洗毛巾，拖延时间，估摸着我们把教

室打扫干净了，他们“及时”回来了，真让人生气。

古人云:“人生在勤，不索何获？”人生正是在

辛勤耕耘中方能有所收获，我想对这类“乘凉人”

说:“参与劳动吧！亲手去种一棵树吧！实实在在

地埋头做事吧！总有一棵树，会因为你的勤劳而

枝繁叶茂。”

爷爷是朴素的。他只有一双棕皮鞋，已

经快被磨破了。只有一件旧条纹衬衫，已经

穿过许久,可却是极整齐的。皮鞋虽是旧的，

却永远锃亮，个头虽不高，腰板却总是笔直

的。我时常想，要用怎样的语言来抒发我对爷

爷的敬仰，可转念一想，发现最平凡的才是最

伟大的。于是，我就写下了这篇文章，是爷爷

的朴素，也是爷爷的平凡，是平凡里的伟大。

爷爷曾是一名教授，是可以领到国家津

贴的那种很厉害的教授。他的字是极好看

的，却不仅是单单好看而已。他的字，不是笔

走龙蛇，也不是婀娜多姿，却笔笔气势磅礴，

铿锵有力。小时候，只觉得爷爷字很好看规

整，便时常翻看他的各种笔记簿，记忆犹深的

是一本厚厚的电话本，足足有一二百页，上到

爷爷已故的母亲，下至爷爷经常出入的餐厅

的电话号码，都紧密排列，条理有序，不小心

写错一个字，也必用一张小纸片糊上去，再重

新一板一眼地写，若写不对，再写一

遍。那册子的内页已经泛黄了，可厚厚的黑色

封皮永远是发光发亮，干干净净的。现在我才渐

渐明白了，爷爷的电话簿是历经岁月蹉跎的印记

和见证。每一撇一捺，都是爷爷内心淡然的作

品；每一横一竖，都是历经沧桑的表现。再看爷

爷，虽然已至耄耋之年，却如他的字一样，刚劲有

力。时至今日，我才深切感受到那字之美，不仅

仅只是笔锋的婉转流畅，更可以从中看到从20

世纪走过的老一辈人的一种坚定的力量。

爷爷对于教学，对于学业，是严谨的，一

丝不苟的。对于生活，却是洒脱的，无拘无束

的。爷爷热爱音乐，多才多艺。小时候自学

了二胡、电子琴。退休以后又爱上了唱歌。

我三四岁时，曾看他手写歌谱，他仔细聆

听录音带的歌曲里每一句旋律，眉头微

皱，眼眸发亮，似要沉入曲中，再将听到的

音符和音节一串一串地记录下来。每一

条线谱，都是爷爷亲手绘制，每一句歌词

和旋律，也由他亲自完成。爷爷会认真反复

地核对曲谱数遍，然后一边打着节拍一边写

下来。爷爷力求每张歌谱都尽善尽美，与打

印品不分伯仲，甚至还多上一层灵动的美

感。爷爷说：“这是我自己亲手绘制的曲谱，

字体比较大，还降了一个调，更方便老人阅

读和演唱。”爷爷把自己的认真和对音乐的热

爱都融入谱中，这是打印品无法复刻的一

点。待我再大些时，爷爷教我吟唱，我五音不

全另当别论，可爷爷总是一遍又一遍激扬地

高唱：“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虽

说当时的我只是区区一黄口小儿，却也能感

受到他语调里饱含的深情和壮志激昂，那远

远超过了一句歌词，分明就是爷爷的心声

啊！这哪只是歌唱啊，这也是一种宣誓、一种

对祖国山川的热爱啊。

后来，爷爷与邻里乡亲共同组建了一支

