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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乐作文

我顾不得外面的瓢泼大雨，冲

出教学楼赶去参加合唱团的训练。

一路上密集的雨点，对我全身

上下进行着无差别冲刷，真是应了

杜甫的那句“雨脚如麻未断绝”的

诗句，它们浸湿了我的发梢，打湿

了我的脸颊，也浸透了我的衣服。

我想此刻的我一定狼狈极了，但这

久违的凉爽也渐渐磨灭了夏日烦

躁的情绪。我的耳边只留下了雨

水落地啪嗒啪嗒的声音，演奏出一

场盛大的交响

乐曲。

来到训练

楼下，回望操

场，我看到地

上的水已形成

了无数小溪，蜿蜒在每一寸土地

上。我抹掉脸上的雨水，疾步走

向排练厅，像一名优秀的指挥

家，在大自然的洗礼中进行着伟

大的创作，而地上一簇簇的水

花，就像我刚刚谱写出的慷慨激

昂的乐谱。

走进排练厅，我很快融入大家

的乐声之中，屋外的雨声仿佛在为

我们伴奏。当我们的乐曲斗志昂

扬时，大雨如狂怒的鼓手，在急促

地敲击着窗户，似一声声的鼓点；

当我们乐曲欢快喜悦时，雨点又轻

盈地拍打在窗台上，敲打出悦耳的

音律；当我们乐曲舒缓柔和时，窗

外的雨声也渐渐变弱，转成了细密

的沙沙声……雨滴灵动跳跃，宛如

钢琴家的手指，在空气中弹奏出变

幻多端的旋律。我们的歌声与窗

外的雨声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一片

盛夏的乐章。

在这个夏天，我用行动谱写着

对音乐的热爱之曲，努力为自己的

理想奋斗着！

我爱母校 罗子涵
上海市徐汇区

光启小学

五（2）班

一天下午，班主任走进教室，大

声宣布：“今年是我们150周年校庆，

学校要组织活动，我们班要选十名

同学到体操房去训练，愿意去的请

举手！”我举了手。令我万万没有想

到的是，这一决定改变了我对这所

小而平凡的学校的看法。

进入体操房，看见一位年长的

老师，我眼睛一亮。她穿着旗袍，笔

挺地站着，她的声音脆亮，与她的年

龄完全不符，我立刻被她吸引了。

她开始示范，说，站有站相，坐有坐

相，我们不由得都挺起了腰背。于

是，每周五，我们就去体操房训练。

可这位老师到底是谁呢？原来

她写过剧本，排过很多部戏。她送我

们每人一本她写的《永远的陶行知：

101个快乐与成功的故事》，原来她不

同于一般的作家，是研究陶行知的。

这本书图文并茂，故事有趣，我一口

气就读完了。夏日炎炎，大家喜欢有

着冰棒、西瓜和空调的暑假也随之而

来了。没想到这次暑假会这么有趣，

因为我们和这位老师天天在一起，为

校庆排话剧《光

启之歌》，它讲述

了学校从若瑟院

小学、天钥桥路

小学到光启小学

的伟大历程。

老师请来导演教我们说台词、走

位，告诉我们演戏要团队合作。我演

了一个魔术师，排练了几十遍，老师也

一遍遍示范，教我如何演好这个小角

色。那天演出，我披着大红外套，戴着

黑礼帽，神气地在台上变魔术，观众们

为我热烈鼓掌，我开心极了。

“爱满天下”是老师常说的话，

我一直记在心头。爱什么？她说，

爱祖国、爱人民、爱学习。话剧中阿

强的家和父母都被飞机炸没了，他

找到了一个能住能学的地方——若

瑟院小学（我们学校的前身）。他用

