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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天气又潮又闷，吃完晚饭，
我陪外婆出门散步。经过一家小超
市时，一阵异样的响动引起了我的
注意，我不由得停住了脚步。

我走近一看，啊，原来是一只
小燕子！可怜的它还那么稚嫩，眼
前是厚厚的玻璃墙，身后是层层叠
叠、密不透风的商品，它进退两
难。复杂的困境对于幼小的它而
言，橱窗外的光芒就是生的希望。
它费力地扑棱着翅膀，用头拼命地
撞向橱窗。

“我们帮帮它吧！”我拉着外婆
的衣袖央求道。“傻孩子，一只燕子
而已，不必在意，我们继续走吧！”外

婆不以为然。我把目光转向周围的
人群，试图请求别人的帮助，却见路
上的行人有的行色匆匆，有的埋头
不停地刷着手机，有的自顾自地哼
着小曲儿……没有谁顾及那在困境
里挣扎的小燕子。

透过橱窗，小燕子那渴望的眼
神，无力的嘶叫揪住了我的心，我不
能再犹豫了，一个箭步冲进店里，对
服务员说：“阿姨，你好，那儿有一只
小燕子被困住了！”服务员抬头看了
我一眼，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似的，又
继续埋头吃饭了。情急之下，我搬
来一把椅子，毫不犹豫地站了上去，
轻轻挪开那层层叠叠的商品，一个

个放下来。服务员见状，放下碗筷，
伸长手臂朝我边摆手边喝道：“嘿！
你这孩子，快下来，多危险啊！”“再
不救它，小燕子就会有生命危险！”
所有的人再也不敢袖手旁观，纷纷
上前帮忙。

终于，小燕子见到了亮光，“嗖”
的一声不见了踪影。虽然我不知道
它去了哪儿，但我确定它脱离了险
境，心里的石头总算落了地，长长地
舒了一口气。

“真是一个善良的孩子呀！”店
里的服务员纷纷感叹道。外婆也朝
我竖起了大拇指，一起收拾好零乱
的商品，我们便离开了。

走在回家的路上，抬头仰望，月
亮不知何时悄悄爬上树梢，晚风轻
拂着我的脸颊，真是久违的惬意
啊！亲爱的小燕子，你是否已经安
全到家，找到自己的妈妈了呢？

（指导老师 胡宝珍）

飞吧，小燕子
漳浦县城南小学 六年（1）班 林书逸

这里又到了雨季。雨断断续续下
了近一周。衣服沉闷而潮湿地挂在栏
杆上，不见天日。我趴在阳台的护栏
上，举着电话。旁边的宿舍楼挂着橘
黄色的暖光，照在这十平方米的雨中，
显示出清晰的形状。

“你说什么？刚刚没听清。”
妈妈又重复了一遍：“你爷爷说明

天要去市场买个猪肚给你吃。”
“好耶！弄猪肚鸡吧，汤记得放胡

椒粒，然后把猪肚捞出来……”我兴致
勃勃。

“加香菜凉拌，像前几周那样。”妈
妈语调平平地打断我。“你说的是挺容
易，我洗猪肚就要费不少功夫。”她半
真半假地抱怨。

我迅速转移话题，“你上周弄的豆
沙板栗馅的青团还有没有剩？我好想
吃。”

“有啦，说吃的你最积极。”
楼下晚归的高中生撑着伞，如同

各色蘑菇在石阶上流动，交流熙攘隐
匿在伞面之下，化作模糊的风声。

我挂掉电话，把雨伞撑起晾在阳
台，瞥见有一根伞骨的连接处接着一
个金属小圆环，想起去年似乎也是在
这个时候，雨淅沥沥地下个不停。那
时我固定一周回一次家，摊在沙发上，
看妈妈帮我修理才买来没几天的伞。
那年的春节似乎也是下雨，回老家时
没看天气预报，我和妈妈挨得紧紧的，
撑着那把她修过的单人伞，走过高高
低低的台阶，听着那些飘散在雨中的
方言。

今年“五一”又回了一次老家。爸
爸用爷爷留给他的一块地盖起了新
房。“房子建好了不回去住多可惜啊！”
他总是以此说服我们回去。妈妈本想
带我们去爬老家的山，没料到“五一”
的假期下了三天雨，出行计划只好搁
置，寻找别的消遣。于是我们一家人
窝在新房子的顶楼，嗑着瓜子看周星
驰的喜剧电影。

