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牵手“海滨邹鲁”——漳
州，漫步在有着四千多年历史
的文化古街上，那朵氤氲古典
与时尚的“花朵”别样灿烂。让
我们承欢奶奶膝下，听奶奶轻
声说这朵“花”——漳绣。

依稀记得十二年前，刚刚
搬家时，我常常会跑到对门的
奶奶家玩耍。在我的印象中，
奶奶家总有一扇紧闭的房门，
我总是好奇地询问姐姐关于房
间里的一切，却发现姐姐也只
是知道奶奶不曾允许自己打开
那扇房门。询问无果，好奇的
种子在心中埋下，渐渐生根发
芽。

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和往
常 一 样 来 到 奶 奶 家 ，却 偶 然
发现那扇一直紧闭的房门有
了一丝丝光亮。我悄悄地走
近 ，透 过 窄 窄 的 缝 隙 看 到 了

墙壁上挂了一幅“画”，我慢慢地走近墙上的“画”，在我
的不经意间，房门被轻轻推开，映入眼帘的是一台木架
和摆放整齐的丝线，还有奶奶的认真模样。

“奶奶，你是在画画吗？”房间里的安静被我打破。
她转眼看见了我，皱起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画画？

这可不是在画画，这叫刺绣。”
我径直走到木架旁问道：“刺绣？那幅画里金色的龙也

是你绣的吗？好漂亮呀。”
“不是哦，那幅漳绣，是我的妈妈留给我的。”
“漳绣？什么是漳绣？和刺绣有什么不一样吗？”
“刺绣呢，中国各地可都有；而漳绣可是咱们漳州独一

的。还记得我十六七岁时就已经开始跟着我的妈妈学习漳
绣了。刚学会没多久，就拿着自己绣得磕磕绊绊的漳绣出
门卖去，谁能想到还会有人买，那时我可得意了。”奶奶的脸
上浮现神气之光。

可突然奶奶好像想到了什么，脸上的得意与笑容褪去，
甚至有了些哀伤。“唉！那时候可不像现在啊，那时候的漳
绣可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现在好像没有人
再记住它了……”房间陷入沉静，那时的我不知道奶奶为什
么会难过，只是安静地陪着她绣了一会儿……

现在看来，奶奶哀伤的是曾经作为漳州人民的“铁饭
碗”，曾经作为贡品呈给明清皇室、被洋人争夺的炙手可热
的漳绣的渐渐没落。可这样好，这样珍贵的物品为什么会
没落了呢？是因为中国经济发展的迅速，大家都朝着能赚
钱的行业发展；是因为科技的快速进步，让我们进入了信息
碎片化的互联网时代，进入了不同以往的快节奏生活。停
留在邮差时代的古老漳绣已与我们的时间轨道无法对接，
渐渐地被我们遗忘了。心中的那份惬意与宁静已经一点一
点地被浮躁和迷茫充斥。

今天，我偶然因这不可多得的机会走进了漳绣的展览
会。一步步走近，看着墙上被列入非遗的《四兽图》活灵活
现的图案展示在眼前，一丝一线好像穿进了我的心，脑海中
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年在房间里的情景，浮躁的心慢慢平
静。我不由自主地开始思考漳绣对于我们来说有什么意
义。也许是为了传承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让我们对文化
的了解不仅仅停留在长辈们的口中；也许是为了取其精华、
去其糟粕，吸收漳绣的优秀文化来使我们的发展更进一步；
也许是为我们开拓了不一样的土地，静静地感受、安抚浮躁
的心绪。

让我们再一次走近她，感受经历了新时代的洗礼的它，
细细地品尝漳绣的韵味。

（指导教师 吴丽淑）

春节到了，家家户
户都会贴上新春联，火
红的字里行间，洋溢着
人们对新一年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期待。

今年春节前夕，我
参加了一个有趣又有意
义的志愿者活动——送
春联进社区。

这个活动是妈妈的
单位举办的，我作为一
名小志愿者参加。活动
开始之前我和妈妈单位
的叔叔阿姨们提前准备
好了活动需要的桌椅和
笔、墨、纸，拉了一条用
来晾干春联的绳子，并
把提前写好的一部分春
联先挂出来展示，送给
需要的人们。

