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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偶然
■ 厦大附中 高二（1）班

陈凯琪

秒针滴答走着
像是欢脱的孩子
时针滴答走着
像是微笑的父母
跟着孩子走了一圈
一圈
就在此刻

此刻
世界线绽放
却看不见
身在何方
弄臣走向虚无
操纵命运的丝线
让你我
擦肩而过

此刻
无数荒诞的因果
在思想之外
有人活着
在希望里呼吸
有人死去
安息在未竟之事中

不知为谁而开的花
独自绽放着
扎根在时间之土
就在此刻
龙卷风卷起零件
组成一辆新车
我忘记了所有悲剧
所见到的都是奇迹

（指导老师：邬双）

尽管身为南方人，我对面食
的热爱却丝毫不减，尤其是对饺
子情有独钟。

今天家中闲暇，发现冰箱中
的饺子所剩无几，于是奶奶提议
再包些饺子。临近饭点，时间紧
迫，奶奶让妈妈赶紧去购买饺子
皮，自己则忙着准备馅料。我看
着奶奶从冰箱中取出一块色泽鲜
艳的猪肉，细心地切成小方块，放
入绞肉机，同时我负责剥玉米。
这次我们准备了两种馅——韭菜
和猪肉玉米。不到一刻钟的时
间，一切准备就绪。这时，妈妈也
带着饺子皮回来了，是时候开始
我们的“包饺大计”了。

看着大人们熟练地包饺子，
我也跃跃欲试。在奶奶的允许
下，我学着他们的动作尝试包起
来，但初次尝试的结果并不理想，
饺子不是歪了就是“开口笑”了。
爸爸看见后调侃道：“没想到你用
彩泥做的作品那么精致，怎么包
起饺子来这么生疏呢？”奶奶微笑
着安慰：“别气馁，慢慢来。”她耐
心地手把手教我如何把饺子包得
既美观又不浪费材料。最终，所
有的饺子都包好了，一部分被收
入冰箱，另一部分则即将成为我
们的午餐。

等煮饺子的间隙，妈妈回忆
起我幼时的一段趣事。那是我
还在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在厨房
里帮倒忙：面粉被我撒了一地，
新鲜切好的菜被我当作玩具抛
撒，刚包好的饺子也被我压扁成
小饼……爸爸妈妈最后为我添上
了一道“竹笋炒肉”，当我听到自
己当年的“恶行”也忍不住笑了。
恰好此时饺子煮熟了，一家人围
坐在一起，共享这充满欢笑的“白
色小扇子”。

我爱饺子，爱它的美味，更因
为它承载了家的味道和幸福的感
觉。

（指导老师：许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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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我就对太空充满了好奇！
最近我读了《二十四史》，里面有很多经

典人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大科学家祖冲之。
祖冲之是南北朝时期杰出的数学家和天

文学家，他一生钻研科学、热爱数学。因为祖
冲之有着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精神，他发明
了许多东西，有水碓磨、指南车、千里船等。

祖冲之撰写的《大明历》是当时最科学先
进的历法。这部历法的精确程度令人叹服，
它测定月亮公转一周的天数，居然与现代科
技测定的数据相差不到1秒，真是让人叹为观
止。祖冲之还首次将圆周率精算到小数点后
第七位，领先世界约千年。此外，他还对机械
等都有研究。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热爱科学，
坚持不懈的精神！

记得小时候，我问妈妈为什么有白天和
黑夜，是怎么形成的？妈妈告诉我，白天和黑
夜交替的现象是随着地球的自转产生的，地
球围着太阳转，转到太阳那边就是白天，另外
一边就是黑夜。我不是很明白，于是和妈妈
一起做了小实验，用灯光模拟太阳，皮球模拟
地球，随着皮球转动，灯光转换，皮球被照亮
的区域不断变化，在多次实验下，我终于理解
了白天和黑夜的“秘密”。你看，我们通过科
学探索，坚持不懈地多次实验，深奥的天文知
识变得通俗易懂了。

