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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作文
我有一个长方形的棕色小盒子，里面装

的不是什么金银财宝，而是一枚枚小小的、储

存着许多美好回忆的梧桐书签。

我三四岁的时候，在幼儿园里有了我人

生中的第一批好朋友。和好朋友在一起，我

感觉特别快乐，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随

着年龄的增长，好朋友也在不断地增加，其

实，与每一位好朋友的交往都是有故事的，而

且那也正是我的成长经历。不过，我渐渐地

生出了一些苦恼——经历的事情多了之后，

有时会感觉它们像微风般从指缝间慢慢地、

悄无声息地流失了，有些记忆变得模糊起来。

于是，我想找到一个属于我的，能永远留

住我过往记忆的“魔法盒”。

直到一个深秋如期而至。渐凉的秋风迎

面吹来，金色的梧桐树叶随风飘落在学校操

场边的小道上。我轻快地走在这条因落叶而

染成金色的小道上，脚底下发出簌簌的声

响。我低下头，挪开脚，看着躺在地上散发出

金灿灿光芒的梧桐落叶，不禁感叹它们特有

的美丽。忽然，我站立住了，慢慢蹲下身去，

捡起一片落叶，缓缓地举在阳光下，仔细看

着，那落叶上的斑斓似乎让我看见了过去经

历过的一个个瞬间。

我灵光乍现，想到了

一个把过去经历保存下来

的好法子——我为什么

不把这些梧桐落叶做成我

的人生书签呢？

说干就干。我挑选了

四片最完整、最好看的叶子，迫不及待地把它们

捧回家。到家后，我拿出几张吸水纸把梧桐叶

子擦得干干净净，然后，挂在吊绳上，让风把它

们吹干。过了一周，这些梧桐叶子都风干了，可

依然发出耀眼的金黄色。我兴奋而格外仔细地

把它们取下来，放到书桌上，害怕一不小心就会

弄碎。接着，我尝试着在一张叶子上面贴上照

片，写上有关往事的几句话。最后，给叶片吊上

流苏。一枚记忆书签就这样完成了。

有了第一次的成功，我继续将剩下的几

片落叶也做成了类似的书签。随后，我就把

这些承载了我许多记忆的书签放进了一个长

方形的盒子中。我有了我的记忆魔法盒啦！

以后的每一年秋天，我都会挑选一些梧桐

落叶，把它们做成出记忆书签。书签上有的画

了画，有的写了字句，有的还贴上了金属人物，

这就可以用电子牙刷刷出一个个故事来。

每当我打开“魔法盒”时，拿出那些记忆

书签，童年时代的点点滴滴好似电影，一幕幕

在我眼前播放起来。我想，我会有更多这样

的记忆书签的，它们会将我未来的人生变成

一幅长长的五彩的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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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照进窗来。草稿纸上零星画着几

