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 月  日 星期日

 快乐作文

就
这
样
，埋
下
了
一
颗
种
子

季子姮 上海市建青实验
学校 六（5）班 结缘陶艺 王信迦 上海市建设初级

中学 初二（1）班

  小时读者热线：      编辑邮箱：                  读者来信：                  

本版编辑∶金 晖 视觉设计∶黄 娟

劳
动
最
美
丽

谢亦糖 上海市中山北路
小学 四（2）班

刚入中学，我便与陶艺结了缘。上第一节

陶艺课时，我们排着队，穿过一条幽静的古韵绵

绵的小长廊，碧绿的爬山虎静静地趴在墙头。

往右拐进门，四张长桌摆放在并不大的教室里，

抬头望去，不禁感叹，教室后面的墙上满壁都是

学长的陶艺作品，而正中央的一大面挂壁是由

无数朵陶花拼接而成的。坐下后，老师开始向

我们讲述陶艺这门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文化。

接着就是我们动手尝试，看着一块普通的陶泥

在老师的手中好似有了灵性，供人塑形揉捏，我

也揪起一团泥，用双手环住泥团，对着陶泥拍拉

揉按，一阵独属于陶泥的清凉和柔软触感在指

尖流淌。

每周两节的陶艺课并不能满足我对陶艺的

热烈探寻，所以加入了陶艺社团和拓展课的行

列。上课讲不细的方法，在这里实践；上课来不

及迸发的灵感，在这里挥洒。在日积月累的过

程中，我不断地探索着。

刚开始，做出的一两个品茗杯都岌岌可危；

半年后可以模仿制作简单的摆件；一年过去后，

已能独立构思，并领悟到选材设计、制形上色的

门道。更重要的是，我已明白，制陶，制的是艺，

制的是心。

区艺术节比赛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陶

艺。这次的比赛有个主题，关乎AI时代与传

统文化。有人说陶艺对标传统文化，还有人

觉得AI没办法用陶体现。我思来想去的，却

是如何在陶艺作品中呈现AI时代。我觉得，在

这个迅速发展的时代，新的科学技术层出不

穷，我们总不能让陶艺原地踏步，其实，陶艺

能流传至今，一个很关键的原因就是它能顺应

时代的潮流。我相信AI技术会给传统文化注

入新的契机，至少能够在制作工序方面帮助做

些改进吧！这么想着，陶文化的传统韵味、精

益求精的精神、大气磅礴的时代气势，使我的

内心充满了欢悦。

站在陶艺教室的窗前，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我畅想着再一次与陶的心灵对话。忽然，一个

创作灵感在脑中闪现，我赶紧跑回长桌，用笔记

录下来，否则又变成“俶尔远逝，往来翕忽”的思

绪一瞥了。

我从小喜欢看书，家里都是书天书地。但

是，家里的书都是大人看的，我看不懂。所以，我

在幼儿园时就吵着要跟外公一起去图书馆看儿

童的绘本书，外公看我这么想去看书，就欣然答

应了。

一天，我来到家乡的水上图书馆，眼睛一亮，

它形似一艘巨轮，阅览室里有许多读者在看书，

那站立整齐的书架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书籍。

图书馆里的书就如同天上的星星一般，数也数不

清。我迫不及待地拿起一本书，然后看了看书

名，它叫《孤独的小螃蟹》。我马上脑筋打转，思

考起一个问题：小螃蟹为什么会孤独呢？是它没

有朋友吗？

我如饥似渴地翻阅起来。这本书里说，小螃

蟹本来有个邻居，叫小青蟹，它长得很美。每到它

们要睡觉时，小螃蟹总会敲敲墙壁，发出咚咚的响

声，而隔壁也会发出咚咚的响声，这算是小青蟹的

“回应”。

早上，小螃蟹会带着小青蟹去晒太阳。小螃

蟹睡着了，小青蟹却在想：“干吗每天都要晒太阳

呢？”它拍了拍小螃蟹，说：“我要走了。”小螃蟹很

吃惊。后来，小青蟹真的走了，小螃蟹很难过。书

的最后是小青蟹回来了，它觉得还是有邻居好，在

朋友的身边好。

我看完后感觉很

有趣，让我懂得

了朋友的重要，

人情的温暖。大家若有兴趣的话，不妨去看一看

吧！

我本来还想看第二本，结果，外公对我说：

“现在已经十二点半了，还是先去吃饭吧！图书馆

的食堂马上就要关门了。”我只好跟着外公去吃饭

了。吃完饭后，我又到少儿馆看书。看了一本又

一本的书，直到太阳落山了，方才回家。

我恋恋不舍地望着上海网红的水上图书馆，

看到夏阳湖上自由翱翔的水鸟，很有感触。对外

公说：“外公，书籍让我像自由飞翔的水鸟那样，在

知识的海洋里自由自在地吸取营养。我下次还

要来图书馆，好吗？”外公点了点头，对我说：“你

真是个小书迷！”