有时候爸爸会主动请缨出去买
菜，问我要吃什么。我张嘴就是一串：

“牛肉火锅，焙肉，糯米藕，春卷……”
他十分严肃地重复了一遍，穿着人字
拖在摩托车的轰鸣中开上公路。这时
我就会跟妈妈打赌爸爸最后记得几
个。妈妈则说还不如赌他会被坑几块
钱。

爸爸被坑钱已经成为我们全家饭
桌上的谈资了。爸爸每回买东西，都
会买回一些家里不需要的东西。一问
就是卖家极力推荐，说可以提高免疫
力之类的。我和妈妈都哭笑不得。

风穿过宿舍楼之间的缝隙发出呼
啸的声音，冷风夹杂着水汽扑了满
脸。我连忙躲进寝室。室友留了一片
海苔给我，我整片塞进嘴里，在细微的

“咔嚓”声中听着室友念天气预报：“明
天，小雨转多云，19℃~28℃。”

天终于要放晴了。一阵温暖涌上
心头。

“明天下午去吃面吗？庆祝一下
晴天。”我大声问。

“什么嘛？你就是想去吃而已。”
室友毫不留情地拆穿了我。

我心虚地微笑。
常有温暖在心头，莫负茶、汤、好

天气。
（指导老师 邬 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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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文明城
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九湖镇水仙花小学
五年（2）班 金 婷

（指导老师 李晓表）

“春游芳草地，夏赏绿荷池，秋
饮黄花酒，冬吟白雪诗……”

闲居在家，偶听外婆哼着几句
熟悉的戏曲，仔细一听竟是竹马戏

《跑四美》。那活泼的曲调勾起了我
记忆之海中有关家乡和竹马戏的碎
片。

儿时，住在黛瓦青墙间，墙边溪
流，滔滔汩汩；阳光洒下来，斑驳陆
离，照在那流水间，能看见光在舞
蹈。四季天常晴，村里总少不了好
风景。一畦春韭绿，十里稻花香，鸡
犬悠鸣吠，老牛陌上行。天边不时
有浮云曳过，用树下的小草笛吹出
悠扬的曲调，任树间草上鸟儿跳
跃。村里的孩子长到六七岁，也是
要下地帮忙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
玩耍，各家田地连在一起，呼朋引伴
再容易不过。常常帮不了一会儿
忙，就你追我赶地在田垄上嬉戏，笑
声随风而散，盈满蔚蓝的万里长
空。倘若赶上农忙，爹娘便不许了，
我们也不敢再如此嬉闹，只在中午
人倦牛乏时，扑几只蚂蚱玩耍。

小时候总觉得时间过得极快，
白昼倏忽而逝，转眼便是日落西
山。乡村的夜晚向来是有些枯燥
的，早年间村里没有路灯，外头黑灯
瞎火的，谁也不愿出门，吃过晚饭后
闲谈几句，八九点便都熄了灯——
但若当晚有戏班到村里开戏，情形
便有些不一样了。

镇上有几个戏班，唱的是本地
竹马戏，每年五、六月份都会到各村
巡演。因此夏日里，人们总有几天
特别欢快，往往刚至黄昏就收工回
家，生火作饭，好早些去看戏。

“走，看戏去！”总有一些小孩子
快人一步，拎着小板凳飞出家门，蹦
跶着朝戏台去。

不多时，戏台周围便闹腾起
来。小孩子们在台下幕外探头探
脑，惊呼欢叫，台前大人们相互招
呼，笑谈打趣，好不热闹。但只要听
到后台一串锣鼓响，大家便瞬时安
静下来——好戏开场了。

头一出戏一般是排场戏《跑四
美》——四个俊俏的小旦打扮得花
枝招展，手捻一根竹枝，分别唱“春、
夏、秋、冬”的唱词。儿时的我只喜
欢看小旦们艳丽的服饰和俏皮的动
作，却对悠扬的唱段兴趣不大。我
最喜欢的排场戏其实是《跳加官》，
但这种戏在巡回演出中其实很少
见。因此在我15岁之前，我只在村
长办七十大寿生辰宴时请来助兴的
戏班中见识过。

不同于京剧的《跳加官》，竹马
戏中的加官不戴白面具，而带土黄
色面具，但都穿红袍，端笏板，慈眉
善目，尤其讨小孩子欢心。那个加
官在台上跳来舞去，除了向台下笑
眯眯的主家展示“寿比南山”“福寿
康宁”的祝语外，他还走到舞台正
中央，向全村人亮出一条“和谐美
满”的条幅，甚至，还向我们这些扒
在台沿看得专注的小孩子弯一弯
腰，掏出一条“连升三级”的条幅。
于是加官的大好人形象马上就在我
们小孩子心中树立起来，一跃成为
我们心目中最喜欢的角色之一。于
是我们也学着大人鼓掌喝彩——这
又是与京剧不同之处，尽管《跳加
官》做为排场戏根本无关紧要，但依
旧被人们所喜爱。