个圆，却不像窗外的月那样圆满。

“画不了！”我扔下手里的圆规。妈妈皱

起眉头：“怎么会画不了呢？”她拿起圆规，将

针尖立起，捏着圆规上端，慢慢倾斜，转动圆

规，铅笔尖轻盈地在纸上画出一道弧线，圆

规继续旋转着，最后与原先的线重合，一个

满圆跃然在纸上。

看到这，我一时无话可说，重新拿起

圆规一画，可线却再次偏离了。“就是不

行！”我怒气冲冲地喊。“你以前从来没有

使用过圆规，却想一画就会，这怎么可

能？只有反复练习，才可能成功！”妈妈

头也不回，走出门外。

窗外，一轮圆月正静静地看着我，看着我手

中的圆规。想起妈妈的话，我深吸一口气，再次

拿起圆规，在白纸上练习起来。不要烦躁，只有

反复练习才可能成功！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下

来，回想起妈妈使用圆规时的情景。手抓圆规

上端，确定中心，把重心放在圆心上，再慢慢倾

斜，转动手指，纸上留下一道弧，我喜上眉梢，立

刻将圆规一转，圆心却在那一瞬间偏离，弧

线也偏离了应在的轨道，根本不成圆。

我气得狠狠将圆规扔在草稿本上：“练

什么练！根本没用！哪有这么难学的东

西？像溜冰、弹琴……”我猛然停住，溜冰、

弹琴，哪样不是靠练习才换来的成功？

静心练习！捏住圆规，落在纸上，手一

倾，针尖稳稳立着，再向另一端缓缓倾斜，

小心翼翼地转动圆规，纸上慢慢出现一道

浅浅的弧，艰难地在纸上滑行着，却没有

再偏离，断断续续，终于“首尾圆合”。松

了一口气，看这圆，虽不如月圆，但不再偏

离。我的心欢悦起来，再持圆规，反复练

习，一个又一个圆，愈来愈满，愈来愈圆。

静，不烦躁，心平气和；习，不放弃，反复练

习。妈妈的话是对的，只有反复练习才可能成

功。轻轻放下圆规，纸上的圆，似比窗外的月还

满，这“满”包含着我的努力与深刻的道理。

圆规转，弧线走，画圆得心应手。我知道，

这份熟练，离不开练习；我明白，成功包含千千

万万，但需坚持练习。

每天清晨，同学们都成群结队地来到

学校，沉睡了一夜的校园立刻变得热闹起

来。老师们会在校门口迎接我们，同学们

向老师问好。充满希望的一天开始了。

走进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我

们的主教学楼，教学楼的中央有一个椭

圆形的大花坛，这是一个特别神奇的花

坛，一年四季都盛开着五彩缤纷的花

朵。我们每天都在花香中学习和生活。

往里走就是我们的大操场，操场上最耀

眼的就属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了。它带

给我们力量。

上课时我们认真听讲，积极回答问

题，认真做好笔记。下课了，同学们三三

两两地聚在一起讨论老师教的难点。记

得有一次我被一道数学题困住了，我去

请教了博学多才的数学课代表，他很耐

心地帮我理清了思路，还教会我几种不同的解

题方法。我听了他的讲解恍然大悟连声道谢。

我们看着对方笑了。

每天的大课间，小篮球场都是篮球爱

好者的胜地。就在上周五，我们举办了一

场篮球友谊赛。我们的球队和另一支超强

球队进行了一场激烈的友谊赛。比赛开

始，球被高高地抛起，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

速度抢到球想投三分球，可是被对方球员

挡住了，我只好迅速把球传给了我方扣篮

高手一号球员，只见他拿住球，快速地把球

运到篮下，跳起来抓住篮筐，奋力一投，球

进了！对方的高手也不甘示弱，立刻抢过

从篮筐掉下来的球，躲开我方阻拦，冲到

了我方篮下用力一投，球稳稳地投进了

篮筐。经过几轮激烈“斗争”，大家都大

汗淋淋，气喘吁吁。最后我方赢了这场

友谊赛。通过这场比赛让我们懂得团结

的力量最大！

这就是我的校园生活。有欢乐、有汗水、有

泪水、有温暖。

春节前一天，我和爸爸

妈妈一起去了松江天马山游

玩，我们是由爸爸开着自驾

车前往的。开车前，爸爸说，

天马山风景秀丽，山上有上

海的比萨斜塔。我听后，心

已飞到了山上。

到了山脚下，我们购票

后进入山门，沿着山间小路

向山顶奔去。一路上，看到

两旁竹林、树木郁郁葱葱，空

气清新，我使劲呼吸。看

到妈妈吃力地喘着

气，我不断地喊着：

“加油！加油！”我们

向山顶冲去。

到了山顶，只见

斜塔在寒风中屹立不

动，它的四周有水泥柱子围栏，游人不得

入内。围栏内竖着一块牌子，上面标着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沿着塔的周边我

转了一圈，看到塔基有一处是一个大洞，

直径有2米多。我问爸爸这是怎么回

事？爸爸就给我讲起了斜塔的故事。这

座塔建于宋代，内藏有舍利宝贝，所以又

叫护珠塔。后来，有人传言塔的墙砖缝

中藏着钱币，于是，人们到塔内挖钱币，

结果把一边的塔基挖空了，就形成了这

个大洞，塔也就斜了。我边听边抬头往

上看，此塔七层八角，高约20米，十分雄

伟。

在塔的不远处，有一棵古银杏树，年

龄有700多岁，它的树枝似龙爪，传说是

它支撑着斜塔，使其不倒。旁边还有一

口泉水，据说人喝了此水就会变得聪明，

现在水干了，可人们还记着它。

爸爸还告诉我，这座塔比意大利著

名的比萨斜塔还要斜，时间更久。千百

年来，无论是狂风暴雨，还是雷电打击、

地动山摇，它都没有倒塌，非常神奇，其

中的奥妙，还有待人们去探究。

要下山了，我再次仰望斜塔，心中感

叹，这座千年不倒的斜塔，是我们上海的

骄傲，古代劳动人民真是非常伟大啊！

这次天马山之行，我看到了上海的

灿烂文化，激起了我对家乡上海更深的

热爱之情。

一天，我们家的门铃响了，原来

是快递员给我家送包裹。我有些窃

喜，不会是妈妈给我买啥好吃的，或

者是好玩的吧。我迫不及待地操起

水果刀，三下两下就拆开了纸箱。

可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映入我眼

帘的竟然是两根“木桩子”。

两根“木桩子”？我有些疑惑，

横竖看了个遍，粗粗壮壮的，矮矮墩

墩的，咋看也不像能吃的甘蔗呀。

木桩有胳膊粗，两头平整得像用刀

切过，咋看也没看出是什么物件。

“是工艺品吗？”我不解地问妈

妈，妈妈却一脸正色告诉我：“这是一

种神秘的植物。”随后，妈妈拿出了一

个敞口平底的青花钵子，并往钵子里

倒了一些水，然后把木桩子安稳地放

置在中间。妈妈歪头看了看，又觉得

少了点啥，赶紧又找来了几颗五彩斑

斓的雨花石搁在旁边，仔细看，还真

点缀得挺雅致的。

“你确定这个木桩能长

出绿叶来？”我有些不理

解。妈妈却无比自信，又往

水里滴了两滴营养液，不一

会儿，水就变成了碧绿色。

“我们要做的就是等待，等

待奇迹的发生。”妈妈目光灼灼。

果然，过了一段时间，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平整的木桩上长出了许多凸起，仿佛是人脸上

