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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作文
在城郊美丽古镇的巷子口，有

一方简陋的小摊，亮晶晶的糖画，

闪着明晃晃的光芒。摊子后面的

小板凳上，坐着一位老人，小小的

摊位在方寸间，叙述着传统手艺的

故事。一个周末，我来到了这个已

商业化的古镇，踱步在商贩林立的

街上，嘈杂的叫卖声、花花绿绿的

招牌、夹杂着油烟的空气扰乱着我

的思绪。直到望见巷口的牌匾上

端正的“糖画”二字，我眼前一亮。

“小姑娘来一个糖画吧？”“多少

钱？”“3块，小姑娘，你自己转，转到

哪个我就给你画哪个。”我从来没有

见过这样卖糖画的，老爷爷的摊子

上有一个转盘，上面画着各样的图

案，我跃跃欲试地上前一转，指针停

在一只雄赳赳气昂昂的公鸡前，老

人笑着从锅里舀出一勺糖……

我仔细地打量着老人，他须发

花白，皱纹里满是岁月的痕迹，不

大的眼睛里透出一股力量。以勺

为笔、以糖为墨，他拿着铁勺不断

地勾勒着，甜香扑鼻。画到得心应

手之处，他轻轻一笑，顷刻间，一只

漂亮晶莹的大公鸡已经一气呵

成。见我饶有兴致，老爷爷和我聊

起了天，他从事糖画这门手艺已经

大半辈子了，初心并不是靠它维持

生计，而是希望这些传统艺术能够

传承下去，发扬光大。说这些话

时，他眼中闪着光，在如今繁华快

节奏的时代大海

里，他逆流而行，

淡定从容地寻找

着那传统手艺传

承的彼岸。

回家后，我念念不忘老爷爷和

那晶莹香甜的大公鸡。此后，我也

没在别处见过这样的糖画摊。疫

情几年，也不知道老爷爷的生意可

好，这门手艺是否如他所愿传承下

去，3块钱一个糖画是否足以维系

他的生活。我再次去到了那个古

镇，特意前往巷口的糖画摊。那小

小牌匾还立在那，糖画摊也还在，

只是不见那位老爷爷。我随即问

正在做糖画的小姐姐，“原来在这

里做糖画的老爷爷还在吗？”小姐

姐回答我说：“老爷爷年纪大了已

经在家休息了，但是他闲不住又不

肯放弃这门手艺，在家里传授糖画

手艺，教授喜欢学糖画的年轻人。

我们都是他亲手培养出来的学生

哦，现在学糖画的年轻人越来越多

了。”惊喜的是，摊位大了不少，摊

后有两三个穿着汉服的小姐姐在

制作、出售着糖画，摊前围着不少

感兴趣的人，我想这些一定都是帮

助老爷爷完成愿望的传承人们。

现如今，我们的国潮、非遗文化

已经蔚然成风，感兴趣学习的年轻

人络绎不绝，他们通过不同的渠道，

以不同的方式发明出更多更新的玩

法。在我们新一代年轻人的传递

下，热爱传统手艺的人将会越来越

多，像老爷爷那样的老手艺人们期

待的文化传承的彼岸，并不遥远。

爸爸，谢谢你，在我迷茫时，

痛苦时，无措彷徨时给予我鼓励

与帮助。

记得幼时，每次出去玩，不到

一会儿就走不动了，便像耍脾气一

样站在原地不动。这时，你好像总

能理解我的意思，蹲下来，我便高

高兴兴地爬到你的背上，接着享受

沿途的风景。不知什么时候，我的

眼皮越来越重，感受着你温暖的后

背，意识逐渐模糊，睡着了，在梦

里，我坐在一艘小船上，随着海浪

一颠一颠……

晚上的游乐园有烟花秀，我拉

着你的手，好奇又期

待地盯着天空。“嘭，

嘭，嘭”几声巨响打

破天空的宁静，我却

只能看到人们的背

影层层叠叠。我晃着你的手，借着

烟花的火光，我看到你笑了笑，一阵