功读书，后来成了小提琴家。我明

白了，对于小孩子来说，好好读书就

是爱国。演完这部话剧，我记住了

这位很特别的老师，对学校的了解

也更深了！这是一个快乐的大家

庭，在这里，我学到了很多。这所以

著名科学家命名的学校，我为它感

到自豪，今年我将读初中，它将成为

我的母校，我永远感谢它！

美
丽
的
乡
愁

田欣
安徽省肥东

第一中学

高二（ ）班

乡愁是打碎的夕

阳，散落一地橙黄，夹

杂着我淡淡的忧伤；乡

愁是傍晚的微风，吹落

满天星光，闪耀着我回

家的念想；乡愁是深夜

的月亮，那皎洁的圆

盘，映照着家乡的模

样。我们每个少年人

都像是一朵花，就算是

移到了大城市，那也是

从家乡这块地儿移出

去的。不能忘

本，家乡是我

们的根，是我

们的源。

我 的 家

乡，是一个平

淡无奇的小村

落，围山而建，

山上也有人家。这一方小土地养

育了我爷爷、奶奶以及父亲。它在

旁人眼中也许闭塞落后，可在我眼

中，它是最具韵味的，也是最可爱

的。这里的山美、水美、人也美。

层层叠叠的山浪像书卷，一半卷

起，一半平展。蓝天作底，绿色作

边，青山远黛，近水含烟。每逢节

日，我们全家总会一大早便起来，

然后爬山赶去亲戚家吃早饭。这

种现象尤以过年时为盛。我家地

方小，一般不设席，所以过年期间

走亲戚、串门、吃席几乎天天有。

有时好几天都是在别家吃了三

顿，自家灶都要积灰了。每次去

亲戚家吃饭，看着他们端盆时麻

利的动作、脸上洋溢的笑容、红扑

扑的脸颊，我的心就会像滴了蜜

一般甜。

儿时常常回去，现在因为要

上学已经好几年没回老家了。我

实在惦念着好吃的宝塔菜、熏肉，

还有黑豆腐，实在嘴馋着糯米粑

粑、玉米糖、糯米粉辣子。一想起

它们，我的嘴里便不争气地流出

口水来。小时候，吃宝塔菜就喜

欢一截一截地咬断，然后再就着

白米饭，好吃得紧。熏肉闻上去

呛人，吃起来香甜，肉里面蕴藏着

的炭香味，使它和别的猪肉相比

更显别具一格。黑豆腐则比白豆

腐吃起来更爽口。心中若有乡

魂，无处可比故乡美，也没有能比

得上家乡的美食。

“人们懂得用五味杂陈形容

人生，因为懂得味道是每个人心

中固守的乡愁。”简单的一道菜便

可以勾起对家乡的思念。我希望

有关部门能成全无法归家的游子

对其的思念，让全国各地的游子

也能品尝到家乡的美味。我希望

食品展上能出现更多的实物展

示，传统技艺的表演，从而让它们

走出我省，面向全国。

“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才能留住根。”家乡的传

统文化终将为人熟知，游子的绵

绵乡愁终将可解！记住乡愁，永

不忘本！

有一天，全家去乡下过

年。我跟着一群孩子向河

边走去，河旁有把木椅，上

面坐着一个人。水中有两

只白鹤，时而仰起头来甩

水，时而把头插入水中。

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

位不喜热闹的亲戚，他就这

么坐着，两只脚踏在河岸的

泥沙里，左手似乎举着什

么，我向他走去。

有人说，这是最无趣的

叔叔，会一个人坐在河边一

下午，从没听见他跟任何人

说话。有个哥哥拉住了我，

贴着我的耳朵说，“他脾气

又怪又坏，没啥好看的，

离婚后回农村，天天

都来坐。”