的青春痘，一个又一个，挨挨挤挤的。又过了几

天，木桩的凸起里居然冒出了小绿芽。有的小

绿芽圆润透亮，绿里透着嫩。有的小绿芽长出

了小叶子，像兔子的耳朵一样可爱。小绿芽们

争先恐后地往外钻，仿佛急着要跟我打招呼。

后来，我问妈妈：“这个创造奇迹的木桩叫

什么？”妈妈这才告诉我：“巴西木！”

巴西木真是又美丽又有趣，它的华丽变身，

让我家里充满了春意，也充满了努力生长的激

情。

春天来了，微风吹红了花，吹绿

了柳条。

清早，我去公园。小河边一棵

棵婀娜多姿、亭亭玉立的柳树像一

个个美丽的少女，在河边梳理着自

己的长发，“碧绿妆成一树高，万条

垂下绿丝绦”。一个个鼓鼓囊囊的

小花苞，仿佛一只只毛毛虫，正在努

力地生长，柳条像一根根长长的鞭

子赶走了冬天的寒冷。

近看，柳条上有许多小花苞，有

的簇拥在一起，像在说悄悄话。

有的独自一人，看上去很孤

单，有的花苞涨得太大，炸

开 了 一 团 团 柳 絮 飞 了 出

来。一团柳絮落在我手上，

我摸了摸他，就像我家的猫

的毛一样柔软。这些柳絮

在天空中打闹着，我想他们是在找生根发芽的

地方吧？几天后，他们就长出嫩绿的叶子了。

这时候的柳条很嫩，我喜欢掰两根柳条做

成花环戴在头上，看，美吗？我得意地唱起了歌。

我随手将一根柳条插进泥土里，他就能长

成柳树。这就是所谓的“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

插柳柳成荫”。看，柳树的生命力是那么的顽

强，难道我们不应该学习这种不怕困难，不屈不

挠的精神吗？

谢谢你，我的柳树朋友！因为你，我从此不

再怕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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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事如意

我从小便对古诗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听妈妈说，那时，我初入尘世，哇哇啼

哭。妈妈尚未有为母经验，唱不来催眠曲，

便背些诗歌哄我。那时背得最多的是《木

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妈

妈抱着我，慢悠悠地吟诵，我便似懂非懂地

听。久了，妈妈一背，我就停下哭泣，瞪着

小眼睛望向妈妈，屡试不爽。

再后来，我一天天大起来，妈妈把我抱

出去玩，看到太阳，妈妈就背：“锄禾日当

午，汗滴禾下土。”看到小草，妈妈就背：“离

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有时碰到小狗，妈

妈都会来一首打油诗：“黄狗身上白，白狗

身上肿。”

也许真的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当我能

开口蹦单字的时候，妈妈说上句，我竟然能

冒出来下句的个别字。慢慢地，能对整个

句子，再然后能背整首诗……

家里正好有一本《唐诗三百首》，妈

妈决定和我一起背，从送别诗、思乡诗到

边塞诗等，妈妈都逐首进行了编号、排

序。当时的我对此兴趣浓厚，热情极

高。不管七律五言、四句八句，背得干净

利落。不出一月就背了二十多首。平均三天两

首，顺便还把里面的字认了许多。

后来上了小学，我无论识字量还是古诗储

备量都明显优于同学。二年级的时候，妈妈给

我报名参加了市里的青少年诗词大会，因

为年纪尚小，第二轮就败下阵来。不过，我

不仅没有沮丧，还喜欢上了其中的游戏“飞

花令”，那时正逢电视上演中国诗词大

会，我们一家三口兴致勃勃地观看，也会不

由自主地跟着选手一起闯关。这个过程中

偶尔能取胜，每每取胜，我们都很高兴，尤

其是我，更是手舞足蹈。

我和爸爸还整理出了许多高频词的飞

花令，单一个“花”字的诗句就有上百个，我们

把“花”进行了分类，什么梅花、菊花、梨花、杏

花……那段时间，家里到处都是“花落知多

少”“花重锦官城”的纸片。带“树”的、带“月”

的、带“春”……因为含的高频字多，至今那

首长长的《春江花月夜》还能信手拈来。

经过反复练习，三年级时我又报名参加

了市里的青少年诗词大会，这次稳稳地杀进

了百人团，如果不是因为年纪小写字慢，

差点就杀进了半决赛。后来看到了《刻意

练习》这本书，我悟得了刻意练习的重要

性。在这本书里，作者认为天才往往不是

天生的，而是后天训练出来的。

上了初中后，我因为课业负担重，诗

词诵读渐渐抛到了脑后，但曾经熟悉的诗词还

是会一点就来。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我能永

葆一颗诗心，不管岁月有多少曲折，朵朵诗花都

会在心中盛开。

朵
朵
诗
花
喜
盛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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