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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久很久以前的石码，紫云岩上只
有一座茶馆、三架秋千和一群石雕。爷爷
哄着我走了很长很长的路，去看那断臂的
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石雕，偷尝山上
的野桑葚，有好多好多的故事可以在山路
上发酵。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石码，我们坐在集
装箱里上课，享用着全校唯一的空调。发
大水时，水会漫到打石街上，我们特地穿着
凉鞋去踩水，再到教室去晾干。那时的一
元钱很大很大，一枚可买十包蓝猫锅巴。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石码，那一个又一
个的幻想还会栖息在小彩灯上。圣诞老人
还会来教堂，大白胡子垂到了肚子上。他
提着个大红布袋，塞给我和哥哥一人一个
玩具娃娃。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石码，走廊的楼道里，
有好多好多涂鸦。房子矮矮的，电线杆矮矮
的，天低低的，被爷爷背着的我高高的。爷爷

讲故事的秘宝，躺在大房间的床板下。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石码，爷爷是我的

灯神，只不过他的肚子还没有现在这么
大。他用保温杯盖给我抓蝌蚪，为我偷来
被人网住的麻雀儿（他硬说是自己变出来
的），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就能载我到天涯海
角。他爱用故事来讲道理，一开口就是“从
前有只小公鸡，只知道红红的是果果……”
或是“猪八戒巡山”。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石码，有好多好多珍
藏，有四大罐精心饲养的蜗牛，神奇宝贝的
磁铁，赛尔号的胶囊，有好多卡：神奇宝贝
卡、斗龙宝贝卡、三国杀卡……最多的就是
连号的妇幼保健院的广告卡——这是哥哥
分了好几趟从发卡的人那儿要来的，我们想
拿所有的卡搭一整个屋子的多米诺骨牌。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石码，有棵叫天堂
的树，有座阴森森的恐怖屋，有“卖火柴的
小女孩”，有三点一线的三座公园，有“哥哥

走不出来”的山洞。
很久很久以前的石码，离我太远太远，

在旧时光和现代的交接路口中，石码选择
——长高。长得高高的石码，有新式的住
宅小区，新的医院，新的立交桥，不断缩水
的老旧平房，对我来说陌生又熟悉的街景。

石码在大换血，这是石码的选择。而
我们与石码的那一段又有一段的回忆编织
起来的故事，也是我们一个又一个选择的
累加。在多年前的一天，我们告别石码的
楼房，石码的街，告别我们五十几平方米的
老家。我们说，我们在走向更好的生活，我
们说，我们在与石码越走越远。那长着桑
树，长着大红花的阴森森的恐怖屋又到哪
里去了呢？那紫云岩上，那似乎永远不会
完工的“森林公园”哪里去了呢？那山的终
点线又到哪里去了呢？那些老人，恐怖屋
屋主，那些在门前晒太阳，会和爷爷奶奶打
招呼的老人又到哪儿去了？在幽静的古旧

社区里，不远处，又是谁，呜呜吹起了唢呐？
在旧日的石码，在我记忆碎片中的石

码，在妈妈、爷爷、奶奶记忆碎片中的石码，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石码。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石码，妈妈为了减
肥，在学校的操场，每天跑十圈。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石码，奶奶在一个
又一个黑乎乎的夜，独自踏上五里桥。

在很久很久以前的石码，爷爷在家中
放着唱片，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很多很多的故事都有序幕与尾声。那
很久很久以前的石码的故事，要从一个选
择说起。那是我们关于石码的第一个选
择，一个也许不算是爱情故事的爱情故事。

那时天蓝蓝的，房子矮矮的，一个种芋
头的小伙儿担着芋头去面见那村里最漂亮
的姑娘，他们一起，一起走向那很久很久以
前的石码……

（指导老师 高良连）

很久很久以前的石码 厦大附中 高一（1）班 曾诗涵

十八岁生日的这一天，我突然发现，
我拥有了一项特殊能力，我居然可以从他
人的影子中窥探出他的过往！在震惊诧异
之际，我决定用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来检
验一下这种特殊能力是否真实存在。

