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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喜爱
的乐园，科普作家法布尔的乐
园是昆虫世界，著名作家梭罗
的乐园是瓦尔登湖，而我的乐
园是我家的小花园阳光屋。

小花园在屋顶，是一个面
积不大却四季如春的阳光屋。
它没有花市那么宽敞热闹，却
充满了快乐和幸福。

小花园是我和家人的美食
天地。春天的周末，睡个懒觉，
起床后透过窗户望去——哇！
一晚不见，花园里的郁金香和
桃花竟然一起绽放，煞是可
爱。我着急地和妈妈一起准备
了爱心早餐，到小花园里和家
人们一起大快朵颐。香香甜甜
的巧克力吐司、香浓可口的燕
麦牛奶、苦苦的黑咖啡、“春色
满园”的沙拉和水果拼盘，都是
我的最爱……小花园里的早
餐，和着缕缕阳光，伴着阵阵花

香，又甜蜜又有趣，让我感觉能
量无限。

小花园也是我的创意工
坊。秋天的午后，小区里的银
杏叶随风飘入花园，听一曲《秋
日私语》的钢琴曲，感受着秋天
的金色，看一本《繁星春水》，畅
游在书的海洋中，忍不住吟诗
一首：“童年啊！是梦中的真，
是真中的……”看着花园里的
美景，一首《卜算子·秋韵》信手
拈来：“黛山空朦远，银杏舞翩
跹。雁字声声诉别离，碧空生
悲怨。怨自曲中生，弹指一挥
间。秋去冬来又迎春，开怀乐
自安？……”写下这首小词，感
觉小花园阳光屋又成了我的文
学创作室了呢！

小花园还是我的“秘密基
地”。平时爸爸妈妈不允许在
家具上贴贴纸，我就在小花园
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动物、植物

和人物贴纸。当然，这里还有
不少我的涂鸦“作品”。

夏天的夜晚，妈妈会在小
花园的角落里给我放一顶小小
的帐篷，里面有一些海洋球。
繁星满天的夜晚，闻着清淡的
栀子花香，我在小花园里和星
星“对话”，感受“露营”的快
乐。这里还藏着我最珍爱的百
宝箱，里面装着许多积攒的“宝
贝”——有老师奖励的小礼物，有
妈妈扮成牙仙子写给我的祝福，也
有我自制的各种生活“小发
明”……很多虽然已经陈旧了，却
保留了许许多多童年的美好回忆。

小花园里的趣事数不胜
数，小花园里的记忆耐人寻
味。它是可爱的早餐厅，是有
趣的下午茶室，是我放飞梦想
的小空间，充满了我的童真与快
乐……这就是我的乐园，是收藏
童真和梦想的幸福小花园。

我的乐园——快乐阳光屋
成都金苹果公学四年级五班 代翯桐

楼下的喧嚣中，总有一声
叫卖格外独特。它酿出了北京
胡同里的欢笑，徘徊在胡同里
的三轮车上……故乡那一张张
可爱的脸庞，我永远也忘不了。

小时候的记忆里，北京胡
同里的各种叫卖声不绝于耳，
我最想听到的就是糖葫芦大伯
的叫卖声。糖葫芦那一个个大
山楂，红艳艳的，比过年挂的灯
笼还红。外面裹的一层糖浆，
晶莹透亮，老远都能闻着香味，
只要看一眼，连心都是甜的。

“卖糖葫芦啰！”是糖葫芦
大伯来啦，我连忙跑到爷爷跟
前问：“爷爷，可以给我5元吗？
我想吃糖葫芦。”爷爷厚实的手
捏捏我的脸，宠溺地说：“再吃
牙齿都要坏啰！”说罢，还是掏
出五元钱递给在一旁逗狗的哥
哥，“去，带妹妹买……”爷爷话
还没说完，哥哥已带着我，一溜
烟跑了。

等我俩气喘吁吁地找到糖

葫芦大伯时，他身边己经排起
一条长长的“尾巴”。哥哥努力
踮起脚，将钱递给大伯，换来了
一串美味的糖葫芦。我小心翼
翼地咬了一个，含在嘴里。哇，
好甜呀！甜得我的心也像吃了
蜜一样。