我小心翼翼地

靠近，那两只白鹤

猛地抬头，眼睛死

死地盯着我，我站

在原地不敢动了，他回头看了我一眼，

没理我，似乎已习惯了好奇的孩子。

这时我才看清他拿的是一只白鹤木

雕，那木雕十分精细，它那娇柔细长的

脖颈高高抬起，几乎垂直于地面，但就

是那比五岁孩童的手指还要细的脖颈

上，竟然刻着一片片鱼鳞般的纹路，层

次分明，如同海面上的浪涛。两只翅

膀展开，仿佛即将翱翔于天际。

他欣赏着白鹤，白鹤欣赏着他手

中的“自己”。他们一下变回到之前和

谐的氛围里，仿佛我已不存在。

我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只是默默

地站在一旁，渐渐地，我仿佛融进了他

们两者之间。我们似乎达到了一种莫

名的平衡。风声、海声、玩闹声，都被

隔绝在外。只有另一方世界。那是他

的世界，木雕师的世界。

雕刻刀在木雕上一次次缓缓划

过，木屑如雪洒落大地。动作轻，刻在

木雕上的声音也同样轻。但在此时我

的耳里，刀刻声遮住了风声，木屑落

地，也盖过了喧闹声。

我想对于他来说，也是一样的

吧。“木雕，木雕，运刀，运刀。”他的声

音很轻，连微风都险些将其盖过。

太阳落到了远方，他惊讶地看见，

我竟还没走。我没有注意他的容貌，

因为那木雕远比他吸引人。他将白鹤

木雕送给了我，好像并没有什么不

舍。我知道它是木头，但仍然极其小

心地接过它，因为在我心里，它远比玻

璃脆弱得多。

他22岁入城，积聚了20年学到的

本事和炽热的愿望，被冰冷的机器碾

得粉碎。他入城，是全村的骄傲。可

现在，连来唏嘘他的人也没有了。他

让自己与木雕共同凋零，落叶归根，化

作中华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消失在人

们的视野中。

机器声磨灭了梦想，他没入人群，

了却半生，回到年少时第一次跟着师

傅学习的地方，坐在河边，刻着一个个

木雕。

离开时，我在车上看着他，引擎声

惊飞湖上的鹤，但没能使他回头。他

从未放弃过，他所坚持的，是一个木雕

师理想的世界。忽然，我懂他了。

“老江桥，继光造，百年风雨

吹不倒！”这是至今还在流传的

宁波童谣，讲的是建筑大王张继

光重修灵桥的故事，灵桥长44

丈，宽六丈有余，气势如虹，壮丽

挺拔，立于奉化江之上，但它的

出现离不开功臣张继光。

横跨奉化江东西两岸的灵

桥，原先是浮桥，桥墩是固定的

大木船，每年雨季水急，常有过

桥船触墩而翻，不少本地过江

人和外地客商溺死其中。张继

光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立誓重

建老江桥（灵桥）。

20世纪30年代，由张继光

发起的第三次旅沪宁波同乡会

的筹备会重新启动，重修灵

桥的计划终于大功告成，两

地相继成立改建灵桥筹备

委员会。

张继光为此呕心沥血，

他是筹备会的实际负责人

之一，主要负责四组同步修缮，但因

缺少经费，张继光身先士卒担任了

募捐组和工程组组长，兼总务组负

责人。当时的工程报价为70万银

圆，上海筹50万，宁波筹20万。70

万银元在当时是天文数字，不免有

了质疑之声，认为全靠民间力量建

设此桥简直是痴人说梦！但张继光

不肯放弃，主张拿一本账簿计捐，防

止舞弊。自己带头捐出1万银圆，

向孙衡甫、徐庆云各募集了5万银

圆，又走访镇海方家，小港李家

……凭一己之力，筹到了40万银

圆，才促成了灵桥的建成。

在建筑方面，张继光也没少

下功夫，每周六晚他乘宁绍轮至

宁波，周日在工地勘察，现场解

决问题，晚上乘船回沪。他的辛

劳宁波人民和外地客商都看在

眼中，称赞他一心一意为灵桥，

常过家门而不入。张继光精心

设计，未雨绸缪，才使灵桥质量

过硬，未被日寇所毁，而他留下

管道孔，也为80年代建设过江

管道作出了准备。

精心筹备，忘我施工，

敢于担当，才建成了灵桥，

这何尝不是张继光对故土

乡里人文时代的爱呢？服

务外地客商，对渡江之人却

不赚取分文，这何尝不是一

种对天下的大爱呢？今日灵桥仍立

江上，成为故乡的一道风景，慕名而

来的游客流连忘返，是张继光及一

大批宁波帮对故里的拳拳之心。爱

无处不在，只要去发现，去探索。记

得张继光常言：“为宁波家乡做事是

宁波人最光荣的事！”

