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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作文
“思宽，春节快到了，我们是不是该写春

联了？”“是呀。”自己家的春联自己写是我们

家的传统。

由于新年是兔年，又正好是我的本命年，

所以爸爸准备的春联纸上有几只可爱的兔

子。我一打开那副春联纸的包装，就被它们

吸引了：只见春联纸的上下两端各蹲着一只

圆滚滚、长着一对金耳朵、胸前挂着铃铛的小

白兔。上联顶端的那只小兔身披一件宝石般

靛蓝、绣着铜钱花纹的大衣，胸口有一个倒过

来的“禄”字，一手拎着写有“招财”字样的卷

轴，一手托着金元宝；下联顶端那只小兔身披

一件绣有梅花纹样的通红大衣，胸口纹着倒

立的“福”字，一手拎着写有“纳福”的卷轴，一

手托着一个饱满的金葫芦。横批的两端也是

这两只呆萌的小胖兔，上下联的底部印有它

们圆滚滚的背影。春联纸上的“格子”摒弃了

传统的圆形，用的是梅花形线描的小兔子。

接着，我从四五十对联句中挑了“卯时一到春

入户，兔年来临福满门”这一副春联，横批是

“瑞气盈门”。

挑完句子，就该上手写春联了。爸爸耐

心地指导我：“写春联的时候，笔画要略粗一

些，这样贴到门上后会更有气势。第一个字

写得要略大点，因为贴到门上后人们读的时

候是仰视，视觉上会显小。”随后，爸爸将每个

字的要点讲解了一遍，有的还动笔示范了一

下。我练了两个字，就急着开始书写。前两

个字写得很成功，我紧张的内心逐渐放松下

来，谁承想，第四个字——“到”的竖钩写得太

短了，没办法，只能换一

张纸重写。我的神经立

刻再次紧绷，生怕再次写

坏。爸爸看出了我内心

的紧张，安慰道：“没事，

你不必太紧张，放开了

写，反正春联纸管够。”