路旁卖布鞋的奶奶绣着
鞋，烤鸭店的客人络绎不绝，老
爷爷们悠闲地喝着茶，几个姑
娘聚在一起唠着闲嗑……北京
的天空是那么晴朗，阳光温和，
春风拂过每个人的脸庞，轻轻
牵起人们的嘴角，每个人都洋
溢着幸福感。这种感觉如蜜一
样，紧紧地包裹着每个人的心，
怎么也化不开。

完了，只剩一个了，怎么
办？我和哥哥大眼瞪小眼，石
头、剪刀、布！嘿，我赢啦！清
脆的笑声、悠扬的叫卖声、嘹亮
的曲儿声交织在一起，传遍整
个胡同，传进每个人的心里。

路上熟悉的叫卖声拉回了

我飘飞的思绪。“小妹，来根糖
萌芦吗？”眼前一位阿姨骑着三
轮车望着我。“多少钱？”“10
元！”捏着口袋里仅剩的5元，我
只得尴尬地转了个身。“没事，
阿姨送你一串，上学辛苦了
吧？”不等我拒绝，一串红艳艳
的糖葫芦就塞到了手中，上面
还残留着阿姨指间的温度。我
恍然大悟：“阿姨，你也是北京
人？”我的声音中有些许惊喜，

“是啊，我女儿在成都上大学，
不放心她，就跟过来了。几年
了，觉得成都和北京越来越像
了……”

熟悉的乡音，红艳的糖葫
芦，酝酿出北京胡同里的高谈
阔论；家长里短，描摹出北京胡
同里的三轮车。那斑驳的一砖
一瓦，融杂在一起，笼在我的心
头，模糊了眼眶。朋友，当你在
异乡奋力追梦、拼命奔波时，会
不会有一刻，特别想家呢？

（指导老师 王善金）

乡情
北京二外成都附属中学陶梦洁

4月的一天下午，爸爸
带着我们全家回到资中农
村老家，游览了屋后的庙
子坡。

出家门往右大约几百
米就到了山脚，沿着玉米地
旁曲曲折折的羊肠小道往
山上走，只见土坎路边开满
了各色野花，有白的、红的、
黄的，这儿一丛，那儿一
簇。长有三片叶子的半夏
总是与众不同，高高的花序
轴亭亭玉立，浅紫色的佛焰
苞裹得紧紧的，显出几分羞
涩。泉水从山坡上潺潺地
流下来，顺着路旁的水沟奔
向远方。

沿着Z字形的小路，我
们来到一片幽静的柏树
林。林下铺满经年的枯叶，
踩上去软绵绵的。树林边
长有许多像草莓一样小小
的红果子。爸爸说，这是蛇
莓，不能吃。

过了柏树林，是一片茂
密的灌木林，长满了灌木和
杂草。林中有很多桑葚，酸
甜酸甜的，味道不错。而灌
木林的右边是悬崖峭壁，几
乎无路可走。爸爸折了一
根小树枝拿在手里，这儿捅
捅，那儿拍拍。他说是在驱
赶蛇，为我们探路。我有些
害怕，姐姐牵着我，紧紧地
跟着爸爸，妈妈走在最后

……最终我们虚惊一场，并
没有发现蛇。

我们一路攀爬，好不容
易来到一块开阔地——这
就是山顶了。爸爸说，他小
时候来这里，曾看到过几尊
残缺的塑像，还有一棵巨大
的黄葛树。可以想象，很久
以前这里应该有一座庙宇，
当时也许是一派金碧辉煌、
香烟缭绕的景象。

站在山顶往远处望，美
丽的晚霞从天边漫过来，五
彩斑斓，绚丽夺目。远山重
重叠叠，连绵不断。半山腰
的一块块玉米地里，青青的
玉米苗一排排、一行行，整
整齐齐，郁郁葱葱。田里的
油菜已经收割了，村民们趁
着阳光充足晒着菜籽荚。
山脚下有盈盈的池塘和大
片的水田，晚霞映在水塘
里，闪烁着点点金光。成群
结队的麻鸭和大白鹅在池
塘里追逐嬉戏，无忧无虑的
白鹭在水田上滑翔翻飞
……没想到故乡的景色竟
如此美丽，让人难忘。

