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好假期，本应是放松闲暇的

日子，我却因那天心情不好却还要

应付作业而苦恼。什么作业？做

饭！真是麻烦！妈妈提醒我：“只有

面对麻烦，才能将它化解。”那……

就包饺子吧！

就这样草率地决定。我去厨房

拿出一袋面粉，迷糊着正要往小碗

里倒，妈妈才好笑地提醒我和面是

需要用大盆的。

忙活半晌，可算做好了饺子皮

和饺子馅，轮到包饺子了。可这对

“手残”的我来说可不是什么容易干

的活儿。

我左手托着一块面皮，右手拿

勺舀起一勺馅儿堆在其中，而后轻攒

左手，将馅儿包进皮里，右手一捏一

顿地将两瓣面皮捏合在一起。几经

蹂躏，由面皮两侧合成的接缝处形成

了一个又大又扁的丑饼。我抬头看

看正包着饺子的妈妈翻飞流利的双

手和盘子上已经完工的两块饱满工

整的饺子“艺术品”，有些憋屈。

低头一瞧自己左手上的丑饺

子 ，真 不 给

力！面皮在接

缝 处 中 央 裂

开，馅儿露了

出来，更显得

它丑了。烦躁驱使我不顾接缝方

向，横着四根手指就是一捏。开口

是没了，但一字形的饺子缝硬生生

被我捏成了X形，两道接缝互相垂

直，完全没了饺子样。

我想偷偷地把这个“饺子”再放

到盘子上，但还是被妈妈发现了。

“这个造型不错呀，像一颗四芒星！”