排场戏一过便是正戏。月光如
水，晚风轻拂，台上或水袖飘飘，柔
美婉约，唱那才子佳人；或刀剑铿
锵，豪迈壮阔，歌那英雄豪杰。台上
唱的是帝王将相官民盗，台下看的
是人情冷暖世无常。一丑一旦，演
尽芸芸众生。台上歌舞升平，台下

也热闹非常，人们大声喝彩的同时，
也会低声品评一二，或是叙些家长
里短。

“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
闲度。”蓦然回首，那些敢肆无忌惮
地扒在台沿看戏的时光，竟已随那
声声锣鼓响渐行渐远，如同我离乡
进城那天，在我视野里逐渐模糊消
失的故乡。

转眼我已到城里住了十几年，
亦有十几年未听竹马戏。曾与儿时
玩伴相约下一次的竹马戏，岂料世
事多变。工厂进驻，农村整体搬
迁，她随家人及大部分村民一起迁
入政府提供的安置小区——“新
城”，我也随父母进了城。曾经名
噪一时的戏班或因资金不足而解
散，或因传统老套而没落。一时
间，竟是青梅远去，“竹马”不再。
偶尔随父母探亲，欣慰于大家生活
水平极大提高的同时，亦悄然怀念
着当初尽管清苦，却乡趣无限、其
乐融融的时光。如今，物质条件转
好，但人际关系却淡漠了许多，不
免令人叹息。

大约一年前，偶然获知由竹马
戏传统剧目改编而成的新戏在江苏
首演，并引起了轰动，又得知昔日巡
演的戏班之一已整顿好人马，准备
开锣。欣慰兴奋之余我不忘立即订
票，第二天便直奔“新城”广场。

令人惊喜的是，广场入口的节
目单上清清楚楚地写着：第一场
——《跳加官》。搬运演出道具的工
作人员从我身边走过，一张条幅不
小心露出来一半，撒着金粉的纸上
分明写着“和谐美满”的字样。

正兀自感叹之时，忽闻有人唤
我小名，转头一看竟是儿时玩伴；又
闻场内有人唤我父母乳名，闻声而
望竟是好些熟悉面孔——皆是昔日
同乡人。依旧是夜色微凉，依旧是
滑稽的加官，也依旧有善良淳朴喝
彩攀谈的乡人。夏尽秋来春又回，
世事兜转十二年，好像又回到从前，
青梅未相别，竹马依旧在，乡人仍和
睦。一折竹马戏，逗引出深厚的同
乡情。

我还未从满腔思绪中回神，玩
伴已牵上了我的手，“走啊，看戏
去”。我们欢快地向戏台跑去，如同
儿时一般。

虽是岁月不堪数，故园多变迁，
幸而青梅未远“竹马”归。我依旧眷
爱我的家乡。竹马戏有终，乡情永
不断。

（指导老师 林丽洁）

竹马戏有终 乡情永不断
漳浦一中 高一（16）班 林书婕

2022年3月，本应是春暖花开、
微风和煦，本该是踏青的好时机，
但突如其来的“病例一”拉响了漳
州这座小城的警报！随着一例例
确诊病例的发现，学校停课工厂停
工，所有人都投入到紧张的抗疫工
作中。疫情如潮水般涌来，不安和
恐惧笼罩着这座原本安逸的城市，
为我们驱散风雨、拨云见日的人
们，投入到这次与疫情战斗的所有
人，他们、我们都足以让人心生暖
流……

一.他们
夜色寒，夜风冷，夜雨冽。五

点，是黎明前的黑暗，我被妈妈起
床的动静吵醒，今天的第二轮核酸
采样，她是志愿者，负责登记每个
人的资料，六点必须到学校。

雨还在下，豆大的雨点打湿路
面，她骑着电动车穿梭在风屏雨幕
之中。突然，不知怎的，车轮一滑，
她摔倒在了地上。天刚蒙蒙亮，大
雨织网，是脚腕还是膝盖受伤也不
知道，只有钻心的痛。街道空无一
人，在这雨声中，这座城和人还在