这也让我想到了桂海潮。“神舟十六号”
载人航天飞船圆满发射成功，宇航员中，桂海
潮让我印象深刻，他虽然是从大山出来的，但
是从大学到工学博士，桂海潮科研成果突出，

参与主持的科研项目也多达十几项。他不仅
是首位非军人航天员，更是中国空间站首位
载荷专家，还要在天上秀各种科研操作呢。
我想，这与他不断进行科学探索，坚持不懈的
努力是分不开的。

我们要学习他这种精神。眼下，我们有
最好的时代，前有祖冲之、蔡伦，后有钱学森、
屠呦呦等科学家指引我们前行；脚下，我们有
最好的道路，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日新月
异，机遇无处不在，未来有无限可能。

谁知道呢？
只要我们秉承科学创新精神，加上坚持

不懈的努力，也许，我们的 36岁，也会像航天
员桂海潮一样实现梦想，真的去太空了……

（指导老师：黄小云）

36岁，我们去太空可好？
■ 龙师附小 六年（3）班 蔡雨宸

探索
不透水的纸
■ 闽南师大龙文附小

四年（2）班 许栎航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太阳正
在小憩，风与云朵在天空中嬉戏。我
第四次尝试“不透水的纸”实验。

这是我在一本书中偶然发现的一
个有趣的实验——“不透水的纸”。实
验需要准备一只杯子、一个脸盆、一张
纸和一些水。书中的一部分说明被污
渍遮住了，使得我看不清楚具体需要
什么类型的纸，于是我决定尝试所有
可能的纸张，包括卡纸、A4纸、面巾纸
和湿纸巾。

我首先考虑使用卡纸，因为它是
我手头上最硬的纸。我充满希望地开
始实验：往杯中加水，用卡纸覆盖杯
口，然后将杯子倒置。但是与我的预
期相反，水并没有留在杯中，而是流进
了脸盆。随后尝试A4纸的结果也并
未如愿。

在我几乎要放弃时，我看到了湿纸
巾，并回想起科学老师曾说过：“有时
候，你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可能会带来奇
迹。”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我尝试了湿纸
巾。出乎意料的是，湿纸巾竟然成功地
阻止了杯中任何一滴水的泄漏。

这次实验不仅令我体会到了科学
的神奇，也让我学到了在面对困难时
不放弃的重要性。

（指导老师：徐美琴）

“五月五，是端阳，插艾叶，戴
香囊，吃粽子，撒白糖，龙船下水喜
洋洋。”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到了，姥
姥教我唱起了这首童谣。

端午节，除了吃粽子，比较受
人关注的习俗就是赛龙舟了。端
午这一天，蓝天悠悠、白云柔柔，爸
爸妈妈带我去九龙江边观看龙舟
比赛。我们乘车来到江边，那里早
已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比赛开始了，随着裁判员一声
令下，几条龙舟飞快地冲了出去。
龙舟上的运动员团结一心，整齐地
划着船桨，一艘艘龙舟如箭一般在
水面飞驰。船桨与水面碰撞，发出

“哗哗哗”的响声，就像唱响了一曲
端午赞歌。坐在船头的便是鼓
手。他们手握鼓槌，有节奏地敲击
着鼓面，振奋人心的鼓点响彻云
霄，催人奋进。终于，差距拉开了，
黄色龙舟脱颖而出，冲在了最前
面。人们站在江边，高举着双手，
兴奋地蹦跳着、呐喊着：“加油!加
油!”我也激动地挥舞着双手，大声
喊着：“加油!冲呀!”紧随其后的红

色龙舟不甘示弱，船上的运动员用
尽全力划动着船桨。龙舟像一条
奔腾的红色巨龙，迅速与黄色龙舟
拉近距离，甚至有望赶超。两条龙
舟你追我赶，把其他龙舟远远甩在
了后面。

快了，快了，已经接近终点了，
队员们开始了最后的冲刺，鼓声咚
咚、桨声哗哗，交织成了一首壮美
的交响乐。一只只龙舟速度快得
惊人，遥遥领先的两条龙舟更是铆
足了劲儿。“冲呀!”“快!快!快!”“加
油!加油!”呐喊声响彻云霄。最激动
人心的时刻到了，红色龙舟在最后
几秒超过黄色龙舟，率先越过终点。