妈妈惊喜地说道。再一瞧，还真

是！我顿时不再觉得它难看了——

原来换个角度来看，不一样的饺子

形状也是一种趣味。

我们不约而同来了兴致。灵感

自此而生，我和妈妈开始设计各式各

样的饺子，各形各色的花样面团在欢

笑声中逐个呈现在盘里，没有普通饺

子的规整，却多了一份风趣。不同造

型的饺子凸处挤着凹处，插空躺着，

完美地展示着自己，又礼貌地让其他

饺子也有地方摆开，形成一幅别样的

画儿，“热闹”非凡。

“饺子”包好，我迫不及待将它

们一骨碌扔进锅中，心中催促它快

点儿熟。当香气终于飘进鼻腔，我

迫不及待揭开锅盖，只见四芒星饺

子、五角星饺子、海螺形饺子、纸杯

蛋糕形饺子……一个个在水中欢

腾。星星们在开水泡泡的簇拥中沉

浮，一闪一闪。一会儿，又被一只

“长着”耳朵的大饺子挤兑下去，换

它在水面蹦跳，俏皮地“争锋”。

看着这些可爱的饺子，赶作业

的烦恼早已在九霄云外。

我真正理解了妈妈的话。原来

化解麻烦的方法，是直面麻烦，解决

问题，从中获取快乐。我们自豪地

欣赏这锅别样的饺子，相视一笑。

从我人生中的第四个

秋天开始，父母就张罗着

带我游世界“见世面”啦！

这是一次说走就走的秋日

旅行。

踏上北上的火车，我

们将前往本次目的地——

北京。打小我就常在电视

里见到北京，听到北京，虽

然那时候还不明白

什么是首都，但心

里就觉得它很牛，

是我十分向往去逛

上一逛的城市。

高铁上，兴奋的我始终望向窗

外，仿佛要用双眼丈量这条进京之

路。沿途没有电视里演的高楼大

厦，有的只是散点状坐落于平原之

上的农户和绵延千里的良田，对于

在水泥森林里长大的我来说，这一

幅幅田园画卷足够滋养我的眼球。

随着田野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

是错落有致，规划有序的城市建筑，

扑面而来的第一个北京表情，便是

高、空、大。高的是瓦蓝瓦蓝的天空，

万里无云；空的是宽阔的马路，没有

大城市惯有的车水马龙；大的是央视

大楼、水立方、鸟巢，各种知名建筑。

从高铁站到南锣鼓巷，一路上，

我才终于有了古今交融的首都印

象。在大栅栏买串糖葫芦，一路甜

到午门口，手抚红墙脚踩青砖，猜想

着红墙内的皇阿哥们或许不能如我

这般自由自在吧？故宫里，屋顶、飞

檐、曲线、神韵，尽错综之美，穷技巧

之变；镇脊神兽，龙纹瓦当，凝神守

望，浮云变幻，连接起紫禁城与天

空，繁华惊梦，一窥古意之美，六百

年，人和事，这故宫看得见。再举目

圆明园这残垣断壁，却也能感受到

一个王朝的辉煌与落寞；如今的八

达岭长城，好汉坡上聚集了众多战

胜体力与毅力勇登坡顶的好汉，喘

息呐喊间，仿佛见到了狼烟四起，奋

力拼杀的激战场面，以及帝王俯视

大好河山时的自豪。

与气势恢宏的历史相比，我更

爱北京的胡同小巷。漫步在皇城根

儿下，看片片黄叶纷纷飘落，老树旁

逸斜出，随手捡起一片看似结实的

落叶，和父母边走边玩勾老将，脚下

的路都变得有趣了。南锣鼓巷里的

四合院错落有致，院儿门里的电表

紧密排布，如实地向过往看客表明

小院里的户数，想必居住在这四合

院里的人们，虽显拥挤，却也为在皇

城根儿旁有一席之地感到自豪吧？

什刹海和烟袋斜街更多了许多烟火

气，商业感十足的小巷却让胡同更

加多了几分生机，漫步后海边和父

母计划着冬天怎么也得来这滑次

冰，感受一下老北京人儿的惬意生

活。走街串巷中，细看一花一草一

墙一瓦，宁静祥和，这一片市井气

息，也都是老北京人最充满京味且

充实的平凡生活。

幼年时的游历让我喜欢上了这

座城，少年时再从文人史书中游到

这座城，这城的每个角落，都填满了

若有所思的生活。少年游，最忆是

赫赫文明四九城。

哥哥从网上买回来一

对虎皮鹦鹉，蓝颜色的是

雄的，白颜色的是雌的，它

们都很漂亮。

蓝鹦鹉十分活泼，整

日在笼子里蹦上跳下，显

得特别有精神。有时，它

还把杯子里的小米啄得满

地都是。

有一天，哥

哥给它们换水

时，忘记了关笼

门。结果，那只

