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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观

绛云叠聚掩绵峦，
金轮氤氲湿薄烟。
恰似明眸垂睐我，
一泓秋水渐心田。

骤雨吟

翠叶飘摇逐梦浪，
白雾氤氲笼四方。
碎玉声声贯天地，
惊弦阵阵彻云洋。
荡涤热潮遗清爽，
濯洗尘寰开明窗。
最爱夏雨匆匆去，
不似秋愁绵绵长。

（指导教师：成玥）

赤鲨潜影 市实小古雷分校 一年（1）班 许晨阳 指导老师：陈香秀

我家小区里有个小花园，名叫“花香
四溢”。那儿的花品种繁多，颜色鲜艳，深
得大家的喜爱。

清晨时，早起的小鸟开始叽叽喳喳，
花园里的“勤娘子”牵牛花伸伸懒腰第一
个起床了，她穿着紫色和粉色的蓬蓬裙，
仔细看她的花芯居然是空的，像吹着一个
个小喇叭在跟大家说：“哒哒哒，起床了，
花伙伴们！”真是太神奇了！于是其他花
儿也起床了：凤仙花橘红的花色像跳动的
火焰摇曳着惹人喜爱；紫色的三角梅用三
个花瓣组成了一个完美的等边三角形，让
我百看不厌；还有绿油油的爬山虎在墙上
篱笆上你追我赶相互交错，看上去简直是
一场激烈的运动会！

当夜幕降临的时候，花儿们纷纷合上
花瓣甜甜地睡去，只剩下“小猫”夜来香独
自在花园中随风舞蹈。虽然只有清风为
她伴奏，但她并不觉得孤单，月光下淡黄
色的花朵就像一只只小灯笼随风摇摆，引
来萤火虫们一起围着她跳舞。再过了一
会儿，草丛里的蟋蟀们也参与进来了，小
花园又热闹起来了。

我爱美丽的花儿们，更爱这生机勃勃
的小花园！ （指导老师：陈蔚婷）

这个地方的名字很别致，叫作芗城。
“芗”是一种香气扑鼻的植物，也寓意着对
家乡的思念——这是沉甸甸的情怀。怀揣
这座不起眼的小城以为故土，游子们总会
忆起心灵深处散发着的那股幽香。

穿梭在承载了厚重历史的古城，暗红
色的墙如同抹上了一层朱砂。精美的木雕
被糊上了一层油纸，便成了一扇扇窗户，
窗上面刻着的大雁展翅凌空图，好似主人
正在追寻心中的那一片净土。掉了漆的木
头诉说着历史的沧桑，以独特的姿态坚守
着光阴中落寞的往事。

灰色的瓦片层层叠叠，红色的燕尾脊
高高翘起，神兽威严地凝视前方，破旧的
木门上还粘着僵硬了的胶水，这是常见的
景象。长长的走廊上，垂下来几朵紫色的
牵牛花，花瓣由白至紫，鹅黄色的花蕊如
同刚出浴的美人儿，新风香气，徐徐漾开。

当夜晚降临，屋檐下的红灯笼开始发
光，街巷深处腾起袅袅轻烟，如同云朵从
空中莅临人间。“芗城麻糍，越吃越香！”

“糖葫芦，麦芽糖现熬的喽！”卖炒鱿鱼的
叔叔脸上铺满笑容，卖卤面的婆婆扑打着
小扇子，驱散弥漫的雾气，穿着精美汉服的
小姑娘提着一个个锦鲤灯笼，在屋檐下蹦
蹦跳跳。羊肉串的香气如同脱缰的骏马般
在巷子里满溢开来。深棕色的肉块上散着
一点一点的胡椒粉，引得人肚子里的馋虫
肆意地鸣叫起来。几个年轻人在纸棚下吃
着热乎的三角粿，食材在Q弹的糯米皮中
跃动、碰撞着，绽放出别样的鲜香，混合着
清甜的茶水，夸赞声拉开了这场美食盛宴
的尾调。扎着丸子头的孩子拉着母亲买竹
编知了，“咯吱咯吱……”一曲欢歌毕了，知
了也在乐声里活灵活现起来。