失重的感觉，我已坐在你的肩头，仰

头看着“开”得灿烂的烟花……

你陪伴着我慢慢成长，可是在

学习中我总会遇到很多困难，你就

主动担负起教我数学的责任。开

始，我还能认真去听，去思考，去理

解，可是你总喜欢重复地讲同一种

类型的题目，我渐渐地也开始不耐

烦了。有一次甚至对着你吼：“你

烦不烦，这道题你已经讲过多少次

了，我不是都订正完了吗！”吼完，

我愣住了，你也愣住了，我低下头，

不敢看你，心里满是后悔和羞愧。

我无声地哭了，这次的泪水不同于

以往的任何一次。你看到之后抱

住了我，拍拍我，眉头舒展，眼神带

着坚定和喜爱，嘴角噙着微笑，好

似刚刚什么都没发生过，边帮我顺

气，边温柔而缓慢地说:“学烦了

吧，要不我们歇歇？”我躲在你的怀

里，摇摇头，泪流得更凶了。

爸爸，你对我来说亦师亦友，

在我迷茫时帮助我，带我走出困

境，在我伤心时安慰我，分担我的

痛苦，在我高兴时和我一起疯一起

笑，一同分享快乐。爸爸，有你，真

好。谢谢你伴我学习，伴我成长。

小时候，我记得爷爷

有一个铜壶，听爸爸说，那

是爷爷最用心的作品了。

爷爷是个打铁匠，奶

奶平时有什么家具坏了或

者是旧了，就会告诉爷爷，

爷爷肯定会打一个新的出

来，还会在上面纹上漂亮

的花纹，有“双龙戏珠”“鱼

跃龙门”等等。

爸爸跟我分享过他小

时候的故事，说他小时候

文具盒坏了，爷爷就会给

爸爸打一个新的

出 来 ，这 下

怎么用也用

不坏了。

爷 爷 手

艺 精 湛 ，有

很多漂亮的

作品，但最喜爱的就是这把铜壶了。

这把铜壶的做工非常精美，通

身都雕上了精美的花纹。它的造型

优雅，线条流畅，每一个细节都经过

精心打磨，展现出爷爷对工艺的热

爱和追求。铜壶的表面光滑如镜，

反射出微弱的光芒，仿佛蕴藏着岁

月的痕迹。

因为这把精美的铜壶，爸爸妈

妈喜欢上了喝茶。每当他们泡上一

壶香茗，铜壶便成为茶桌上的焦

点。爸爸妈妈用心养护着这把铜

壶，它始终保持着崭新的光泽，就像

一件艺术品一样。

随着我渐渐长大，我也学会了

喝茶。每当我品尝到那浓郁的茶

香，我就会想起爷爷用心打造的铜

壶，它不仅仅是一件实用的茶具，更

是一种传承和情感的象征。

在我的再三要求下，爸爸妈妈

把铜壶送给了我。尽管爸爸妈妈给

我买了不少的茶器，但在我心中，却

不及这个铜壶有情味儿。它不仅仅

是一件物品，更是一份珍贵的家族

遗产。每当我拿起这把铜壶，我仿

佛能感受到爷爷的温暖和关怀，它

见证了我们一家人的成长和团聚，

也成为了我们共同的记忆。

如今，我已经长大了，喜欢喝各

种各样的饮料，喝茶的时候少多了，

但我依然珍视着这把铜壶。它不仅

仅是一件茶具，更是一种情感的寄

托。每当我喝茶的时候，我会想起

爷爷那用心打造的铜壶，想起他为

我们家带来的温暖和快乐。这把铜

壶成为了我与家人之间的纽带，让

我们更加珍惜彼此的存在和相聚的

时刻。

无论是在茶桌上还是在我心

中，这把铜壶都是独一无二的。它

不仅仅是一件工艺品，更是一种传

承和情感的象征。我会用心呵护

它，让它永远保持崭新的光泽，就像

爷爷用心打造它时一样。这把铜壶

将陪伴着我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

段，见证着我成长的点滴和家庭的

温馨。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新

思想、新观念、新技术不断涌现。