“赢啦!”在观众们的欢呼声
中，一场精彩的赛龙舟落下了帷
幕。岸上人头攒动、人声鼎沸，人
群迟迟不散……

端午赛龙舟寓意着拼搏、团
结、向上的精神。这样的龙舟精神
从古至今熠熠生辉，给予我们源源
不断的精神与力量，催人奋进。我
爱端午文化！

（指导老师:郭文香）

风风火火赛龙舟
■ 芗城实小 三年（10）班 叶睿萌

怀念那煎饼摊
■ 龙师附小龙文分校

六年（9）班 刘睿翔

记得我小时候，每当看到有摊贩
向我吆喝时，我生怕像爸爸妈妈一样
不理会伤了他们的心，所以多多少少
会让爸爸妈妈买一些。在这些摊贩
中，就有我童年记忆中的那位煎饼摊
老板。

他皮肤黝黑，理平头，总喜欢用笑
脸迎人，活像课本中的骆驼祥子。由
于我总喜欢光顾别人的生意，导致我
也买遍大街小巷，吃遍全区各地，同
时也找到了许多合我胃口的小吃店，
其中，我最喜欢的便是那煎饼摊。我
几乎每天都会去吃，渐渐的，关系也
变好了，连他都亲切地称呼我为“好
兄弟”。

一次，我晚上太饿了，竟一下子点
了四份煎饼当宵夜，自然也花掉了我
剩余的压岁钱的一半。结果我才吃了
两份，肚子就已经鼓成小山了，剩下的
煎饼我已经吃不下了。此时，我才开
始心疼我多花的钱，想退，可却被老板
拒绝。我十分生气，当他的面发誓再
也不来了。

可也许是天意，还没冷战多久，我
就开始“上瘾”了，一天不吃都饿得
慌。我想再买，可又怕老板出言嘲讽，
左右为难。但最后还是去了，本以为
他会笑话我，没想到他却是迎着笑脸
说了一句:“欢迎回来，我就知道你还
会回来的。”这个时候，我才明白，他对
我的亲切并不是我的天天光顾，还有
在言语中的相识。

可惜，他终究还是离开了这个小
区，就这样不知不觉地去了其他地
方。有一天，我又买了继承他摊位的
那个人的煎饼。一样有嚼劲，一样的
配方，可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指导老师：张艺敏）

“粽叶香,香厨房；艾草香,香满
堂。”每年的五月初五,闽南漳州有
划龙舟、吃粽子、门上插艾草菖蒲
等风俗,以此来纪念爱国诗人屈
原。五月端午,我家的厨房也飘满
了粽叶的芳香。

端午节前夕,妈妈就忙开了。
只见她迈着细碎的步子在厨房里
走来走去,大叠大叠的粽叶整齐地
放在盆里,浇上一壶滚烫的开水,袅
袅清香升起,令人心旷神怡。再去
看那糯米,在水中泡了一晚上,浑身
圆滚滚的,闪耀着透亮的光泽,慵懒
地躺在水中。最让我期待的就是
妈妈包粽子的时候了。我乖乖地
坐在妈妈身旁,只见妈妈手里拿着
两片粽叶,错落着放好,再轻轻地展
开,弯曲一下,折成漏斗形,粽子的
尖角就出来了。记得小时候我第
一次看见妈妈包粽子时,脸上露出
惊讶的表情,觉得那是一个神奇的
魔术,就是现在也依然觉得包粽子
不容易。

妈妈包的粽子配料简单,只有
那洁白的糯米和一片片香菇卤肉

而已。在折成漏斗形的粽叶上舀
一勺糯米,上面再放上几小片香菇
卤肉,最后再舀一点糯米盖在那馅
儿上。之后,妈妈的手就紧紧捏着
粽子,把粽叶紧紧裹在糯米上,再用
一根线紧紧地缠在粽子上,打上一
个小结,就成了一个精美的粽子
了。妈妈每包好一个粽子,我都会
拿来观赏一下,像把玩一件工艺品,
爱不释手。看着那粽子,我想最美
五月天,不是因为繁花似锦,而是因
为飘着清香的粽子吧。