整 理 好 行 装 ，我 踏 上 了 这 次 神 秘 之
旅。动车上，有那么一抹黄特别惹人注意：
一个少年，跷着二郎腿，手捧着游戏机，脖
子上戴着骷髅样式的项链，塞着耳机，摇
头晃脑。一看就是个离经叛道的少年，因
为他的放荡不羁，周遭的乘客都皱起了眉
头。灯光下，我朝少年的影子挥挥手，影
子向我缓缓走来，诉说着它的心事：这是
一个在重点中学成绩位列前茅的男孩，老
师、父母对他的期望值都很高，同学们也
把他当成自己的偶像，他一直都是父母口
中最常出现的“别人家的孩子”, 在这种
无形的压力中，他一直活得谨小慎微，不
容自己有丝毫的偏差。但是他的内心一
直渴望着能与其他同龄人一样偶尔玩玩
游戏，偶尔打打篮球，但是哪怕他刚刚写

完作业，打开电视机，想看看崇拜的偶像
又出了什么新歌时，妈妈就会急匆匆地抢
走遥控器，摁掉电视；偶尔某科成绩有所
下滑时，老师就会追着问他这个原因那个
原因。他觉得自己已经不是自己了，自己
已经成了他物、附属品。在极度的压抑
下 ,他决定彻底放飞一次，去体验一次做
自己的感觉。于是他从堆积如山的作业
中抬起了头，挣脱了父母、老师的束缚，踏
上了一条通向自由的路。我悄悄地给少
年的影子竖了一个大拇指，人生中最难的
何尝不是做自己呢？

我的右侧，一个疲惫的身影映入我的
眼帘，看他的着装，听他的谈吐，这应该是
一个在一线城市努力拼搏的精英人士，我
决定再次验证一下我的特殊能力，我通过
他的影子看到了他的过往：这是一个大学
一毕业就力求在大城市出人头地的年轻
人，为了在一线城市生存下去，他挤过地
铁，吃过盒饭，住过地下室……最终他还是
凭借着自己坚韧的意志与不懈的努力，在

这个城市有了一席之地。成家立业的他，
并没有停下前进的步伐，他一直以为经济
基础才能给孩子带来幸福。当你问他，你
的孩子读几年几班，他甚至回答不出来。
因为少了陪伴，他与孩子间沟通的话语越
来越少，在孩子叛逆期时，他一直束手无
策。他一直在思考，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
题。我对影子说:“回去告诉你的主人，金
钱并非万能，努力也没有错误，但是陪伴是
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一声轻轻的咳嗽声拉回了我的思绪，
远处坐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古铜色的
脸上，刻着几道深深的皱纹，他穿着一件
朴素的纯色衬衫，一双破旧的凉鞋，我看
向他寂寥的影子，看到了他此行的目的 :
这是一个花甲老人，他的子女们已经结婚
生子，各自都有了自己幸福的家庭，可是
他们却忘记了自己那个形单影只的老父
亲。一年四季，他见到子女的次数用五只
手指都数得清。前几天，他带着自己一小
袋要换洗的衣裳，独自一人乘车去到那个

人生地不熟的大城市，为的就是与自己的
子女见上一面，而这趟列车，是他要返回
家乡的旅途，都说万水千山阻挡不了想
念，风吹雨打湿不了牵挂，人世间最和谐
的便是这种融合了想念与牵挂的亲情。
而这样的亲情，何时也能成为子女们心头
对父母的惦念。

一个人，十八岁，一趟旅行，一种特殊
能力，让我见证了一辈子。那个黄毛少年
何尝不是我自身的写照，困于自我完美不
能自拔，内心却又极其渴望突破束缚，做真
正的自己;那个精英人士又何尝不是未来
的自己，为了事业为了家庭，一直奔波在人
生的旅途上，而忽略了工作和生活的意义；
而那位空巢老人，更像我们父母的未来，一
辈子养儿育女，操碎了心，到头来，天伦之
乐却只能成为一种奢望。

我特别感谢十八岁的这份礼物——超
能力，因为这次神秘的旅行，让我在未来的
日子，能够规避掉人生中的不如意。

（指导老师 吴丽淑）

本学期，我学了一篇课文——《金色的
鱼钩》。文中的老班长是一个具有高尚品
格的革命者，他身上那种舍己为人的无私
品质同那个生了红锈的鱼钩，正闪烁着金
色的光芒，照耀着华夏大地上的每一个中
国人。