安睡。不远处有一些正在为这次
采样搭设帐篷和拉警戒线的人，在
这蒙蒙细雨中向她走来——扶起
了车也扶起了她。没有过多地寒
暄，在雨中，他们互相点头示意，她
一瘸一拐跨上电动车，他们匆匆往
来处奔去，挺着坚毅的背，投入各
自的岗位。

一束光穿破云层，天亮了！
二.我们
睡眼惺忪的我揉着眼睛坐了

起来，电话那头伴随着嘈杂的人
声，妈妈喊着：“现在没什么人了，
不用等，快下来做核酸采样！记得
戴好口罩！”

天空依然在下雨，人们拿着
伞，自然而然地就形成了“一米
线”。校门口的志愿者身穿红马甲
喊着：“排好队，出示健康码，配合
测体温！”排队时，志愿者热心地引
导人们排队，不时地帮助不会使用
手机的爷爷奶奶们调取核酸采集
码。排在我前面的一位阿姨提早
调出健康码，配合测体温，然后又
调出预约码，动作十分熟练。最令

我难忘的是医护人员给她采样时，
她虽坐着但还是把身子压下去，抬
头张嘴，让医护人员不需要起身就
能快速地给她采样。我看见那位
阿姨的姿势是那么标准，是如此地
善解人意，隐约听见她起身时轻轻
地说了声谢谢……看，虽然天公不
作美，但相比第一次全员核酸采样
的不知所措，这一次大家明显“老
练”许多！

雨快停了，我戴上口罩，回头
想在人群中搜索妈妈的，想和她说
一声再见，想和她说辛苦了……但
我看到的是一簇簇艳丽的红，在他
们耐心地引导和帮助下，队伍有序
地向前行进着；我看到了全副武装
的大白，动作迅速，绝不拖泥带水；
我还看到了那抹天空蓝，不停地举
起手机扫码录入，交代大家要拿好
管排好队，就像他们不厌其烦地教
导着我们一般……

天晴了，阳光穿破云层，我没
有再回头看，没有再搜索妈妈的身
影，而是坚定着向前走着。困难
中，他们与我们都朝着同一个目标
努力着；疫情中，没有你我之分，都
是为了恢复这座按下“暂停键”的
小城往日的热闹而努力的我们！
我相信，这座充满温情的小城与我
们，一定可以共渡难关！

（指导老师 郑 敏）

和而不同，藏汉情融。汉藏相
亲相爱，犹如茶和盐巴。

在 2020年的那个夏天，我离开
家乡，来到了漳州一中这个大家庭。

夏天的风是燥热的，带给人无
尽的烦闷，但我却从中感受到了无
限的喜悦和暖意。因为疫情的关
系，同学们比我早开学一周多，这使
得初来乍到的我对未来感到十分的
迷茫。我迷迷糊糊地被一位实习老
师带到了教室里，抬头望见教室内
那一片乌泱泱的人头时，我不禁心
跳加速，低着头，吞吞吐吐地做着自
我介绍，显得十分手足无措。自我
感觉很失败，本以为会冷场，没想到
迎接我的竟会是一片热烈的掌声！
这令我感到十分的惊喜，让我感受
到了一股来自他乡的暖意。

同学们待我很热情，总会问我千
奇百怪的问题，问我是不是住在草原
上的帐篷里；是不是骑着牦牛去上

学；是不是会整日穿着藏装……我也
会一一向他们耐心的解答。就这样，
我慢慢融入了这个班级。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之间的
关系也不似从前那般生疏，彼此之
间的关系越来越融洽，联系越来越
紧密。我的基础不够扎实，又缺了
许多的课，这就导致刚开始上课时
和听天书一般，完全不能赶上老师
的进度。又因为我还不能适应环
境，经常会醉氧，上课时昏昏欲睡，
这使得我的上课效率大打折扣！在
同学们的帮助下我勉强能够完成老
师布置的书面作业，但我的成绩还
是惨不忍睹。

老师也关注到了这一问题，私下
经常给我补课，讲基础题，让我尽力
适应环境，克服身体状况，上课不要
睡觉，认真听讲！老师并没有责怪
我，反而鼓励关心着我。这让我的心
中燃起了熊熊的斗志，在那段时间