老年合唱团。需要乐谱，他亲手绘制，复印给

大家，需要乐器，一台小小的电子琴，他亲自

弹唱教给大家。需要演出，他亲自筹办张罗

并给大家担任指挥。爷爷教给大家的不仅是

歌唱的技巧，而是对生命的热爱和“老骥伏

枥 ，志在千里”的豪情壮志啊。

还记得我曾和爷爷坐在前院赏花。有几

朵花艳丽浮夸，粗看甚好，却经不起细观。可

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有几朵白花，越看越是

欣喜，越发觉得好看。而且走近了还可以闻

到芳香。我恍然，是啊，几乎所有花都很美，

可越是颜色艳丽的花越缺乏芬芳。我想：人

也是一样，越朴素单纯的人越有内在的芳香，

就像我的爷爷。

放学到家妈妈就催着我去写作

业，学校的作业还没写完呢，妈妈布

置的课外作业又来了。我感觉妈妈

把我当成了一部学习机器，她不知

道，这样让人不胜其烦，我天天盼着

长大，因为长大妈妈就管不住我了。

有时候我烦了也会和妈妈顶

嘴，“你不用做作业怪舒服，有本事

你也做做试试。”

“妈妈天天做饭，洗碗，打扫卫

生，晾衣服很辛苦，你怎么不来帮妈

妈做家务呢？”做点家务有什么了不

起，还很累，我才不信呢！为

了互换身份，这个周末，

妈妈让我来当家长。

我十分高兴，我早

上在被窝里计划先给

妈妈布置一堆作业，我

自己睡到自然醒，吃完

饭后看会儿电视，中午吃完

饭后和同学一起玩耍……正当我做着美梦

时，妈妈过来催我了，“窦宏立，今天你当家，

我们都在等你做饭吃，不只做早饭，三餐的饭

都是你做，碗都是你洗，还要晾、收衣服，晚上

要带妹妹……”好吧，今天我和妈妈互换了身

份，这些确实都该我做，我爽快答应了。

我洗把脸，开始去厨房忙碌，我把热狗放

在锅中，把火开大，这时，爸爸从房间里走了

出来刷牙，他看见我正煎热狗，急忙说：“窦宏

立，要用小火煎，如果开得太大会把热狗煎糊

的。”我好不容易把热狗煎好了，接下来煎手

抓饼，煎饼比较简单，我开小火，把饼放进去等

了两三分钟后，我用筷子把饼翻了过来，等到

饼变得黄澄澄时，我又把另一面翻过来，大概

六分钟后，我便成功煎好了一个饼。我心里

美滋滋的，兴奋极了。后面又如法炮制，可是，

等我煎到第四个饼时，大意了，不小心把一个

圆饼变成了一个小饼筒，我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才成功把它分开了。妹妹说我做的饭没妈

妈做的好吃，尖着嗓子闹别扭，不肯吃，妈妈哄

了半天，她才赏脸吃点。吃完该洗碗了，看着

餐桌上油腻腻的碗，这一点、那一滴的油渍，

感觉很是厌烦，可没办法，我今天是家长。

好不容易洗完碗，洗衣机又叫了，原来，

衣服洗好了。我只好去晾衣服，正晾着，妈妈

从外面回来，看到我晾的衣服，急忙说：“这样

不行，晾衣服要注意，不可以把裤子晾在过道

上。”原来晾衣服也有这么多讲究。

当了这半天的“家”，我明白了妈妈平时做

事有多烦琐，以后，我要多替妈妈分担。我乖乖

地对妈妈说，“我不做家长了，我去写作业。”