这便是四季常青的芗城，当芒果树上
伸出如同婴儿肌肤般柔嫩的小芽，当桃花
绽开笑脸时，春的呼唤声声叩击着往来行
人的耳膜。当春日的暖阳微微照在九龙江
上，如同一条长长的百褶裙，闪耀着瑰丽的
华彩，“半江瑟瑟半江红”的诗句，随时光流
涌铺展开一幅炫目的画卷。夏日，蒲扇在梧
桐树下扇起阵阵热浪，细长的叶脉在阳光
的照耀下汇聚成一条金色的溪流，桃花在
叶片的托举下踮着脚舞蹈。象棋在石板上
落下，激起了稚童在溪边游泳的扑腾声。秋
日，银杏叶纷纷落下，落在毛绒帽上，化作
一朵朵小蝴蝶肆意地舞蹈。冬日，寒风如同
一把把冷冰冰的利剑在脸上划过，围巾遮
住了半边脸。薄如蝉翼的霜栖息在枝头。

此时，黄昏的云朵如同打翻的橙汁，
漾荡出炽烈的情怀，将芗城紧紧地包裹
着，红墙灰瓦继续书写历史的篇章，为芗
城的美好留下一道道古老的剪影。

（指导老师：冯如婷）

近来无事，儿时趣事便常常在脑海中浮
现。许是对家乡的深深怀念，又或是对故
土的炽热热爱，那些童年记忆愈发清晰，思
念也如潮水般愈发浓烈，我便毅然起程，踏
上归乡之路。

踏上故乡的土地，我径直奔向不远处那
片承载着我儿时大部分快乐的树林。一走进
树林，映入眼帘的是青葱的树、翠绿的竹。泥土
松软，夹杂着水分，阳光从繁茂的枝叶中零星地
洒落下来，放眼望去，满是生机与活力。树梢、
叶尖残留着几缕晶莹的朝露，折射出耀眼的光
芒，让树林显得更加清幽。

鼻间，扑面而来的是草木和泥土的芬
芳，它们在湿润的风中微微酝酿，愈发沁人

心脾。有时到了黄昏时分，家家户户便开
始张罗晚饭，炊烟袅袅，水汽氤氲，那股饭
香，便是最温暖的人间烟火。而坐落在树
林旁的几户人家，饭香常常飘散在林中，格
外诱人。

风过树梢，树叶哗哗作响，不时有树叶飘
落，还能听到细微的“吱吱”声。这在小时候
可是一大乐趣，看似无聊，实则趣味十足。在
树林的尽头，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见底，潺
潺地向下流去，声音清脆悦耳。把手放在水
中，丝丝凉意袭来，水从指缝间穿过，宛如时
间悄然流逝，抓不住也留不得。偶尔还能听
见几声鸟鸣，绵长、清脆有力，在林中回荡，一
声、两声……

林中的树高大挺拔，年轮一圈又一圈，
数也数不尽。树叶仿佛涂上了一层蜡，光
滑而厚实。树下的草连成一片，中间夹杂
着几株野花，柔软的花瓣簇拥着嫩黄的花
蕊，小巧玲珑，惹人怜爱，为这树林增添了
一抹亮色。

天色渐深，天边那如火烧般的云霞在空
中翻滚。小道上年久的灯一盏盏亮了起来，
昏黄的光，暖黄的光，我该踏上归程了。这次
故乡树林之行，让我重温了儿时的美好，也让
我更加眷恋这片生我养我的土地。我知道，
无论我走到哪里，这片树林，这份乡情，都会
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指导老师：谢桂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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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讲究”，地道的方言贯彻大街小
巷。毫无保留的水仙花香弥漫在湿润的空
气中，渗透每一个角落，无声传递最美好的
信息。对，“讲究”——“漳州”。

喧闹人间，品画中漳州城

喧嚣充斥着整个城市。中山公园前，一
个个摊贩排成一条小小的美食街。熙熙攘
攘的人海中，小贩用柴米油盐搅拌出凡尘
中的烟火幸福，一缕薄烟勾勒出这座都市
的痕迹。“驰而不息，慢而有恒。”是这座城
的标签。

