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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初五午后，闲来无事。

妈妈提出想要找寻一些大学以

前的记忆。于是，在外婆的带领

下，我们走进了那间黑漆漆的后屋,

开始了翻箱倒柜的“寻宝之旅”。

我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布

满灰尘的红木箱。木箱表面的

红漆已经残存无几，像猫抓似的

划痕格外引人注目。妈妈告诉

我，那是外婆的陪嫁品，几十年

来，外公、外婆都习惯把视为重

要的物件存放在里面，还用一把

铁锁锁上。难道箱子里锁着宝

物？我顿时来了兴趣，妹妹也吵

嚷着要打开它。

外婆微笑着找来钥匙，小心

翼翼地将那个红木箱抱起放到

一旁的柜子上。木箱打开了，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些旧书。我

拿过一本，随手翻开，书里密密

麻麻记满了笔记。原来那是妈

妈上高中时读的书。我瞬间没

了兴致。外婆从我手中接过旧

书，轻轻翻阅,取出书中夹存的

几张破旧的、花花绿绿的纸币。

妈妈接过那些纸币异常兴奋，对

外婆说：“妈，这些宝物以后归我

保管了哦。”

“别急嘛，这里还有呢！”外

婆又从箱子一角翻出一些锈迹

斑斑的铜币。“哦，这些铜币里还

有清朝制造的！”妈妈对我和妹妹

说：“这古董可比你祖祖年龄都大

呢！”“那是，这些都是你外婆留给

我的，我保管几十年了，现在交给

你来保管。”外婆补充道。

“这些都是传家宝。”妈妈兴

奋地喋喋不休。

“这才是我们家的传家宝！”