我长舒一口气，下了笔。这次十分顺利地完

成了上联，于是我轻松多了，越写越顺。随着

横批最后一钩的结束，我家的春联写完了。

此时，妈妈走过来看着说：“这副春联写得挺

好的，要不把它制作成手机拜年帖吧！”于是，

我们家独一份的拜年帖横空出世——春联配

上我之前画的《玉兔送瑞》，在空白处写上喜

气洋洋的祝福语。

我把春联纸晾在地板上，顺手拿起桌子

上的兔子镇纸们把玩，突然发现原来我们家

竟然有这么多兔子镇纸！它们有铜质的也有

铁质的，形态各异。其中，有深褐色、一脸享

受地晒着日光浴的“趴趴兔”；有昂首挺胸的

金色“望月兔”；有一对金灿灿的“母子兔”，兔

妈妈仿佛在给它的孩子讲故事……这时，爸

爸送了我一件新年礼物，那是他珍藏的一只

明朝玉兔，青灰色的玉兔俯卧在地，噘着三瓣

嘴，表情似笑非笑，耳朵搭在背上，憨态可掬，

十分可爱，整个玉兔包浆油润，彰显着它的年

代感。

“春联写完了，我们去贴春联吧。”“好

啊！”我一边答应着爸爸，一边拿起了地上的

春联。贴完春联后，大门上立刻洋溢着新年

的喜庆，弥漫着城市里的年味。这时，屋内突

然传出“小白兔，白又白……恭喜发财，红包

拿来，”原来是我们家的那只红彤彤的鹦鹉玛

丽在说话。看来，它也知道兔年要来了啊！

我有一个特别幼稚的

妈妈，别看她是一位人民教

师，戴着一副眼镜，看上去

斯斯文文的，但她在我的眼

里，却是那么地幼稚，有时

候让我都觉得哭笑不得。

有次，我和妈妈一起

走在铺满了梧桐叶的街道

上，脚下咯吱咯吱的响声

让我情不自禁地往下看。

秋天的落叶五彩斑斓；有

杏黄色、复古红还有柑橘

橙，这三种颜色层层叠叠

地堆在一起，犹如一幅美

丽的油画。再抬头

看看妈妈，她不知

什么时候手里攥了

两片梧桐叶，一脸

坏笑地看着我。我

一开始很迷茫，看

她把一片比较扎实

的叶子留给自己，再把另外一片塞到

我手里后，我马上就明白，她想和我玩

“斗叶子”。但显然，她肯定是那个最

终赢家……在我不甘心的抗议声中，

她却笑得越发地开心……

为了弥补她刚才的小心机，妈妈

又拉着我，沿着那条老式的小街走了

不知多久，正好路过了一家我们经常

光顾的盲盒店的分店，妈妈这次竟然

主动提议要和我一起抽盲盒。

和往常一样，我还是抽到了最好

看的那个款式，可毫无经验的妈妈抽

到了什么就可想而知了。她一直说我

是“锦鲤体质”，于是缠着我让我给她

抽一个她喜欢的。我见状就很骄傲地

把我的10年抽盲盒的经验传授给了

她。可是她还是抽到了基础款。看着

我手里的隐藏款，她向我施展了她最

拿手的撒娇、赖皮大法，镜片后的那双

大眼睛水汪汪的，盯着我那款极其精致

的娃娃，我拗不过她，在她的“软磨硬

泡”下我只好把我的那款送给了她。顿

时，她高兴得手舞足蹈，捧着娃娃珍若

拱璧，店员姐姐看到她这个样子，也都

笑了。我当时觉得特别不好意思……

感觉我是长辈，她才是儿童。

一回到家里，她就拍照发朋友圈。

还在上面备注道：“这是我家的锦鲤崽给

我抽到的盲盒哟！”我都觉得有点不好意

思，这哪是个大人啊，明明是一个小屁

孩，白长了那么大的个子！于是，我终于

忍不住问她“至于么？”她回答说：“当然

啦，这是我家的锦鲤崽给我抽到的呀！

多值得炫耀。而且我发现你是通过观

察、估算重量、空间想象等多方面来判断

的，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分析力！又不是

每个崽都能抽到隐藏款，而且你还送

给我了，当然要给你点赞啦。”

那一刻，我自己也一愣，我突然意

识到了妈妈的“幼稚”，她做这一切就

是为了和我产生共同话题，给予我更

多的鼓励。我喜欢我这个童心未泯、

乐观的妈妈。因为她懂我的奇奇怪

怪，愿意陪我一起可可爱爱。

到这里，你是否想要一个同款的

妈妈呢？是不是在想，要是自己有这

样一个妈妈就好了呢？

阳光穿梭于金黄的枫叶中，栖

息在我的指尖上，那热烘烘的触感

让我的心也不自觉地滚烫起来，又

是一年金风送爽，不禁让我回想起

那个灿烂多彩的秋天。

金秋带着落叶降临于朝气蓬勃

的校园中，伴随着新学期的还有大

大小小的活动，这不，广播站开始新

一轮的招新。班长在台上期待问

道：“有谁有兴趣报名？”一些同学踊

跃举手，我则在下面一言不发，这时

同桌突然喊出我的名字推荐我去，

同学们都陆陆续续把目光投在我身

上，有期待也有质疑。窗外阳光正

好打在我的脸上，荡起一圈一圈的

热，我感到浑身的血液都

聚在脸上，那时心里只有

一个念头，机会难得，何不

为自己争取一把。我颤颤

巍巍地举起手，轻轻地说

道：“我想试试。”