十字路口等待着红绿灯的分分秒秒，
思绪间一声带着尾音的“鸡——仔——胎
——”唤醒了你，正宗的闽南语环绕在耳
间。这个小玩意儿估计也只有本地人敢吃，
毕竟从小吃到大不带一分怕！吃呢也不是乱
剥的：轻磕破鸡蛋圆面那头，撕开薄膜，再享
受一口咸香，蕴含着“生命原力，破壳新生”，
农耕文化留在心间。短短几秒倾入内心最深
的地方，是闲暇又是满满的乡情。连街头的
叫卖声也成了这座滨海城市的记忆。

再往里头走走，吸一口陈旧的气息。一
砖一瓦是历史的沉淀，一人一语仿佛听到
了闽南的前世今生——古城。木偶头雕刻
是这座古都的掌中花。一块不起眼的小木
头，最后却变成戏曲舞台上的人物面孔，在
舞台上演绎人生百态。不仅仅是道具，更是
一生的喜怒哀乐。“五形三骨”的技法，一个
月，十多道工序最终才绘成了一颗木偶头，
是戏曲艺术的载体，是民俗艺术的体现。一
项项非遗诉说着她的过去。繁华中的古老，
热爱这座城与时俱进却又不失千年古味。

万人狂欢，焰火里的信仰

抬起的不仅是神明，更是不灭的信仰。
愿可以化为那熊熊烈火，穿梭在人海中。明
朝洪武年间流传至今，不是战场，而是从烈
焰走出的百年民俗。青年们赤裸上身，头戴
斗笠。烟火与香火弥漫，灯火通明，锣鼓喧
天，一场红色的雨降临。神轿四人共抬，大
街小巷都是密密麻麻的人头。“砰砰”张扬
个性的锣鼓声划破静谧的夜。双手合十，向
天地祈福，庇佑来年风调雨顺、阖家安
康。——元宵节的高潮“抬神”。“啪啪”烟火

中无数的鞭炮炸着，炸得越猛，来年越旺。
置身其中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古老信仰
在新时代焕发光芒，闽南人永远的灵魂。那
缕缕红尘保护当地的闽南人民。

山道弯弯，望世遗土楼

清风徐徐，往事随风，愿可以，化为一
只飞鸟。风起，越过青山高远，穿过袅袅山
雾，我亲吻着斑驳的墙面，倾诉深沉的爱。
最原始的土创造了你，一墙为居，神之围
楼，心中的堡垒——土楼。你顺应自然，屹
立丛丛山野间。百年前你防御野兽侵扰，保
护怀中的族人。乡土铸就了你，一楼二楼不
留一扇门窗，只守大门，让盗匪知难而退。

“天人合一”的东方哲学理念与田园风光相
得益彰。而百年后的今天，你从定居深山到
惊艳世界，登上世界遗产。风里雨里，你我
一起听鸡鸣，望炊烟，听族人笑谈流年。家
乡的力量让我翱翔于天涯海角，回头望你
时是充满生活气息的家。

叶舞风吟，人在草木中

“茶道即人道，人道即天道”愿可以，化

为一片叶,品尽这人生。追溯历史一千六百
多年前，我的根便深深地扎在这片土地,闽
南养育了我，一层又一层叠起了我的家
——东南丘陵。春茶，夏暑茶，秋茶，冬茶，
一年四季我都能看见忙碌的人们。他们管
我叫“乌龙茶”。人们不声张，一片一片将我
摘下，萎凋、揉捻、发酵、熏焙，一道道工序
让我化为一包包茶叶。沏入水中，在余晖的
沐浴下，他们总会说：“好一杯茶！”躺在水
中，静静听那沉浮的人生。“品茶如品人
生，要平静待生活。”礼仪之道，邀人喝一杯
茶。他们将我待客，谈吐间唇齿流露着茶的
芳香。抿一口，是山河的倒影。人们将我摘
下，慢渡人生，宁静致远，与自然共生。

晓看万物，故乡的名字是漳州，慢慢亦
漫漫，漫漫亦灿灿，一人一景道出了家乡的
生活轨迹，背后藏匿着千百年的文化。田园
与都市的交响，文化与生活的交织，田中
城，茶中人。爱拼的精神洒向每一个小角
落。