这篇文章讲述的是红军长征途中发生
的一个令人动容的故事。一位炊事班班长
牢记部队指导员的嘱托，尽心尽力地照顾
三个生病的小战士过草地，不惜牺牲自己
生命的感人故事。其中老班长身上最突出
的精神正是舍己为人，而鱼钩便是老班长
精神的一种体现。何为舍己为人？“‘舍己
为人’就是舍弃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别人。”
而课文中的老班长却是以生命为代价去帮
助小战士们走出茫茫草地。无论何时何
地，如老班长一样，不惜代价去帮助别人的
人，他们都如金子一样熠熠发光。

今年是汶川大地震发生后的第十三
年。回顾往昔，2008 年 5 月 12 日，一场地
震，死伤无数，使无数家庭变得支离破碎，
让多少人丧命于一堵堵重墙之下。但，在
这场灾难下，有着如老班长一样，散发着光
芒的人，用生命照耀了灾难过后的昏暗人
间。据报道，在 5·12震灾中，龙居小学的教

学楼发生坍塌，高楼在顷刻间化为一片废
墟，数以百计的师生被掩埋于废墟之下，奄
奄一息。社会各方力量全力支援灾区，全
身心地投入抗灾抢险中。在清理废墟、抢
救被埋师生时，众人看到了这样感人肺腑
的一幕，这一幕使多少人不禁潸然泪下。
一名教师——向倩，双手环抱将三名学生
紧紧护住，而自己的身体却不幸被砸成了
三段。在场的救助人员，无一不被向倩老
师这种舍己为人、保护学生的大义之举深
深震撼，自发地向这位人民教师——向倩
老师，鞠躬致敬。向倩的精神是崇高的，就
和《金色的鱼钩》中的老班长一样，不惜以
生命为代价，去帮助别人的生命延续。他
们是值得我们敬佩的。

正如毛泽东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引
用的司马迁名句“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
山，或轻于鸿毛”，向倩老师和老班长都是
为了帮助他人而死的，他们的死都是重于
泰山，是闪耀着金色的光辉的。

这种以生命为代价的付出，是沉重的，
同时也是值得我们这些后辈所敬佩的。在

“舍己为人”这四个字之下，我们看到的是
其所蕴含的大义与大爱。

（指导老师 黄小云）

我已经很久没吃奶奶做的红烧肉了，但
只要想起它，那浓郁的香味，那似有似无的
焦味，总会在我鼻尖萦绕。

在母亲做手术时，因为父亲去照看母
亲，奶奶便到城里来照顾我。那段时间，家
中的事都是奶奶在做。虽然，奶奶知道我跟
她一样喜欢吃红烧肉，但是奶奶并不会做，
更别提我了。为了让我吃上红烧肉，奶奶
可是费了很大的苦心。一天中午放学，我
看见奶奶正努力地练习厨艺，她按照记忆中
的步骤：切肉，放入油锅，加入生抽、老抽，放
糖……可是，奶奶做的红烧肉不是糖多放
了，就是酱油放多了。经过一番操作，奶奶
终于做出比较像样的红烧肉。

当这一道菜放在桌上时，我就发现这红
烧肉黑乎乎的，在浓郁的味道中，还带着一
丝丝烧焦味。奶奶笑眯眯地走到餐桌前，额
头上豆大的汗珠来不及擦掉，便拿起眼前的
筷子，一连夹了好几块肥得流油的红烧肉放
到我碗里。“快吃吧！”我见奶奶那满脸通红、
满是期待的样子，只好在那期待的眼神中吃
下了那红烧肉。一口咬下去全是油，皮还有
点儿硬，肥肉似乎比瘦肉多。我顿时觉得这
真是传说中的黑暗料理啊！可我嘴上还是
对奶奶说：“真好吃……”我生怕奶奶心里难
受，不忍心让奶奶做了那么多次才做成的

“杰作”在我这里得到差评。
或许我的表情没有掩饰住我的内心。

那天中午，奶奶发现了我吃红烧肉的表情显
然对自己的“作品”有些失望。就在奶奶端
着剩余的红烧肉回厨房时，我看到那微微弓
着的背，以及微微摇晃的一头白发，顿时心
中充满着对奶奶的歉意。