天色渐渐暗下来，山脚
的农舍升起了袅袅炊烟，劳
作了一天的村民在做晚饭
了。这时，我们听见幺爷爷
在山脚下大喊：“吃饭啰！”
于是我们赶紧抄近路飞快
地向山下跑去……

故乡的庙子坡
成都市实验小学四（1）班 邓雨时

梦想似乎是那点点星光，
装饰了无垠的夜空；又似乎是
一颗启明星，指引我们前行的
方向。

小时候，长辈经常问：“你
长大后想当什么？”我曾经怀着
一颗天真烂漫的心回答道：“想
当一名医生。”之后，父亲经常
充当我的“病人”来帮我圆梦，
这让我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
将这一梦想一直保持到了小学
六年级。

我在小升初的时候，当医
生的梦想逐渐消散，取而代之
的是更现实的目标：考上一个

好的初中和高中。少年有梦，
不应止于心动，更应付诸行
动。在我最忙碌的复习阶段，
那个梦想一直在鼓励着我、推
动着我、鞭策着我，让我有信心
面对书山题海，继续去追逐诗
和远方，也让我去战胜一切挫
折，去踏过荆棘和泥泞，去将我的
城邦建在一片希望的田野上。

随着不断长大，接触的人
越来越多，梦想也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杂。此时我也和众多同
龄人一样，不知前路漫漫该何
去何从，只能拿起手中的笔不
停地书写，可到最后还是在这

大千世界中迷失了自我。
一位朋友告诉我，他初中

时被众多学业压得透不过气，
却在不经意间瞥见放在墙角的
羽毛球拍，这才蓦然想起小时
候的羽毛球梦。于是，他重新
拿起羽毛球拍，一路披荆斩棘，
最终取得了全省冠军的成绩
——他的故事让我明白：只要
心中有爱，就可以不畏山海。

梦想究竟是什么？我觉得
它既像光，挥去了黑暗，迎来了
光明；又像是路灯，照亮了来
路，温暖了人心。

（指导老师 罗欢）

追逐梦的光点
雅安天立学校初二·二班 曾志宏

生命是弱小的，但不是
懦弱的……

市场中售卖的小鱼，虽
然价格便宜，但它也是有生
命的。看着一条条小鱼在
桶里游动，舞动着金色如绸
缎般的长尾，冲撞着对它们
而言坚不可摧的桶壁时，我
不禁怜悯起这些水中小精
灵来。望着它们身躯柔美
的线条，我仿佛进入一个
纯净的空间，与这些小精
灵的灵魂相遇在一起。我
意识到什么，心中的善念
提醒我，我要干一件事情
——放生。

我提起那个装有小生
灵的小桶，大步向前走去。
手中的桶是那么轻，却又那
么重。桶中那个小精灵不
知道发生了什么，惊慌失措
却仍然勇敢地左冲右突，希
望可以逃出那狭窄的空间
——生命是多么弱小，却又
是多么顽强啊！我的心被
震撼了。

来到一方水塘，塘边古
柳成群，有几分荫蔽、几许
幽静。这里的景物，只有
大观园里的沁芳亭可
以相比：塘面水

草丰茂，鱼在其中嬉戏，一
幅天然的水墨画跃然而出；
荷叶点缀其间，成了鱼儿们
的玩具；一只只水蜘蛛轻点
水面，轻轻跳跃着，似乎在
与鱼儿捉着迷藏，给这里增
加了几分生机与活力——这
里，就是小精灵的新家了。

我小心翼翼地捧起那
条鲜活的生命，感受到弱小
的它不屈不挠顽强地跳动
着。我轻轻把它放进池塘，
看着它远去的影子，心中默
默祝福：“再见了，小精灵！”

是的，生命是有尽头
的，但是生命里的那些执
着、那些绝不屈服的勇往直
前却永远不会消逝……

生命进行曲
成都实验小学五年级六班 余鸿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