爱这座城，是故乡，是心中不可泯灭的
故乡——漳州。

（指导老师：谢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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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环境对于孩子的成长，起着决定
性的作用。健康的童年可以滋育一生，而
不堪的童年需要一生来治愈。父母是孩子
的启蒙老师，家庭是孩子最好的学校。”读
罢《年少早识苏东坡》，我对这句话有了更
为深刻的理解，也从苏东坡母亲程夫人身
上，看到了教育的智慧和女性力量对家庭
及孩子的深远影响。

书中的程夫人出身名门，聪慧贤淑。
她嫁给苏洵后，在家庭经济紧张时，毅然用
嫁妆换钱开了一家丝绸铺子来承担家里开
销。不仅如此，她对苏洵劝学，精心操持家
庭，为孩子营造了良好的成长环境。在教
育上，她并非一味严苛，而是以自身见识和
期望潜移默化地影响子女。她希望丈夫苏
洵积极进取为孩子树立榜样，这份期望如
一盏明灯照亮苏家前路。在她影响下，苏

洵幡然醒悟走上科举之路，也为苏东坡兄
弟树立了奋发图强的榜样。

苏东坡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成长，汲
取着养分。他从母亲身上学到的不仅是诗
书礼仪，更是为人处世的豁达和坚韧。这
种家庭给予的力量，伴随他一生，使其在面
对仕途坎坷、人生风雨时，依然能保持乐观
与旷达。

这让我不禁联想到自己家庭中那些令
人动容的时刻。记得有一次，命运的暴风
雨毫无预兆般迅猛赶来，外公突然生病，原
本安宁的家瞬间像被搅乱的蜂巢，乱成了
一团。外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恰似
迷失方向的行人，完全慌了神。她不会骑
车，接送表妹上学便成了棘手难题，好似拦
在面前的陡峭山坡，难以攀登；去舅妈烧烤
摊送货，也仿佛一条难以跨越的湍急河流。

然而，在这一片忙乱之中，妈妈犹如一
位坚毅的战士，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她
悉心照料外公，那关切的眼神，犹如冬日里
的热水袋，给予外公温暖与安慰；送表妹上
学时，妈妈的身影好似一盏明亮的路灯，为
表妹照亮求知的道路；烧烤摊忙碌时，她又
像不知疲倦的老黄牛，赶忙跑去送货，风风
火火却又有条不紊地应对着一切。

她的这份坚韧和无私，让我深刻体会
到家庭中女性力量的强大。在她的影响
下，我懂得了在家庭遇到困难时，要勇于担
当，积极地去解决问题，而不是逃避。每当
我在生活中遇到难题想要退缩时，妈妈忙
碌的身影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激励着
我勇敢向前。

其实在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们也能
看出女性的力量。就比如说讲作业。我在

数学题的迷宫里迷失了方向，那一道道难
题像荆棘般拦住我的去路。有一道题，让
我困惑不已。无奈之下，我向妈妈求助。

妈妈温柔地笑了笑，像一位智慧的引
路人，开始为我讲解。可那些复杂的思
路，仿佛一团乱麻线，让我解也解不开。
但妈妈丝毫没有生气，她一次次耐心讲
解，好似在荒芜心田上精心播种，将知识
的种子撒下。她没有直接把答案像喂饭
一样塞给我，而是一步步引导我，如同在
黑暗中为我点亮一盏盏明灯，帮我找到解
题思路。

辅导作业并非易事，我们可能理解较
慢或反复出错，妈妈却能始终保持耐心，一
遍又一遍讲解，直至我们掌握。这需要极
强的耐心与坚韧毅力，展现出女性在教育
过程中持之以恒的力量。

年少应当早识苏东坡，不仅是识他的
诗词才华，更是识他背后家庭给予的力
量。家庭对一个人的塑造是无形却深刻
的，女性的力量往往如同定海神针，起着不
可或缺的关键作用。我们要珍惜这份爱与
力量，就像我感恩妈妈带来的影响一样。
无论顺境逆境，都带着这份力量勇敢前行，
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篇章。

（指导老师：戴春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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