说完这话，紧张、懊

悔、期盼等情绪夹杂在一

起，就像一锅煮开了的滚烫热水，对于从没参加

过活动的我来说，这无疑是一座高耸的山，但我

却不能躲避，只能迎难而上。

晨光熹微，乐华皎洁，我反反复复地朗读不

同文稿，锻炼语音语调。在我面前没有评委和观

众，只有那星子在无意地闪，一遍又一遍的朗朗

念稿声中，我的勇气也慢慢如星子一般，闪着微

弱的光芒，散发出热量，交织成我心中璀璨星河。

广播站选拔的日子伴随秋风如期而至。我

从评委手中接下文稿，争分夺秒地熟悉文字，可

越念心里就越虚越冷，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

“我真的能行吗”的念头像一头横冲直撞的野

兽，攻入我的心里。就在我防线即将崩溃时，刚

从台上下来的同学对我说了一声“加油!”她温

暖的笑脸，让我的身体慢慢热起来，我润了润嗓

子，缓缓走向舞台。

站在台上，深吸一口气，我慢慢开口念道：

“大家好，我朗读的题目是《青春》。”心跳仍控制

不住，但心里的一股热意更上一层楼，凝成攻克

高山的勇气。读着读着，我慢慢抬起头，语调变

得更轻松扬抑，眼神更坚定，“青春”这个朗读的

主题似乎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字，更是我朗读时

自信昂扬的模样。最后我以铿锵有力的话语，

积极上扬的姿态作结。礼堂也顿时响起掌声。

我感受心中滚烫的温度，那是完成使命超越自

我的激动与自豪。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岁月因青春慷

慨以赴而更加美好，正值少年的我们，应去做不

被定义的自己，潇洒如风，烂漫如晨曦。当你超

越自我时，便是青春最美好的模样。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我吟诵这经典的俗语，坐在家里的椅子上，