继光前辈大爱建桥，死而后已，

值得我们永远称颂、纪念。

坐在书桌前，望着桌

上的一块手表，它已经很

旧了，表盘上有了一条浅

浅的划痕，但它还在嘀嗒

嘀嗒地走着。手表整体

呈黑色，表带长约15厘

米，表盘如乒乓球大小，

黑色的时针，蓝色的分

针，藏青色的秒针和谐地

分工合作着。望着它，思

绪回到了三年前。

那时，我上二年级，班

级里转来了一位新同学，

叫小郭。他性格随和、大

方，学习成绩也很好，只

是体育稍微差一点。老

师把他安排在我的身边，

我们成了同桌。

每当我学习

上有问题时，他

总会耐心认真地

教我，直到我学

会为止；而当他

在体育课上遇到问题时，我也会主

动教他一些动作要领。就这样过了

两星期，我们就成了“有福同享，有

难同当”的好朋友。我们惺惺相惜，

每天一起学习，一起运动，一起交

流，有时还互相诉说烦恼，我们把彼

此都当成了自己的榜样。渐渐地，

我在学习上有了很大的进步，他在

体育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可就在学期结束的那天，他突

然和我说，因为爸爸的工作原因，他

要转学了，听到这个消息，仿佛晴天

霹雳。他和老师、同学们告别，回到

座位上，我和他紧紧握住了手，都哭

了。最后，我把一直挂在书包上的

平安符送给了他，他把手表送给了

我，我们含着眼泪依依不舍地在校

门口分别了。

拿起手表，看到时间流转，我就

会想起与他共度的时光，想起我们互

相鼓励的话语，想起我们欢声笑语的

情景。这块手表不仅是一份礼物，它

蕴含了我们深厚的友谊与回忆，是一

份情感的寄托和心灵的慰藉。每当

我看到它，我都会心头一暖，感慨万

千。于是，像小郭仍在我身边一样，

我努力学习，天天进步，将来再见时，

可以报告好消息给他听。

去年过生日时，妈妈送给我

一份特殊的礼物——两只小仓鼠。

仓鼠是一种聪明可爱的小

动物，它机智灵活，清洁卫生。

每当我空闲之余，总是端详着活

泼可爱的仓鼠。它的样子比老鼠

小些，体长8至12厘米。面容清

秀，眼睛黑漆漆的，就像两颗水晶

球。四肢灵敏，衬上那圆滚滚的

身体，显得更加呆萌可爱。它们

常常用前爪摸摸自己的脸，那样

子就像人们洗脸一样。这种可爱

的小动物乖巧、爱干净，总是让人

忍不住想要亲近它们。

仓鼠很喜欢打洞。它

们在熟悉了环境后，会用前

爪刨着木屑，然后用后脚轻

轻地把这些木屑踢到旁边

去。它们的动作是那样快速而有

力。它们好像很怕强烈的阳光，白

天，它们基本在窝里安心地呼呼大

睡，只有到了夜晚才会悄悄地出

来活动、寻找食物。这样的生活

规律令人感叹！

仓鼠不同于松鼠，它们在冬

天并不像松鼠那样保持警觉。

它们会进入冬眠状态，通常持续

1至3个月，但具体时长取决于它

们所处的环境。尽管家养的仓

鼠一般不会真正冬眠，但它们时

不时地会进入一种类似于冬眠

的状态，这种状态的持续时间通

常为25到30分钟。新生命的诞

生总是令人感到惊喜。仓鼠妈

妈通常一胎生3—4个小宝

宝，它们粉嫩嫩的身体如同

花生米一般大小。小仓鼠

出生后，妈妈会用爪子和舌

头为它们清理毛发，让它们

始终保持干净整洁。这些小家伙将

在妈妈的呵护下茁壮成长，为我们

带来更多的欢乐和惊喜。

你
懂
世
界
我
懂
你

顾容宇
上海市虹口

实验学校

八（4）班

想
到
它
心
头
一
暖

梅皓迪
浙江镇海

应行久外语

实验学校

五（ ）班

葫芦 ·鸡

商 嘉
浦东万科实验小学一（2）班

灵
桥
功
臣
张
继
光

郑渝瀚
宁波镇海

中兴中学

八（ ）班

我
家
的
仓
鼠

周欣妍
福建霞浦县

牙城中心小学

五（ ）班

盛夏的乐章
段依依
北京市

第一七一中学

初三（  ）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