现在我吃的红烧肉虽好吃，却总觉得吃
不出奶奶做的红烧肉的味道，那是奶奶对自
己疼爱的幸福回忆。

（指导老师 陈光华）

那一刻，最动情；那一刻最难忘；那一
刻，世界春暖花开。

——题记
酷暑，夏日炎炎，骄阳似火，炙烤着大地

万物。
我们一家子趁着空闲时光，带着爷爷奶

奶，来到旅游景点爬山。景区里人山人海，
热气浮动在空气中，让人越加烦躁。

身未动，却早已是大汗淋漓。豆大的汗
水止不住往下流，额头成了汗水的聚集地，心
中被热气搅成了一团，兴致早已烟消云散。

“妈，咱们还是回去吧！这人太多了，天
又热。”我忍无可忍，小声说道。“来都来了！
还怎么回去，你看，爷爷奶奶好不容易来游
玩一次，他们甭提多高兴。忍着，别搅了他
们兴致，乖啊。”妈妈一边温柔地对我说，一
边用手抚摸着我的头。我望向爷爷奶奶，他
们布满皱纹的脸上盛满了笑容，脸红扑扑
的。好久没陪他们出游了，是时候陪他们出
来走走了，我欣然一笑。

上山的路崎岖陡峭，路途漫长。火热又
占据了我的大脑。心仿佛又跌落了谷底。
我早已上气不接下气，气喘吁吁。一路上，
奶奶念念叨叨，激动得口水四溢。在我耳旁
像念经一般：“孩子，口渴了吧，来喝些水。”

“要不休息一下，别累着身子。”“要不要买东
西吃呀？我给你买去。”……一切牵动着我
的思绪，在我看来，再美的风景都黯然失色，
无心观赏。

“我不需要——”我大声吼道。奶奶像
受惊的小兔，缩到了一旁。喜悦的神色也逐
渐消失。奶奶不再唠叨了，而我耳根清净
了。

夏日的风轻轻吹来，撩起了衣角，吹起
了长发。山顶的风光一览无余。车水马龙，
川流不息的人群，更像是群蚁排衙。我站在
山顶，神清气爽。此时，我发现奶奶不见
了。“真是个麻烦精。”我小声地咕哝着。

一家人分开去找，找了良久，无迹。焦
急感油然而生。想起了平时奶奶对我无微
不至地照顾。我刚刚的那种不情不愿，早就
不复存在。浑然间，脸上湿漉漉的，不知是
汗水还是泪水。

“奶奶——，奶奶——”我撕心裂肺地大
喊。柳暗花明之际，密密的人群中看到了身
躯矮小的奶奶，我大步流星奔去，用力地抱
紧了她。

“ 奶 奶 ，您 去 哪 了 ？ 你 怎 么 可 以 乱 跑
呢？”“我……我去给你买冰糖葫芦，我怕你
饿了。喏，给你的冰糖葫芦。”奶奶委屈巴巴
地说。我望着鲜红色的冰糖葫芦，上面存留
着手掌的余温，在阳光照耀下是那么的耀
眼。我心里十分懊悔，真不该，刚才真不该
那么大声地吼她。我用力地点了点头，再次
给奶奶个拥抱。悄悄在心里想：奶奶，你真
傻……