听奶奶说立春谚语……

立春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一个节

气，俗称“打春”。出生于乡村的奶奶，对节气

有着额外的亲切感。小时候，过年的前几天，

奶奶常说：“今年打春早，年货要买少。”意思是

说，春天来得早，年货买多了，容易放坏掉。

立春了，东风送暖，大地开始解冻。奶奶

会说：“打春的雪，狗撵不上。”我们

这些小孩子，盼着春天赶紧到来。

过了大寒，就过年了，打春一般在五

九尾、六九头，因为“春打六九头”，

听得我充满了憧憬，真希望马上脱

掉棉袄，冲出家门，奔向田野，去

寻找春天。

奶奶最爱劳动，一辈子忙个不停。她虽是一介农

妇，不是太懂气象学问，但对节气把握得门儿清，二十

四节气便是她的课程表，也是她的耕作图。她虽然不

会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但对

于哪个节气大致在什么时间，该做什么农活，掌握得

就像呼吸一样自然。立春了，奶奶也会说：“立春伊

始一年端，全年大事早盘算。”一字一句间，都能感

知奶奶也深谙“人勤春来早”的至理恒言。

“吃了立春饭，一天暖一天。”奶奶告诉我，吃豆芽

菜是家乡迎接立春节气的习俗。立春当天，市场上豆

芽摊点一声声吆喝，就仿佛立春在歌唱。颗粒饱满的

小豆子经过水的滋养，生发出寸尺见长的白嫩脆秆，

广受食客青睐。热油下豆芽，起锅前丢几段韭菜段，

一清二白，赏心悦目，入口爽脆，令人心生欢喜。

一草一木受气象的拂润，我听着奶奶说立春谚

语，看着庭院和田间的一花一草也在节气的门槛上

迸发出生命浑厚的底色，立春吹响了春天的前奏曲，

它带着末冬的余寒和早春的初暖在大地间描绘了一

幅节令图，让春天的色彩慢慢绚烂。

四君子，唯有梅最高尚。她

生长于寒冬，有菊般冷艳；在雪花

间，有竹般清雅；轻轻一闻，还能

闻到她如兰花般的幽香。但在梅

千万的优点中，其高尚坚贞才是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

冬至已过，寒冷的正月脚步

也是近了。前年外公在院子里种

植的梅花，在今年的冬天也是鲜

花怒放了，散发着点点幽香。在

这冰冻三尺、寒气袭人的严冬腊

月，赏一赏这高洁的梅花无疑是

最好的选择。

下了楼，向院子走去。未进

院门，便已经闻到那淡淡幽

香。推开院门，踏着白

雪继续向前走，只觉鼻

子里梅香越来越浓，令

人沉迷于此，无法自

拔。再往前走，放眼望

去，一个冰雪精灵——梅，便清晰地映入眼

帘。瞧！那朵朵梅花娇小而又柔嫩，像开在树

上的小冰灯，绽放出冬天中最美丽的朵朵瑰丽

“奇葩”。梅枝上花朵们形态各异，有的还是小

小的花骨朵，如一个个怕生的小女孩；有的正

含苞待放，一个个都鼓鼓的，似一个个小灯笼；

但有的却已经在这寒冷的气流中展现自己，

绽放得十分鲜艳，若一张张灿烂的笑脸……

再凑近一瞧，梅花浅红的花瓣，柔嫩润

滑，若新生儿的皮肤；小巧的花蕊，细小淡黄，

如昆虫儿的触角……在这粗壮的梅枝上，花朵

们三个一团，五个一簇，挨着，挤着，远看近看，

都是一副疏枝横斜的模样，令人陶醉。“墙角数

枝梅，凌寒独自开，”在这寒冬腊月之时，又有

多少鲜花能孤傲地立于雪中为单调的白雪增

添了几抹淡淡的浅红，对广阔的天地展示自己

的艳容，为寒冬带来属于她的那份幽香呢？唯

有梅花超凡脱俗，做到这一点。在百花凋零之

时，迎着漫天飞舞的雪花，傲然挺立于白雪中，

顶着凛冽的寒风，显露了自己那高尚的情操，

让世人所折服。

古往今来，又有多少文人墨客被梅花的

高洁情操所折服。卢梅坡笔下的“梅须逊雪

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王安石也曾感慨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而毛泽东在《卜

算子 ·咏梅》中更是把梅花描绘得淋漓尽致

“待到山花烂漫时，它在丛中笑。”真是，论高

尚，花中唯有梅。

梅花是寒风中的精灵，是冰雪中的天

使。风雪对梅花是残酷的，而梅花竟含笑乐

观地接受了这份礼物。梅花，我赞颂你，赞颂

你的美丽，赞颂你的情操，赞颂你在冰雪中让

我明白何是高尚，何是坚贞。

小学六年的光阴很快就要过去，回忆着缤

纷校园里发生的一件件事，我的脑海中总不禁

浮现出吕老师严肃而美丽的身影。

吕老师是我的数学老师，六年来从未换

过。对此我感到庆幸，也感到自豪。吕老师说

自己就像一朵带刺的红玫瑰，可我觉得她虽然

严厉，但更关心我。当我有不懂的题时，会耐心

地给我再次讲解和梳理；在我情绪低落时，鼓励

我安慰我；而在我取得好成绩时，也会毫无保留

地夸赞我，同时提醒我不能

骄傲。吕老师对我的好，就

像夜空中的星，数不胜数，

其中最亮的一颗，是那一个

充满信心的拥抱。

那是三年级的冬天期

末。叶落满地，雪花纷飞，

寒风呼啸。吕老师把我送到校门口后，我发现

家长还没有来接。偌大的广场上只剩下寥寥几

个人，我站在风中等待了好久。回过头看时，才

发现她竟然还在我身边。我便开口：“吕老师，

您……不回去吗？很冷的……”“没事，我陪你

等。这次期末考试你一定要好好考啊！争取考

100分！”“这……嗯……”我低着头，不太敢保

证。毕竟，过往每次数学考试，我成绩都很不理

想，这件事仿佛一颗大石头，始终重重压在我心

上。她却非常有信心，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眼

镜反射着冬日的阳光。“你一定可以的，要相信

自己！”说罢，还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她的

怀中暖暖的，有一股好闻的香味，就像一个温暖

的火炉，给我带来温暖，带来力量。风依旧寒

冷，但我的心里暖洋洋的，充满了自信。

那次考试，我格外认真，果然拿到了100

分。从那以后，我一直保持着好成绩。每当缺

乏信心时，只要想起吕老师的拥抱，我又会充满

无穷的动力。

我家的年味儿 陈思宽
上海市世界外

国语中学

六（6）班

陈梓昕
浙江省乐清市

康德寄宿学校

七（10）班

赞
梅
花

温暖的拥抱 张启莘
杭州江南

实验学校

（609）班

武钰苒
上海市

汇师小学

五（3）班

﹃
幼
稚
﹄
的
妈
妈

刘芳菲
徐州市

江苏师范大学

附属实验学校

九（13）班

青
春
的
模
样

邵梓玥
苏州

石湖实验小学

四（4）班

立
春
谚
语

水乡的桥
吴颖婕 上海同济黄浦设计创意中学高三（1）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