送春联的活动地点
在“龙通社区”门口的空
地上，活动一开始，从社

区经过的人们很快就被吸引了，纷纷围到写春联的
桌子前。有的人，在展示的春联前来回对比选择，最
终下定决心请志愿者拿下心仪的春联；有的人，拿出
手机挑选自己喜爱的内容，请叔叔们现场为他们书
写；有的人，则在一旁饶有兴趣地欣赏着叔叔们的书
法杰作，在红色春联的映照下，现场洋溢着热闹喜庆
的氛围。

这时候我这个小志愿者可没闲着，一会儿帮忙
写春联的叔叔们把纸拉直，一会儿将墨汁干透了的
春联卷起来送给需要的人们。最后我还和叔叔阿姨
们一起到社区的老爷爷家，为他们送去春联和慰问
品，向他们送上温暖的新春祝福。

不知不觉中活动结束了，虽然我的腿又酸又麻，
但回想起整个活动过程，写春联的、送春联的、得春
联的每个人都那么开心欢喜的样子，我觉得虽然有
点累，但还是很值得的。

这真是一次特别的体验活动，让我想起妈妈常
常对我说的那句话——“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冬天
也许寒冷，可是因为这个有意义的活动变得很温暖。

（指导老师 陈惠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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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南的节日习俗多种多
样，有排场风光、禁忌颇多的
出嫁风俗，有令人惊讶的“抬
安公”“跳过火”的风俗……而
春节“敬天公”，却是令我印象
深刻的民俗仪式。

在闽南地区，“天公”被看
作是至高无上的神仙，正月初
九是玉皇大帝的出生日，所有
神仙都来祝寿，于是人们也来
祭拜，祈求一年好运和家人平
安、天下太平。所以拜天公是
一件极其严肃的事。

正月初八，家家户户都准
备了鸡肉，猪肉，水果，金箔纸
等。直到暮色笼罩大地，各家
各户开始进行严肃热闹的拜
天公仪式了。

夜幕降临，暗夜织上了天
空。只见大厅门敞开着，奶奶
把一张八仙桌摆在了大厅中
央。再瞧瞧，桌上摆满了各种
的 食 物 ：三 牲 ，两 串 香 蕉 ，柑
橘，一盘圆形的粿，以及十二
个精致的红龟粿。桌前系着
桌裙，上面写着“金玉满堂”。
奶奶准备香炉和烛火，一切准
备就绪。

开始敬天公了，奶奶点燃
香，给我们每人三根香。只见

她双手紧夹住香，端起双手举向前额，嘴里念念有词：“保
佑全家平安健康……”礼毕，奶奶将香插在香炉上，又端
端正正地磕了三个响头。爸爸妈妈上香后，我也模仿着
奶奶的样子，恭恭敬敬地上香，认认真真地对天空诉说我
对生活的美好期许。

接着，妈妈开始烧“天公金”。据说，这是给天公烧
“钱”，希望天公保佑我们家财源滚滚。

拜天公，最热闹的莫属放鞭炮，噼里啪啦，鞭炮声一
浪高过一浪，热闹极了。

这天晚上，就属天空最璀璨。拜完天公，家家户户都
放烟花，绚丽的烟火冲向天空，姹紫嫣红的烟花如同金
菊怒放，火树浪漫，拖着长长的尾条映红了夜空。在爆
竹声中，在人们的欢歌笑语中，我似乎看到了天公慈祥的
笑脸。

此刻，我的心中充满了感动，或许是为国之繁荣昌
盛，或许是为游子归乡的幸福，可能会有人说封建，但在
年味渐微的今天，我认为传统活动并不是单纯延续老祖
宗拜神祈福，却是闽南儿女们的一种美好的愿望，以及独
具闽南味道的家乡的年！

（指导老师 许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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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虎闹丰年》
龙海紫泥中心小学 六年（1）班 林雅玲 （指导老师 林燕辉）