蓝鹦鹉“噌”地一声

飞了出去。它在我们楼前盘旋了

一阵，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它了。可

是第五天，哥哥去小区门口丢垃圾

时，在垃圾桶旁发现了它。此时的

它已变成了脏兮兮的“灰鹦鹉”。

哥哥轻易地就捉到了它，并把

它带回了家。不知道为什么，此

后，它一直显得郁郁寡欢。更遗憾

的是，没过多久它就不见了。

那些日子，我一直在想，它出

现在垃圾桶边，一定是去找食物和

水了。在笼子里它可以饭来张口，

在笼子以外它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我不知道这只蓝鹦鹉在外边除

了饥饿还遇到了什么挫折。但从它

身上，我似乎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

是，人一定要学会生存的本领，不然

就会像这只蓝鹦鹉，即使面对蓝天，

你也无法自由翱翔！

今天，我和爸爸一起回看了

江苏卫视的综艺节目《我爱古诗

词》，这期的内容主题是“二十四

节气”的文化。

“春雨惊春清谷天”。春天

是一年中最富有朝气的季节，此

时，大地复苏、万象更新，天地间

充满着一片生机和活力，农民伯

伯开始辛勤播种，给一年带来了

丰收的希望。我又长了一岁，也

随着春天在拔节生长。

“夏满芒夏暑相连”。夏天

是一年中最炎热的季节，骄阳似

火、昼长夜短，大地被太阳公公

烤得像大蒸笼，我们要么吃西

瓜、喝冷饮，要么跳进游泳

池戏水，我还喜欢和小伙伴

们相约，一起捉蝉寻趣。

“秋处露秋寒霜降”。

秋天是一年中最舒适的季

节。秋高气爽，果园里的果

子成熟了，果实累累，农民们分

享着劳动的收获和快乐。一阵

阵风吹来，大地披上了一层金黄

的地毯，我们小孩踩在上面嘎嘎

地响，高兴得乐而忘返。

“冬雪雪冬小大寒”。冬天

是一年中最寒冷的季节，天寒地

冻，昼短夜长，一场大雪，大地被

厚厚的积雪重重地覆盖着，我和

小伙伴们一起堆雪人、打雪仗，

你追我赶，不亦乐乎。

看了这档节目，我学到了很

多课堂上没有讲过的知识。古

人通过观察自然界的变化，总结

出了很多气候变化的规律，适时

而作，这是多么伟大的智慧

啊！这个节目也拓宽了我

的知识面，让我更喜爱充满

了诗情画意的二十四节气，

对历史和传统文化有了更

浓厚的兴趣。

趁着假期，爸爸妈妈带我去

上海马戏城看了“时空之旅”杂技

表演。演出在一段梦幻的舞蹈中

拉开了序幕。各种杂技轮番登

场，精彩纷呈……

最有趣的节目是巧穿呼啦

圈。六位演员在绚丽多彩的舞台

上跳起了舞，手中的呼啦圈忽前

忽后。另外几位演员穿梭在呼啦

圈中，如同一群飞鸟在空中嬉

戏。一会儿，呼啦圈被一个个抛

了起来，鸟儿们更欢乐了，它们轻

盈的如同春燕展翅，灵巧地在呼

啦圈中跳跃。正在大家欢呼喝彩

的时候，六个呼啦圈被排成了一

排，一位演员健步如飞，从中

越过，犹如一条灵活的海豚

从海中跃出，令人叫绝。

最惊险的节目，莫过于

飞速摩托！你能想象在一个

空间有限的大球中，同时有

六辆摩托车在里面飞驰吗？摩托车

先在大球中分两组行驶，飞驰的

车身几乎首尾相连，隆隆的摩托

车声震耳欲聋，我屏住呼吸，心儿

吓得怦怦跳。忽然，传来了一声鸣

笛声，六辆车同时变换阵型，在圆

球里交叉穿梭了起来。哇！车灯

如同流动的光影，看得我眼花缭

乱，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直到演

员们英姿飒爽地从大球里出来，全

场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最优美的节目，当然是丝带

舞。演员们穿着粉色长裙，映衬着

地面上挨挨挤挤的碧绿色荷叶，显

得格外美丽。她们挥动着丝带，那

么优美，那么舒展，那么浪漫，真是

“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

月下逢。”