我学着妈妈的样子,包了一个
粽子。第一次,放的糯米太多,全都
散了。我将粽叶狠狠地扔在了地
板上不包了。妈妈耐心指出我包
粽子出现的错误,手把手教我该怎
样才能包好粽子。我再次重振旗
鼓,按照妈妈讲的步骤和手法试着
包了起来。粽子虽然包好了,但是,
我将包好的粽子拿给妈妈缠线的
时候,妈妈还是不满意，叫我重新
包。我尝试了好多次终于包出了
让妈妈满意的粽子。真是功夫不
负有心人!

煮粽子啦!妈妈把包好的生粽
子放进高压锅里,等排气阀哧哧地
冒着清气,散发着迷人的竹叶香
时,我就来到厨房里焦急地等待粽
子熟,垂涎欲滴。妈妈总是说：“不
急,煮的时间足够,味道才好。”这
时我心中不免失落,可想到过一会
儿后,就能吃到美味的粽子了,心
中不免有点小激动。等啊等,盼啊
盼,粽子终于煮熟了。那根线被我
轻轻一扯,粽叶展开,如同秀丽的
花瓣向四周舒展,立在掌中便是饱
满如玉的美食了。我急不可耐地
浅尝了一口。哇!就是那样鲜美的
粽子味,甜而不腻、柔软、清爽,散
发着淡淡的香味,有着独特的口
感。细细咀嚼，轻柔而温暖，幸福
之味便在心中悄然而生。这味道
太香了!

我喜滋滋地吃上自己亲手包
的粽子,幸福感溢满了心田。我深
深地感到：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灿
烂辉煌,我们要好好学习中国文化,
做一个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

（指导老师：邹彩恋）

五月粽香
■ 芗城二实小 五年（8）班 郑晨铠

有些事就像衣上的针线，紧紧地缝在身上，
伴随着我的一生。它将指引着我，鞭策着我。

在一个雾气漫天、连太阳公公也不想出
门的日子，妈妈和我在家缝衣服。可是我不
会缝，妈妈便教我。她先是帮我把线穿过针
上的小口子，然后把针递给我，让我小心点，
不要扎到手了。我接过针线，小心翼翼地拿
着，生怕一不小心就扎到了手。

我表面上看似高兴，心里却早已把针当
成了一只怪兽。尽管心中很害怕，我也还是
装作一副很想学的样子，因为我是一个男子
汉嘛！妈妈看着我，又转过头去拿了一件我

的破衣服。因为针上的线已用完，妈妈便帮
我穿针，同时教我要怎样穿。我点了点头,随
后学着妈妈的样子有模有样地学了起来，从
上面穿到下面，再从下面穿到上面。每一次
穿针，都会废掉我九牛二虎之力。缝到一半
时，我忍不住问妈妈：“妈妈，你累了吗？”妈
妈回答：“怎么会累呢？”我说：“可我的手已
经很酸很酸，很累很累了。”妈妈顿了顿，一
边缝着衣裳一边对我说：“这衣服就像是个
世界，而这条线就像你人生的道路。你看，
你都已经走到这儿了，为什么要放弃呀？”虽
然那时我还小，但是听完妈妈的话，我的内

心好像是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下。我似乎
明白了什么，于是我又重新拿起已经缝了一
半的衣裳和挂在衣上的针线继续努力地缝
了起来。

终于，我缝到了最后一针。我高兴地将
缝好的衣服递给妈妈。妈妈又帮我打了一个
小结。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打完衣服上的最后一个小结，这场小故事结
束了，而我的人生却刚刚开始，我决定以后一
定当一个坚持不懈、不怕困难、勇于探索的
人。 （指导老师：戴秀珠）

我缝的衣服
■ 新桥中心小学 五年（2）班 曾子乐

我们的校园（黑白木刻）
厦大附中 七年（2）班 林轩宇 （指导老师：郑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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