外婆说。我们的目光随即被吸引

过去。外婆将手中捧着的相框递

给了妈妈。妈妈双手接过相框，神

情严肃。“这才是我们家的传家

宝。”外婆的话，妈妈也重复着。

妈妈告诉我，照片上的人是

她外祖父，也就是我的外曾祖

父。他一生勤俭节约、正直善

良，曾带领乡民修渠引水、开荒

造林，将侄子视若亲子养育，无

数次登门调解乡邻矛盾……在

当地有口皆碑。他的一生虽不

长，却给后辈留下了许多宝贵的

精神财富。

原来，思想传承、美德传承、

良好家风传承，才是我们最应找

寻的宝！

（指导老师 徐天芬）

家有传家宝
成都市第二十中学校七年级2班 李思嘉

晋宋易主之际，战火纷飞，

民不聊生。一位青年满腔热血，

渴望报国。但他做官后却发现

朝政腐败，不愿同流合污的他最

终弃官归隐。长夜漫漫，他渴望

在黑暗中找到希望的光亮，但黑

色的虚空已将一切吞没。这时，

一个念头出现在他的脑海，自己

为什么不创造一个人间乐园？于

是，《桃花源记》诞生了。在桃花

源里，没有战争徭役、剥削压迫，

也没有仙山楼阁、福地洞天，只有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只有黄发垂

髫、怡然自乐。陶渊明追随着自

己的内心，遇见了他的“桃花源”。

第一次阅读《桃花源记》时，

我产生了一个疑问：为什么只有

渔人会遇见桃花源？

翻开我国文化史，发现渔人

这个看似平凡的劳动者形象却

备受古代文人青睐，可以说是中

国古典文化中独特而意蕴丰富

的文化符号。早在先秦时期，渔

人这一意象便与隐逸文化相结

合成为独特的“渔隐”意象，如

“姜太公垂钓”。我国古代许多

著名诗人的诗歌中也有很多渔

人意象，如孟浩然在给朝廷重臣

张九龄的诗中说自己“坐观垂钓

者，空有羡鱼情”；白居易“穷巷

厌多雨，贫家愁早寒”时，渴望

“前溪一钓竿”；柳宗元通过“孤

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表达自

己与世俗相忤的清高气质。

这些渔人形象，都表达了人

与大自然之间超越语言的心灵相

知。陶渊明笔下的渔人第一次之

所以能进入桃花源，是因为作者把

他作为一种隐逸心态的代表。而

当渔人违背诺言，将桃花源告诉

世人时，便失去了这种心态，这也

意味着他再不能遇见桃花源。这

或许是陶渊明对自己的一种警

醒，坚守初心，不要为诱惑所动摇。

陶渊明追寻心中的理想与希

望，遇见了“桃花源”。如今，我们

仍然需要用“桃花源”支撑内心。

无论何时何地，身处何种境遇，永

远不放弃对希望和美好的追求，

就一定会“悠然见南山”，遇见属

于我们自己的“桃花源”。

渔人与“桃花源”
成都七中育才学校水井坊校区2021级7班 朱泓宇

微澜碧波已镀上绿的

青翠，醉柳拂堤已爬上青的

生机。

一泓春的涧泉，水纹新

绿微；一处暖的树木，早莺

阳处争。

圈圈涟漪已被海鸟轻

唤而起，片片树叶已因微风

轻拂而绿。

风过林梢，是光点的闪

烁与跳动；花遍原野，是生

命的绽放与力量。

迎春花在波岸倒映着

金黄的倩影，玉兰花在枝头

怒放着洁白的气息，是黛青

深灰的天飘一朵姓白的云，

是明黄金橘的光伴一地名

青的草。

风起，万里无云，只一

片天之明净；花开，无声无

息，只一首春之序曲。

天蓝，浓墨浅染，只一

次色的相遇；叶抽，芽嫩香

溢，只一场花的赏事。

空气中氤氲着，那熟悉

的芬芳，满庭芳香，自春而来。

空气中飘浮着，那蔚蓝

的清新，浸润晕染，凭天而流。

晨光里酝酿着，那柔和的

微曦，随光摇曳，千红艳花。

晨光里酝酿着，那浅蓝的

光调，朦胧静美，姹紫嫣红。

云浅风轻，傍花随柳，

是杨柳堆烟的繁花如梦；寻

芳春日，风生花绽，在云舒

云卷的春意阑珊。

共赴春日花事，赏似锦

繁花，感如水春意，听生命

低语，观嫣语花香，何乐而

不为？何乐而为之？

春日寻芳，风生花绽
成都七中万达学校七年级13班 滕睿瑶

自我记事起，成都的冬便

是无雪的，许多年来提到冬，

很少有人会将雪与之画等号。

但那年不同，雪罕见地

下了整日，或者说整日都在

下雪。自那一刻起，我便深

深迷恋上了“冬”。原来，成

都的冬也能有雪。

一到考试结束，我便总

会出去，置身于称得上是雨

雪的雪中，用双手去留住雪

花，但都是无用功，在掌心

里它只会融化得更快。我

便会找一处花坛坐下，静静

地看着它好似心有不甘一

般，一点点化为水渍。这时

我竟有了些许落寞和感伤，

但当又有新的一片雪花飘

落在掌心时，一切又好像没

有这么糟糕。

你可以在呆坐时，静下

来去细细地窥探此地的冬。

雪降下来的意义是什么？然

后又都到哪儿去了呢？

纵然冰雪消融后留下

的，仅有一段算得上美好的

回忆，但谁心里又没有下过这

样的一场雪呢？

冬雪
成都市金牛区协同外语学校高一二班 曾涛

我对故乡其实没有一

个准确的概念，对于“故乡”

我理解为家人所在之处，这

么说来，故乡既可以是成都、

射洪、西昌，也可以是阆中。

说起来，故乡也没有什

么很值得怀念的东西。但，

唯独树，是我最深刻的执

念。故乡的树，春暖花开，

夏热避暑，秋叶纷飞，冬枝

凋残，这是再平常不过的

了。可我自认为，我与树颇

有些缘分。

我第一次对树产生印

象是在九岁的时候，我和小

伙伴一起去爬山上的一棵古

槐。那时的我们无忧无虑，

过得很自在。我不记得怎么

爬上去的，只想起当时成功

后有种莫名的兴奋——我比

山头红瓦的寺庙还要高哩!