“快来呀，快来呀……”我在公交站亭
子间走来走去，双手合十自言自语。妈妈
点着我的脑门，忍俊不禁地说：“急什么，

‘701’又不会抛下你！”我嘴角一扬，眉飞色舞
地哼哼：“就急就急，听说它是电能的……”要
知道，“‘701’”是芗城往返长泰的一班公交
车，“701”是我最忠实的朋友，八年来不论
风吹日晒，不论严寒酷暑，它总是如约而
至，载着我到长泰与父亲见面，也带着我
见证了家乡的巨大变化。如今，它换新颜
了，我当然迫不及待想看呀……想当初刚
诞生时它“吃”的是汽油，虽然劲儿足但排
放的尾气多，一路呼啸一路吐烟，路边的
花儿都不欢迎他，随着漳州节能减排的不
断倡导，科技的研发，它“吃”上天然气，尾
气排放量大大降低，如今听说又改用了电
能车，成了绿色出行的践行者，这么大的
变化怎么不会勾得我心痒痒的？

“来了，来了……”当穿着绿色新装的

“701”出现在我眼前，我更加兴奋，更加期
待不一般的乘车体验：一踏上“701”，就看
到闪闪发光的新装备——崭新的智能刷
卡自动投币一体机，已不用售票员坐镇，
这是“智能”代替“人工”的巨大改变，车内
的座位设计和空间比原来宽敞、舒适，安
全措施更齐全……我被这些新奇的变化
震撼到了，眼珠地盯着不放，妈妈扶着我
的肩膀说：“傻了呀，先坐下吧，再跟妈妈
说 你 又 发 现 了 什 么 变 化 了？”我 如 数 家
珍，倒豆子般说个不停：“增加了新型分
类垃圾桶，有了垃圾桶乘客不再随地或
往窗外乱扔垃圾，方便了乘客也美化环
境……”

我惬意地坐在窗户边的座位上，习习
微风扑面而来，带走了夏日的燥热。我朝
着窗外望去，发现沿路的风景也有新变
化，赶忙问妈妈：“不对呀，这不是“701”之
前走的路线？”妈妈摸了摸我的头说：“这
是刚通车不久的新路。”的确不一样，我坐
着感觉比以前平稳得多。想想以前经过
的路面坑坑洼洼，车子也就颠簸不平，我
的屁股可遭罪了，由于道路拥堵，每趟都
需要花 1个多小时，遭罪的时间就更长了，
不仅屁股遭罪，耳朵也遭虐，工厂制造和
大型货车运输制造出的噪音不断灌入耳
朵。只要一打开窗户，一大片尘土就像恶
魔挥舞着爪子扑向你，而窗外也很难看到
新鲜的花，他们就像披上了一件灰扑扑的
纱裙，垂头丧气……

如今，一切都变得如此美好，车窗外
如同电影正播放着一帧帧连绵不断的画
卷，沥青路面平坦又宽阔，道路两旁铺了
一张又一张绿地毯，地毯上的花朵舞动着
轻盈的舞姿，树上的小鸟争先恐后地唱着
歌儿。清新的空气轻拂着绿柳，我情不自
禁深深地吸了一口又一口的氧气，那清甜
的味道真是好极了……

与“701”的约会让我越来越期待，家
乡的变化 让 我 越 来 越 欣 喜 。 妈 妈 的 每
一次陪伴使我感受到了幸福，爸爸的每
一 次 鼓 励 让 我 得 到信心：我相信现在好
好学习，将来一定能为家乡人民创造更多
幸福。 （指导老师 郑毅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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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开窗户，一股寒风扑面而来，可是我一点
儿也不感到寒冷。我静静地坐在窗前，轻轻地
翻动着书页《当一天妈妈》。阵阵书香钻进鼻
孔，一个个灵动的文字跳入眼帘拨动着心弦，我
沉浸在感动中。《当一天妈妈》这个故事，让我想
到了妈妈为了我的成长付出了许许多多的心
血，感受到了母爱的无私和伟大。

《当一天妈妈》讲述了校长别出心裁，让同
学们穿上特制的孕妇装，当一天怀孕的妈妈的
故事。这一天中，不管做什么事情或参加活动
都不能脱下孕妇装。刚开始，同学们一个个兴
致勃勃，精力充沛，完全没有受到影响。后来由
于水气球的重量，同学们的动作变得笨拙，一个