春天来了，农民伯伯正在地里种土豆，

可是其中一个调皮的小土豆不想钻入泥土

睡觉，很想看看外面的世界，于是她把身子

晃来晃去，一下子溜出了农田。

小土豆滚到了一条宽敞的马路边，

“怎么突然滚来了个小土豆呀！”一个行

人惊讶地叫着，“正巧我的肚子饿了，回

家煮土豆吃”。他把小土豆装进口袋坐

上了公交车。看着窗外的风景，小土豆

觉得有趣极了。突然，一个急刹车，她被

颠出口袋，摔得她浑身是伤。

小土豆滚到了一个广场上，一群孩子

正在踢足球，一个孩子看小土豆妨碍他

们，一脚把小土豆踢飞了，不偏不巧飞到

了正在放飞的热气球上。热气球上的小

朋友惊讶起来：“只听过天上掉馅饼，可没

听过地上飞出来土豆啊！”“正好

热气球上的燃料不够了，把

它丢进火炉里吧。”一个小

男孩兴奋地拍着手。小土

豆看了火炉里的熊熊大火，

惊出了一身冷汗，赶紧从热

气球上滚落下来。

小土豆滚到了骄阳似火的沙滩上。海龟妈

妈正在下蛋，忽然看见不远处有一个圆不溜秋的

小东西，以为是自己的蛋，慢悠悠地爬过去，把小

土豆和其他的蛋一起埋到了沙子里。过了几天，

只有小土豆没有孵出海龟宝宝。“咦，这个蛋怎么

回事？是不是坏了啊？”海龟妈妈皱着眉头，围着

小土豆转着。“我还是回家拿把锯子锯开看看

吧！”海龟妈妈边说边往回走。小土豆吓得脸色

都白了，赶紧从沙滩逃了出去。

小土豆越滚越快，忽然停住了脚步，觉得眼

前的地方非常的熟悉，这不是之前的农场么，她

看到所有的兄弟姐妹聚集在一起，显得多么亲

热。她眼含热泪纵身一跃，钻进了泥土里，闭上

眼睛美美地睡起觉来。

一天，我和弟弟在家里翻箱倒柜，在

奶奶的小抽屉里发现了许多银饰品，居

然是我们俩小时候戴过的银项圈和银手

镯。小巧的造型、精致的做工让人爱不

释手。奶奶告诉我们，这都是我们俩满

月的时候姥姥送的。

记得我上一年级的时候，弟弟过满

月。那天家里来了好多亲戚朋友，热闹极

了。弟弟戴着一顶虎头帽，身上穿着红色

的棉袄，脚上穿着一双虎头鞋，枕着太奶

奶一针一线缝制的虎头枕，这些都是年近

九十的太奶奶做的。弟弟脖子上有一个

祥云状的银项圈，里面里还有许多小铃

铛，弟弟手上的银手镯跟着他那肉嘟嘟的

小手撞在一起，发出悦耳的声音，弟弟更

欢快了，手舞足蹈的样子逗得大家

都合不拢嘴。外婆送给外孙银

项圈，这可是我们家乡过满

月最大的特点呢。

先说虎头帽，圆圆的耳

朵，炯炯有神的双眼，工整的

王字，造型别致，我喜欢至极。

再说虎头枕，一个矫健的身材，威风凛凛的脑袋，俊

美潇洒的尾巴，更是让我惊羡不已。最后再看虎头

鞋，巴掌大小，小巧玲珑一条调皮的小尾巴翘起来，

生动形象。这是老虎套装，这饱含了太奶奶对小重

孙的美好期望，希望小孩虎头虎脑。先说虎系列的

项圈是用银打制的，又叫长命锁，是一个祥云状的饰

品，能戴到脖子上，侧面还挂着两个小福包，里面放

着小铃铛，动听悦耳，美妙极了。银手镯也是外婆必

送的，这就不多说了其余亲戚送的被子、衣服、玩具

都是祝福小孩的首选。

听奶奶一说，我紧紧抱住它们欣赏，我一定要

保护好它们，这可是我童年最珍贵的回忆呢!

我的“大白”妈妈
马辰晨

上海市徐汇区

盛大花园小学

三（5）班

今
天
，我
当
家

窦宏立
深圳宝安华中

师范大学宝安

附属学校

五(2)班

家
乡
虎
娃
过
满
月

陈涵宇
陕西省宝鸡市

陇县西

大街小学

五（5）班

我的爷爷
童韵涵
深圳市

麒麟中学

七（六）班

新
书
架

郭铠毅
上海市

新杨中学

七（4）班

滚
来
滚
去
的
小
土
豆

樊玥
江苏张家港市

大新镇

中心小学

三（1）班

莫
作
﹃
乘
凉
人
﹄

郝岳林
成都市

草堂小学

五（5）班

夏日 陈诺 上海世外中学六（4）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