没想到，这学期，我的班主任语文周老师，也

积极倡导我们课余多看书。从此，我每天领一张

阅读计划表，周老师就把它贴在班级里的荣誉墙

上。在世界读书日评选时，我成为了班级里的看

书大王，赢得了同学们羡慕的眼光。我心想：下

次我要带领同学一起来青浦图书馆体验，还要看

更多的书，学习更多知识。

所以，我现在总是盼望着学校放寒暑假，能

够快快活活地再来图书馆，领略一番有趣而迷人

的书香。

五一假期，阳光轻洒，微风轻拂，妈妈决定

教我包饺子，我心中顿时绽放出喜悦的花朵。

备好食材后，我们便准备馅料。那鲜嫩

的韭菜，仿若翠玉般在清水中接受洗礼，洗净

后被细心地切成小段，乖巧地躺在碗里静

候。接着，香菇也被切成细碎的小丁，与韭菜

碎段相聚一堂。随后，再将三个鸡蛋打入其

中，还有事先精心调制的肉末也一同加入，轻

轻搅拌，各种食材仿佛在碗中奏响了一曲和

谐的乐章。待搅拌均匀后，再佐以适量的味

精和盐，一份鲜美的馅料便大功告成。

接下来，便是包饺子的奇妙时刻。我怀

着满心的期待，学着妈妈的模样，拿起一张饺

皮，用勺子舀起馅料，小心翼翼地放入饺皮中

央。饺皮竟不堪重负，“噗”的一声撑破了。

我第二次减少了馅，可对折之后，却怎么也捏

不成理想的形状。

我不气馁，第三次尝试时，依旧控制着馅

料的量，极其耐心地、一步一步地捏着饺皮。

一个略显扁扁的如月牙般的饺子出现在眼

前。我心中满是欢喜，妈妈也投来了赞许的

目光，轻声夸赞道：“你包的饺子很好看！”

妈妈那充满鼓励的眼神，仿佛在默默诉

说着：做任何事都需持之以恒。随着包好的

饺子越来越多，我的手法也愈发娴熟，一个个

饺子整齐地排列在案板上，仿佛在诉说着我

的进步。

包完饺子后，妈妈熟练地往锅中加水，点

燃炉火。不多时，水便沸腾起来，一个个饺子

如同一只只雪白的小鸭子，轻盈地跃入水中，

在水面上悠然漂荡。几分钟后，饺子熟了，妈

妈用漏勺将饺子轻轻捞起，放入盘中。那一

盘饺子，热气腾腾，散发着诱人的香气。

我迫不及待地夹起一个饺子送入口中，

细细咀嚼，品尝着自己亲手包的饺子，那美妙

的滋味在口中散开。

忙里偷闲
岳峰翊 上海市世外

中学 九年级双语（3）班

漫步在人生的长廊，回

望来时路，那些曾经的忙碌

与执着，如同过眼云烟，渐渐

模糊了视线。唯有那份从水

墨画中领悟到的“留白”，如

同一颗种子，在心底生根发

芽，悄然绽放。

蝉声煮沸的夏日，倪老

师推开画室的门，握起狼毫，

在宣纸上悬腕而立，腕间银

镯叮当，墨汁便顺着笔尖坠

入青瓷笔洗，漾开涟漪如未

谱完的颤音。

那是我第一次懂得，空

白本身亦是落笔。

小提琴赛前集训的午

后，琴弓在E弦上磨出焦苦

的锈味。谱架上《钟》的十六

分音符像蚁群，啃食着窗棂

漏进的碎光。那些看似忙碌

的日子，如同一张密不透风

的网，将我紧紧束缚。直到

某个黄昏，我撞进倪老师的

院落。檐角铜铃乱撞，她正

对着《溪山行旅图》的空白处

呵气，水雾从宣纸漫到睫毛，

整幅画恍若浸在江南烟雨中。

“来呀，听听山的松弛。”她忽然抖

动画纸，生宣簌簌作响似浪涛翻涌。

她用笔杆轻点着画中云雾，“此处虽无

笔墨，可有樵夫的橹声、隐士的琴韵、

采药人的山歌。”狼毫忽而游走，在虚

无中勾出宫商角徵羽，“留白不是空

缺，是给看画人的心腾块地方。”

暮色在紫藤架上流淌成墨，我的

目光追着她腕上的银光起落。她教我

以淡墨皴擦山石，却在云起处留出整

片苍穹；让我临摹残荷时，细数每片枯

叶边缘的道道裂痕。当书包里的沓沓

试卷被雨水浸成青灰色，她正指着《千

里江山图》卷尾的空白轻笑：“王希孟

画这卷时，落笔太急，反倒把最动人的

山水留给了后世的人遐想。”

决赛那夜，舞台闪光灯像化开的

宿墨泼在裙摆上。指尖触到琴弦的刹

那，忽然想起倪老师晾在竹帘上的半

幅《出水芙蓉图》——那些被梅雨浸润

的留白，此刻正在琴盒里舒展成多瑙

河的粼粼波光。揉弦时故意放缓的某

个长音，竟比以往任何华彩都更接近

月色叩窗的轻响。

归途经过画室，倪老师正在给新

作印印。朱砂落在宣上的声响，惊醒

了画中人下围棋时袖口栖着的墨珠。

“瞧这未落的棋子。”她眼尾微挑，“围

棋的妙处，常在举棋不定的沉吟里。”