里，我上课紧跟着老师的步伐，努力
刷题，尽量使自己适应环境。在我的
努力下，我的成绩也逐渐有了提升，
老师的脸上也出现了欣慰的笑容。

去年的中秋节发生了一件令我
难忘的事情。中秋节学校放了三天
假，同学们大多已经回家了，学校给
我们举行了中秋晚会，并发放了中
秋大礼包，但是我还是习惯吃北方
的小月饼，因此感觉内心空落落
的。开学时，一位同学给我带来了
一份惊喜！一盒小月饼！她以为我
在学校吃不到月饼，特地带了一盒
自家制作的月饼给我。一盒月饼，
有豆沙馅的，有糍粑馅的，还有五仁
的，非常好吃！一个个软软糯糯的
月饼，承载着我们的友谊，温暖填满
了我的内心。这份友谊难能可贵，
我也会好好珍惜。

在漳州一中的这段时光中，我
学会了许多东西。增长了我的见
识，锻炼了我的体魄，使我的精神得
到了升华。我很感谢这里的老师和
同学们。因此，从现在开始，我就要
好好学习，奋勇拼搏，努力实现自己
的梦想。

（指导老师 王 玮）

九龙江上，龙舟争渡，粽情端
午！2022年壬寅年官田村龙舟英雄
会如期举办。妈妈为了让我感受闽
南传统习俗，带我到龙海北溪头看
赛龙舟。

到了比赛现场，一大群人围在
九龙江边，我利用瘦小的身躯带着
妈妈挤进一个有利的位置，坐了下
来。抬头望天，太阳铆足了劲散发
着自己的热量，似乎是给选手们加
油打气。江水后浪推前浪，好像在
催促选手们快点开始。边上的树响
起沙啦啦的声音，就如在给选手们
喊加油。选手们受到这些鼓舞，一
个个蓄势待发，一番龙争虎斗的架
势。

龙海北溪头龙舟盛会多达三十
多艘龙舟齐聚一堂，来自周边各个
村落的龙舟队如约而至。瞧！小浦
头社龙舟队队员们欢呼着划进了我
们的视线，东道主官田龙舟队队员
同时挥起手中的船桨向宾客打招

呼，以示欢迎他们的到来。“啾——
啪”一声声响彻云霄的烟花声直冲
我的耳膜。这二十一发的节日礼炮
声，代表了队员们的信心。

忽然，一声响亮的哨声响起，龙
舟上蓄势待发的水手们按锣鼓节拍
奋力划桨前进。此情此景，唤醒了
我的记忆，我仿佛穿越时空：爱国诗
人屈原，他不忍面临亡国之痛，在农
历五月初五那天选择投汨罗江自
尽。楚国人民很是悲痛，跑到江边凭
吊屈原，渔夫划船开始来回打捞他的
真身，他们争先恐后，追至洞庭湖时
还不见踪迹……之后每年农历五月
初五划龙舟的习俗就流传下来了。

震耳欲聋的鼓声让我回过神
来，我再去端详龙舟时，每艘龙舟长
达 35 米，龙舟上大概有七八十人。
一个人坐在船头打鼓，他一手拿着
一根指挥棒，表情严肃，用上全身的
力气有节奏地朝那个鼓敲去，发出
的声响似乎连巨人都得震一震。还

有一个人在他的后面有节奏地挥
旗，龙舟中间还站立一个敲锣的勇
士。龙舟上的划桨选手整齐排列，
呈弓字步站立，每人手握一支船桨，
随着鼓声每响一次，就用力地、整齐
地划一次。瞧！那个人手持船桨，
随着鼓声的节奏卖力地划着。看他
手臂的块状肌肉，额头上沁出的豆
大汗珠，眼睛注视着船桨，嘴巴一张
一合，那是多么执着呀！

在岸边的观众此起彼伏地为龙
舟队喊加油……在快到终点时，所
有龙舟“嗖嗖”往前冲，如离弦之
箭。当两艘龙舟同时冲过终点时，
船上的队员欢呼雀跃，挥动船桨，每
个人脸上都绽开了灿烂的笑容，这
是汗水和团结的喜悦。

此时，那炎热的天气也被队员
们快乐的心情所感染了，一阵阵风
吹过，让人心旷神怡。

比赛结束，所有的龙舟齐聚在
一起，烟花声再次响起，比赛的成员
纷纷拿起自己的船桨，往上挥舞
着。挥旗的人拿起带有“水仙尊王”
的旗左右挥舞，他们都在为这个值
得回味的英雄会庆贺……来年再
见！

（指导老师 李娴彬）

疫情中的我们
通北中心小学 六年（1）班 莫 然

和而不同，藏汉情融
漳州一中 高二（20）班 白玛措姆

赛龙舟
芗城实小 六年（4）班 陈熙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