伫立于前头，心中千言万语，化作最美
的祝福与心声，乘风归去。那一刻，永生难
忘；那一瞬，铭记于心；那一刹那，世界冰雪
融化，春暖花开。

“喏，给你的冰糖葫芦。”
（指导老师 黄丽华）

春暖花开的那一刻
厦大附中

七年（3）班 徐雨桐

那记忆的味道
芗城二实小

六年（6）班 王芷芯

十八岁的旅行 漳州市第一外国语学校（漳州八中） 高一（1）班 陈语靖

“舍己为人”四字之下
——读《金色的鱼钩》有感
龙师附小 六年（6）班 许周冉

▼《红领巾心向党》（豆画）

金峰实小 二年（3）班 黄梓墨 （指导老师 林奕岑）

我爸爸的“唱功”可了不得哦。
我的爸爸人到中年，就开始发福了。有时他故意鼓起肚

子来，白生生的肚皮，让我以为家里来一只田鸡。我这个有
“田鸡肚”的老爸可幽默了，常常惹得我和妈妈捧腹大笑。这
不，你瞧，我正专心致志地练琴，爸爸突然就随着我弹奏的音
乐，唱上一首“韩式改编版小曲”。这时他的脸上仿佛洒满阳
光，鼻子、眼睛、额头，仿佛都冒着快乐的泡泡。只是他唱着唱
着调子就跑了，逗得我和妈妈哈哈大笑。妈妈说他的调跑到

“北京的金山上”了。可他不管不顾，还在那里自个唱得起劲，
差点就歌伴舞了。他怕痒，这时我就停下弹琴，使出我的“一阳
指”，往他的身上挠，这时他就左躲右闪，嘴里喊着救命。哈哈！

爸爸的“唱功”了得，“狮子吼”也不赖。
一天，我忘记戴儿童手表，刚好一个同学让我和她一起

到学校教学楼后面的七星池边看爬山虎的脚。我们在那里
边看边玩，忘记夕阳西下，忘记爸爸要来接我。结果让爸爸
满世界找，当我从玩乐中“醒”过来，急忙往爸爸平时接我的
地方跑。刚到那里，已经找我大半天的老爸，眼睛瞪得像铜
铃，外加怒火猛扫，声音比平时高出八度，叉着腰吼道：“韩
——梓——玥——你跑哪里去了，过来”，我战战兢兢，好像
一只羔羊。我从来没看过他这“狮子”样，心想，看来“竹笋炒
肉丝”难免的了，我挪到他旁边，他高高举起手，到半空中却
又放了下来，跺了一下脚，“唉！”叹了一口气，然后说“自己走
回家吧”，竟骑上电动车走了。那天，可怜的我只能“跨越万
水千山”回家。

这就是爸爸的“唱功”和“狮子吼”，我真希望他的“唱功”
一直了得，让他的“狮子吼”回归非洲大草原。

（指导老师 林宝惠）

朝霞为屋顶披上一身华丽的外衣，偶尔几声清脆的鸟
鸣，显得那样寂静，那样美丽……在那个小村里，总是那么令
人心旷神怡，令人无比怀念。

这里犹如美丽的仙境。刚走进村里，映入眼帘的便是几
棵郁郁葱葱的老榕树。老榕树下是一片疯长的狗尾巴草，一棵
棵狗尾巴草随风摇摆，跳起了一段段美丽的舞蹈。远处一片翠
绿的竹林，偶尔几只顽皮的小鸟落在地上，到处啄食，为这竹林
增添了几许生气。竹林虽然看不见人，但隐隐约约听得到人的
说话声，有一股“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感觉啊！

绕过竹林，取而代之的是一望无际的树林，这里有成千
上万的树，树枝上立着一只只小鸟，小鸟四处徜徉着，似乎在
等待谁的到来。树叶在风妈妈的拂拭下，显出了自己那碧绿
的身子。走进树林，仿佛置身于人间仙境，一股仙气在身边
环绕，让人瞬间神气十足。翠绿的树，欢唱的小鸟，它们和蓝
天白云一起，构成了一幅美丽的林间风景画。

这里也是孩子们的游戏胜地。在这里，你一定会看到一
群朝气蓬勃的少年在村里追逐打闹。他们一会儿玩老鹰捉
小鸡，一会儿玩跳椅子，一会儿玩打弹弓……你看了，绝对会
捧腹大笑，他们是那么可爱，那么活泼！

这里的一棵棵大树，一只只小鸟，一个个孩子，构成了一
幅美丽、朴素的乡间风景画。小孩享受着玩耍的快乐，大人享
受着饭后聊天时的快乐，老人享受着有人陪伴的快乐。

这里就是我的家乡，一个美丽的地方，一个让人快乐的地方。
（指导老师 刘贵贤）

爸爸的“唱功”
和“狮子吼”

芗城实小 四年（5）班 韩梓玥

我的家乡
龙海区程溪中心小学

四年（2）班 游 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