这份“留白”的生活态度，让我懂得

在喧嚣中找到松弛感，让我在忙碌中找

到内心的宁静。我开始明白，生活不仅

仅是竞赛与比拼，更是一次次的自我发

现与成长。正如倪老师所说：“留白，是

国画的智慧，太满了，就失去了灵动与

飘逸。”人生亦是如此，只有懂得留白，

才能活得更加从容自在。

种子破土时总会顶裂土壤。当第

一片嫩芽触到虚空，才惊觉那些被刻

意留出的空白里，早已蓄满朝露与月

光酿成的琼浆。就这样，埋下一颗种

子，关于留白，关于松弛，关于如何享

受生活。

我与图书馆的缘分 董曹昱 上海市青
浦区实验小学 二（2）班

学包饺子 李瀚晨 江苏省镇江市
南徐小学 四（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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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长假里，老师给我们布

置了一项特别的作业：在家长的

指导下，独立做一道菜。经过家

庭会议讨论，烧一盘“黄芽菜香菇

牛肉丝”的计划脱颖而出。

一早，妈妈陪我去菜场买了

两棵黄芽菜、几个香菇和一块牛

肉。回家后，洗菜、切肉……忙得

不亦乐乎。还没开始炒菜，我就

已经手忙脚乱了。看来，“中华小

当家”还真不是那么好当的。

接下来，就是烹饪环节了。

这时，我向妈妈投去了求助的目

光，可她却“袖手旁观”，只是鼓励

我自己来，当心点儿。我按妈妈

说的，先往锅里倒点儿油，等它热

了，赶紧把牛肉丝一股脑儿扔进

锅里。就在这时，我的右手臂像

针刺了一样地疼。原来，是飞溅

的油汁。这个可恶的家伙！妈妈一把关

了煤气，迅速把我的右手臂放在水龙头下

冲洗，心疼地问：“行不行啊？”“没问题！”

我的心里涌起了一股不服输的劲头，“继

续！”重起油锅，这回我学乖了。嘿嘿，刚

把洗净的黄芽菜和香菇扔进锅里，我连忙

转身“逃”出了厨房。妈妈在一旁不禁笑

出了声。

最终，在妈妈的帮助下，我终于炒好了

这盘黄芽菜香菇牛肉丝。虽然我的厨房首

秀不那么成功，但是看到自己的劳动成果

被端上餐桌，心里还是美滋滋的。吃在嘴

里呀，更是觉得从未有过地美味。

劳动最美丽，因为她创造了这个美丽

的世界，也丰富了我们美丽的人生。

初三忙碌的生活不知不觉就开

始了，初二的悠闲也都慢慢被洗刷。

从最开始自修时间的延长到作业的

变多，直到最后的一天一考，九年级

的忙碌已经侵入了我们的生活，无孔

不入。老师在召开年级大会的时候

说：“越是忙碌，越要偷闲，偷闲是为

了更好地给忙碌赋能。”听完老师的

话，时隔半年，我又拿起了刻刀。

听完“忙里偷闲”，我拿出印谱，开始翻阅与

“闲”有关的闲章，正好翻到一方“闲作伴”。“闲

作伴”，闲时作伴，很像在忙碌的初三中篆刻对

我的意义，在“闲”的时候与我作伴，更好地为

“忙”赋能。用铅笔描下稿子，用毛笔勾勒出轮

廓，一笔又一笔，一个稿子很快就勾完了，而我

短暂的闲也结束了，我陷入了初三的“忙”中。

拿起稿子，水印上石，在石头上勾勒出“闲作

伴”的痕迹，拿起刻刀，在黑色的字边刻下白色

的线条，让原本平滑的石面上出现了凹凸的沟

壑。刚刚刻完一个“闲”字，我就又回到了“忙”

的初三生活中。

月考考完，再次提起刻刀，重新与章作伴，与

闲作伴。一刀又一刀，刻出了作伴的

形状；一刀又一刀，刻出了闲作伴的样

子与形象；一刀又一刀，雕出了印章的

粗坯；一刀又一刀，从忙里偷出了闲；

一刀又一刀，从初三的生活带来了曙

光；一刀又一刀，让初三的生活有了闲

作伴。

刻了片刻，我又回到了题海里，继

续这刷题大业，在偷闲后我的状态也好了很多，

正确率大大上升，得到了“闲”的赋能，考试也更

好了。周末挤出一点时间，我继续刻了起来。

一刀一刀，让原本粗糙的线条在刻刀的磨砺

下开始“蜕壳”，变得纤细而挺拔。我一刀又一刀

地刻着，刀下仿佛有了一个新的世界——属于我

内心闲情逸致的“闲”造世界。

刻完“闲作伴”，我又回到了初三的忙碌

中。一模已至，在被闲赋能后的我充满动力，

完成备考，最后完成了自己的目标。闲作伴的

闲时忙里偷闲的闲，是闲情雅致的闲。在初三

的忙碌中，忙里偷得半日闲，做好放松，为初三

的忙碌加油赋能，才能在最终的中考取得理想

的好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