作为一名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

我深感新时代的力量，它让我看

到了无限的可能性，也让我体会

到了不断成长的快乐。

从小到大，我一直生活在数

字化的世界里。从早期的PC到

现在的智能手机，从传统的电视

到流行的网络直播，我见证了科

技带给我们生活的翻天覆地的变

化。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生活的

便利性上，也深深影响了我对世

界的认知和价值观。比如，

通过互联网，我了解到了更

广阔的世界，开始接受并理

解不同的文化和观念，这对

我的成长有着深远的影响。

新思想、新观念的涌现，

也让我有了更丰富的精神世界。我

见证了平等、尊重、多元等观念在社

会的普及，这些观念让我更加理解人

性的复杂和多样，也让我更加珍视我

们的社会。同时，这些新观念也推动

我去思考如何更好地生活，如何更好

地尊重和理解他人。

新技术的发展，更是让我体

验到了前所未有的便捷和快乐。

从在线购物到网上支付，从在线

教育到远程办公，新技术几乎改

变了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

种变化让我体验到了科技的魅

力，也让我更加期待未来的生活。

在这个新时代中，我不仅体

验到了生活的便利和丰富，也体

验到了自我成长的快乐。每一次

新技术的出现，每一次新观念的

接受，都让我有了新的认识和理

解，也让我更加珍视这个时代。

同时，我也明白，这个时代的

发展和变化，离不开每一个

人的参与和努力。只有我们

不断地学习、接受、改变，才

能更好地适应这个时代，才

能更好地生活在这个时代。

“新”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它

推动我们去接受新的思想、新的观

念、新的技术，也推动我们去思考、去

创新、去改变。我相信，在这个新时

代中，只要我们愿意接受、愿意改变、

愿意成长，我们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

一片天空。

“没中！”我揉了揉眼睛，

反复确认手中的这张白纸，

而我此刻的大脑也如同这白

纸一般……窗外阴沉沉的，

那天空被沉重的灰黑取代。

调皮的风四处流窜着，幸灾

乐祸地看着我的狼狈。

秋季运动会就要开始

了，长绳队每天都在紧锣密

鼓地训练。可惜比赛只能

12个人上场，2人为替补。

由于大家都很优秀，于是毛

老师决定用抓阄来确定参赛

人员。我小心翼翼地打开了

那张纸团，空白的！极度的

失落和沮丧涌上心头，我狠

狠撕碎了那张看似不起眼的

白纸，重重地扔进了垃圾桶。

放学到家后，

我的眼泪喷涌而

出，一股脑地向妈

妈倾诉着我的委

屈。妈妈轻轻抚摸

着我的头说：“没选

中，只是你运气还差一点。这种活动

以后还有很多，总有机会上场的，这次

就当一回最强替补和啦啦队吧！”听了

妈妈的话，我虽心有不甘，但失落的情

绪好了些许……

比赛开始了，我站在赛场边，目不

转睛地盯着我们班的长绳队伍，心提

到了嗓子眼，生怕谁漏跳一个。我和

同学们一个个声嘶力竭，在一旁呐喊

助威，“271，272，273，274”，随着一声

哨响，比赛结束。“五（5）班第一！”“一

次都没断过！”“又破了最高纪录！”