个累得筋疲力尽，全身酸痛，直不起腰。
是呀，当了一天怀孕的妈妈，同学们尝到了
痛苦的滋味，体验了妈妈怀胎十月的辛苦。
尽管怀孕过程是非常艰难的，这其中的滋味
不好受，妈妈却咬紧牙关挺过来，把我们生
下来抚育成长。想想妈妈为我们付出的一
切，我们要懂得感恩，孝顺妈妈。

读了这个故事，我不由得想起著名作
家梁晓声的《慈母情深》中的母亲。这是一
个极其瘦弱的脊背弯曲的母亲，在家境极
端贫困的情况下，毫不犹豫地掏出钱给儿
子买《青年近卫军》的书。母亲的胸襟和远
见，对子女无私的爱及对读书无条件地支
持，深深打动儿子的心，儿子懂得感恩和责
任，发愤读书，成为一个著名的作家。

闭上眼睛，我的脑海里浮现出妈妈的
倩影。妈妈无微不至地关心爱护我的一
幕幕历历在目。记得那是一个寒冷落雨
的晚上，妈妈加班回到家已经很迟了，她
顾不上洗澡，忙着热牛奶给我喝，并检查
我的作业。妈妈发现两道计算题计算错
了，让我及时订正，并嘱咐我计算时要细
心。看着妈妈一脸的疲惫，心里想着是
我，全然没有自己，一股幸福的暖流涌上
我的心头，多么好的妈妈！我会好好学
习，以好的成绩回报您。

掩上书页，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我感动着，天底下的母亲宁愿自己受苦也
要把孩子抚养成人；我敬佩着，天底下的
母爱都是无私伟大的。母爱就像我们生
命中的第二个太阳，在母爱温暖的阳光照
耀下，我们学会感恩，学会孝顺，学会超
越，茁壮成长。做好自己，一切为了母亲
的微笑。 （指导老师 林彩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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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斜斜地照着，
暖暖的，缓缓的，柔柔的，
像是“光神”编织的金线，
闪动着流动的金光。

在乡间小道上，一
家三口悠悠地闲游着，
小道两旁是块块碧如翡
翠的方塘，有许多鱼儿
游离其间，荡起一连串
的波纹，渐渐化为虚无，
风拂过了，帮着树叶伸
向池塘取一口水，从岸
边 忽 然 跳 出 来 一 只 野
鸭，抖抖翅膀“扑”的一
声跳入水中，背部的灰
与 翅 膀 的 白 是 那 么 和
谐，这就是自然吧。

我不断探望四周，
一切景色尽收眼底。咦！我忽然发现在小路旁边不
起眼的杂草丛中，居然有一个带刺的圆圆的东西，再
看看散在四周如星星般的黄色小花，不禁恍然大悟，
这应该就是它的花苞了。妈妈之前说她小时候经常
拿这种小东西丢到小伙伴的衣服上，虽然有些刺，但
十分细小。嘿嘿！我在心里“邪恶”地笑了笑，不着
痕迹地摘了些，放在手心里，之后悄悄地靠近正走在
前面的爸爸，双腿一个冲刺，将手上的花苞一股脑地
丢在爸爸衣服上，随后一溜烟地跑了。而爸爸才后
知后觉的反应过来，顿时“火冒三丈”向我追来，追了
一会儿，见追不上，只好作罢。而我吧，跑了老远，停
下来望了望身后，发现没人，便悠哉地往回走，走到
了一个拐角，妈妈和爸爸出现了，而爸爸一脸“邪
笑”，我顿觉不妙，可惜为时已晚，爸爸来到我身前，
将“子弹”投掷过来。我，已“阵亡”。

之后便是一场你追我赶，在这旷日持久的“战
役”后，我和爸爸皆累得蹲在地上。最后，我们二人
达成和平条约，三人的身影又一同出现在了小道
上。先前那只野鸭不知去哪了，池塘依旧碧绿，不知
源头在哪，但一样的清如许，一两片树叶落在了水面
上，像小舟，荡开水上的浮藻。

学习的劳累与压力不知何时已远去，再看时，好
似心被什么触动了一下，那落叶小舟就像我们的
国。当下，我们应树立远大理想，以学习为本。“一池
浮萍，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冬天到了，春
天还会远吗？

阳光照进了我的心房，激荡起一层金光。
（指导老师 游爱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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