摸着树干，一阵粗糙的质感

传来，我觉得自己好像长大

了些，就像家人口中经常提

起的“成熟”。可惜后来那

个地方被夷为平地，不能再

去看看了。再后来，家中出

现了一些变故。当时，父亲

握着我的手郑重地对我说，

别怕儿子，爸爸永远是你坚

实的后盾。听着这话，感受

着爸爸的大手传来的温度，

我脑海中莫名浮现起大树

那粗糙的质感，不觉安下

心来。

等我长大了些，我喜欢

上了朝霞与黄昏、落日与晚

风，我第一次在脑海中记住

了“美”的画面。每当落日

余晖，漫天红霞，天空好似

天真小孩子的脸，沾染的红

霞令人顿生怜惜。一片落

叶轻轻飘到了我的头顶，我

抬头一望，枫叶在风中“唰

唰”作响。寒意涌上心头，

却又被不停摇曳的枫叶缓

缓拂去。一层层落叶堆积，

我随即平躺了下来，和柔软

的落叶小伙伴们一起，感受

大地的心跳。

从此我就爱上了树，爱

上了秋天的黄昏。我多想

回到故乡的树下，再看黄叶

飘落，观云卷云舒。

故乡的树
成都市金牛区协同外语学校高一二班 何其乐

“社牛”与“社恐”作为网络
热词在人们交谈中频繁出现。
在我看来，“社牛”“社恐”未必有
好坏之分，正值青春的你我只需
找到适合自己的社交生活方式，
活成你所期待的模样，因为青春
是独属于每个人不同的人生风
景：热闹或静谧。

若我愿青春热闹亮丽，那便
做一个“社牛”。

“社牛”即社交牛人，和谁都
能游刃有余地交流沟通。显而易

见，“社牛”会有很多朋友，如此便
可有如苏轼体验“千骑卷平冈”的
阔大场面，感受“亲射虎，看孙郎”
的豪情。如此，岂不快哉？

若我愿青春静谧淡雅，那便
做一个“社恐”。

“社恐”并非坏事。我愿安
静，偏居一隅，煮一杯茶，自品人
间百态。那么便像陶渊明般“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赏那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之
景。如此，岂不快哉？

其实，我认为这个社会上既
需要“社牛”也需要“社恐”。因
为“社牛”通常为性格活泼、幽默
风趣的人，世界需要他们来连
接，并在人们生活中增添一抹亮
色；而“社恐”通常为内敛、严谨的
人，世界需要他们创新科技，洗涤
人间，为生活增添一份淡雅。

总之，无论“社牛”还是“社
恐”，行你所行，愿你所愿，活成
自己希望的样子，因为我们本就
年少，让青春无悔，让自己绽放！

“社牛”“社恐”不同的人生风景
成都树德中学高2022级4班 李祺乐

二十年后的我，是一位家喻

户晓的农业科学家。

那时候我会培育很多奇特

的种子，比如我用胡萝卜和蓝莓

杂交，得到名为“目刚”的产物，

它是一剂草药，把它放进锅里用

清水熬煮一到两个小时，然后送

给近视的人服用，他们就会取下

眼镜看到这个清晰美丽的世

界。我还用苹果和香蕉杂交，得

到“骨合”，只要骨折的小朋友吃

了它，骨头就会好起来，而且永

远都不会骨折了；还有“极运”，

把它放进粥里，粥会变得香甜可

口，喝到它的人会有很强的幸福

感，同时还能预防疾病；我还想

发明一种植物，用棉花和小草杂

交得到一个叫“暖棉”的植物，它

可以加工成被子，运到东北去，

让那里的人不惧严寒。

但是，妈妈告诉我九层之台

起于累土，我现在还是一名小学

生，如果我想成为一名农业科学

家，不能只是把梦想画成大饼，应

该在学习之余，挽起裤腿去田间

地里走一走，欣赏春天的生机勃

勃、夏天的青山绿水、秋天的丰硕

果实、冬天里傲然挺立的竹子。

老师也教育我，一个有坚定

信仰的孩子一定是立志如山，行如

流水。奋斗是成就梦想的敲门砖。

我也知道，小小少年是祖国

的未来，我们国家正坚定不移地

走在民族复兴的伟大道路上，祖国

给我们的爱护，是让我们这一代人

眼里有光，心有大爱，满怀希望，拥

抱梦想。

二十年后，我一定会成为一

名农业科学家，用奇特的植物造

福世界，“共和国勋章”获得者、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爷爷最初

的梦想是“禾下乘凉”，为了一株

水稻，他奉献了一生。而我的梦

想才刚刚开始，抬头望向教室外

面，尽是暖阳春草。

二十年后的我
泸州市天立小学二年级一班罗子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