九十分钟的演出很快就

结束了。俗话说“台上一分

钟，台下十年功”，我很佩服

演员们的专业和勇敢，但这

都是他们从小勤学苦练换来的啊！

我的老家有一个农家小院，

门前栽种了很多月季花，每次回

家，我总会悄悄地走近它，静静地

仔细观察它。

春天里，月季长得特别旺盛，

它的叶子刚长出来是红色的，每

个叶柄上有四五片叶片，过几天

这些叶片会变成绿色的，再过一

段时间又会变成深绿或墨绿。月

季的枝干上长着小刺，这些小刺

也是月季保护自己的武器。春

天，月季的杆茎长得特别快，一个

星期就能长出十几厘米呢！

夏天里，我们可以尽情地欣

赏月季的花朵了。刚开始，绿叶

丛中出现了一个个小花蕾，不知

道里面装了什么东西，过了

几天，有的花蕾绽放开了，

像一把撑开的小雨伞；有的

还没有完全舒展，像个害羞

的小姑娘，遮遮掩掩，躲躲

藏藏。开了的月季花朵，比

没有开的月季要大一些，像个舞蹈

家一样，在微风中起舞，展示着自己

的优美舞姿。站近一点，闻一闻，

你会发现，月季花还散发着一股淡

淡的清香哩。没过几天，这些花骨

朵儿，欣然怒放，朵朵花瓣都红艳

艳的，美丽极了！他们生长在一

起，像选美比赛似的，个个都在骄

傲地展示自己鲜艳的颜色。

我问爸爸，它为什么叫月季

花？爸爸说，因为月季每个月都

会开花，所以人们就叫它月季

花。月季花开花谢后，爸爸拿来

修枝剪，就像理发师一样。爸爸

说，只有勤于修剪，月季才能月月

都有鲜花开。爸爸还告诉我，月

季的花色不仅有红色的，还有粉

紫黑黄等各种颜色。即使在寒冷

的冬天，只要把月季搬进家

里，或者给室外的月季做个

保暖的花房，月季也会凌寒

盛开。

我爱月季花，它不仅花

开四季，而且清香溢远，奉

献自己，美化人间，简直就是美的使

者啊！
我看向窗外，猛然发

现——下雪了！

在这个无比静谧的早

晨，它悄无声息地来了。

它挥了挥衣袖，揉碎了天

边的云彩，又如糖霜一般，

洒在每个角落。

天地万物已白头。

我 和 同 学 欣

喜地跑出了教室，

我们站在走廊上，

注 视 着 雪 花 纷

飞。雪的手指划

过 屋 檐 ，划 过 树

枝，划过透明的天空，不知不觉间，

已是一片银白。一双双靴子在雪地

上踩出或深或浅的脚印，如开在雪

地上的一朵朵冰花。

我把手伸出来，看着雪花一片

片飘落，点点在手心融化。雪从屋

檐上飞下，浸润在发梢，滴在耳朵

里，落在睫毛上。那一刻，我仿佛听

到了风与雪花轻轻悄悄的絮语。那

声音带着不远处白茫茫的操场上清

脆的笑声，传入我心中。那一刻，我

听到了雪落下的声音。

不知不觉间，雪已附上了诗和

远方的浪漫。

我慢慢地，沿着雪花飘落的方

向，走下楼梯，走到平台上。脚踩在

雪上。“咯吱咯吱”和“簌簌”的声音

充盈在空气中，环绕在耳畔。“啪”一

声，雪球砸了过来。我猛然回看，看

到她正站在不远处朝我俏皮地笑了

笑，手中正轻轻搓着一只雪团子。

我也俯下身子抓了满满一手的雪，

轻轻一抛，雪团向远方飞去。迸发

出一个个细小而晶莹的碎片。

我望着她，我们相视一笑。

霎时间，有雪花落在了舌尖，那

种甜丝丝的令人久违的味道如微波

一般一点点荡漾开了。

雪花晶莹，形色殊别。细雪无

香，铅华洗尽，冷艳独绝，凝视着雪，

顿觉天地间百花头，悠悠岁月，冬雪

纷扬。

2023年的第一场雪，随风而下，

携着冬日所有的快乐，扑向人间。

雪，飘落心间。

在我11岁的时候，有

一天我的妈妈带我出去游

玩，看到路边有个老爷爷

在卖兔子，见我从小就喜

欢小兔子，于是妈妈就给

我买了一只。这只兔子拥

有长长的耳朵，眼睛像黑

珍珠一样乌黑明亮，皮毛

犹如雪一样的白，于是我

给它取名叫小白。每

次我们带小白出

去玩，它都会

把自己的毛发

弄得脏脏的，

等 回 到 家 的 时

候，此时的小白就

不像是只兔子了，反而像是一个会

随意移动的小泥球。

每次带小白游玩回到家，把小

白清洗干净后，我就会给它喂食物

吃。突然有一天，我发现一件很有

趣的事情，从小到大我都认为所有

的兔子都爱吃胡萝卜，但是当我喂

小白吃胡萝卜的时候，它看都不看

一眼，而是直接跑开去啃白菜了。

此时我才明白，不是所有的兔子都

爱吃胡萝卜的。

每个周末当我带小白出去玩的

时候，它会在公园的草坪上跑来跑

去，一会啃啃草，一会晒晒太阳，可

爱极了，有时候它也会躲在一个小

洞里，当我以为小白丢失正要伤心

的时候，冷不丁地它就会出现在我

面前，让我喜出望外，情绪立刻从悲

伤当中转换过来，兔子小白真可爱。

别样饺子
姜盈雪
北京市

第一七一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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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谨灿
西工大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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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筱熙
江苏镇江市

江南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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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雪
了

蒋子谦
四川省南充市

第一中学

初一（  ）班

兔
子
小
白

刘书元
上海市浦东新区

龚路中心小学

三（4）班

蓝
鹦
鹉

崔梓淳
湖北省保康县

实验小学

三（  ）班

美
的
使
者
月
季
花

朱芷萱
上海

杨浦双语学校

五（5）班

精
彩
的
杂
技
表
演

潘赟
江苏省太仓市

实验小学

二（ ）班

二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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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滚滚
陈思宽 上海市世外中学七（6）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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