顷刻间，全场沸腾，大家欢呼雀跃

着！此时，我心里的激动像一道洪流直

冲脑门，冲上前紧紧抱住我们的“最强

甩绳手”：“太完美了！”那一刻，仿佛有

一道光冲破了我心中的雾霾，之前的伤

心失落早已消失殆尽。这是属于我们

全班的荣誉，我又何必纠结于自己能不

能上场呢！那一刻，我宛若一个快乐的

小精灵蹦跳着，原来加油鼓劲，我也可

以是生力军。那一刻，我明白了即使当

不了主力，同样可以享受成功的喜悦。

那一刻，我对自己说，厚积薄发，等待机

会，做一个最好的预备役！

仰首望天，阳光从树叶缝隙间漏

了下来，一地碎了的灿烂。那一刻，我

成长了！

冬天是冷的，白茫茫的雪是冷

的，呼呼吹的风是冷的，跳出被子

的第一刻是冷的，踏出房门的第一

步是冷的，出门走的每一步都是冷

的，心，也是冷冷的。

坐到位置上，老师进来公布考

试成绩，我考得不怎么样，心中又

冷了几分，还要家长签字，一想到

马上要面对更冰冷的眼神，我的心

就结了冰。

一上午一下子就过去了，我踏

着沉重的步子回了家，一进门，妈

妈就拿过我的卷子，看了眼分数又

把卷子还给了我，然后只说了一

句：“你先自己找找原因吧。”我没

有暗自庆幸，因为我认为大人非常

生气时都不想说

太多，说不定他们

已经放弃我了呢，

我 还 是 别 去“ 招

惹”她吧。

坐在书桌旁，我思考着没考好

的原因，1分钟，2分钟，5分钟，10

分钟……20分钟过去了，忽然我听

到一阵轻响，扭头一瞧，只见妈妈

悄悄在我的桌上摆上了一杯温牛

奶，杯子上卡着一只红艳艳的大草

莓，草莓上插了一根牙签，上面挂

着一张纸条，上面工工整整地写

着：加油！没错，上面只有“加油”

二字和一个感叹号，剩下的都是空

白。我轻轻端起玻璃杯，用嘴唇试

了试牛奶的温度，嗯，不热不凉，温

温的，我一口一口喝着牛奶，温热

的牛奶滋润了我的心，牛奶一点点

融化了我心上的冰，这杯温牛奶让

我感受到了久违的亲情。忽然，我

明白了，分数不代表全部，重要的是

我努力了，这次没考好，下次继续努

力就好啦！想起一位名人曾说：“过

去的光辉只属于过去而非将来”。

同样，过去的失败也属于过去。干

嘛那么在意已经过去的事情呢？争

取下次进步就可以了。

上学时间快到了，牛奶也喝完

了。但那份亲情那份爱，却深深地

留在了我心中，在上学的路上，我

感觉景色完全变了：雪好像变暖

了，风好像变暖了，踏出房门的第

一步是暖的，出门走的每一步都是

暖的，心，也是暖的。我忽然想笑，

想纠正一下我对冬天的认知：冬天

其实是暖的。

无论春夏秋冬，不论天气是温

热还是寒冷，此刻我记住了：亲情，

永远是暖的。

正如余华所言：“没有一

种生活是可惜的，也没有一

种生活是不值得的。”因为每

个人的生活都充满了色彩。

回想起那些周末午后的

日子，阳光透过窗户洒在书

桌上。我坐在桌前聆听网

课，然而这突如其来的阳光

却让我感到有些烦躁。我的

心绪开始游移不定，经过一

番内心挣扎，我还是不自觉

地滑动了屏幕，打开了游

戏。就在我沉浸在激战之中

时，父亲悄然来到了我的身

边，为我送上一盘新鲜的水

果，关切地提醒我不要因为

游戏而耽误了学业。然而，

我却在他转身离去的那一

刻，看到了他脸上突然

僵硬的笑容。我心

中一片懊悔，默默

地将水果放在桌

上，却无心品尝。

看着桌面上的

水果，我心中五味

杂陈。此刻，我想起了父亲对我的关

爱和陪伴，从小时候到现在，他始终

在我身边。然而，此时的懊悔和感慨

已经无法弥补我之前的错误。唯有

努力学习，才能获得父母的原谅。

回到书桌前继续学习。我想带

着这份热爱，去拼搏，去努力，就没有

一种生活是可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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