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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多年没有去婆婆的故居看

看了，我的大半个童年是在那里

度过的。每逢寒假，我都在那个

老房子里烤着火，喝着鱼汤，有时

还能听雨打屋檐的声音。

院子后面有条石子路，石子

浅浅地铺在路上，既不硌脚又别

具风趣。石子路接着外面的街

道，街道上立着几杆路灯，晚间天

一黑，路灯便亮了，钨丝老化，灯

也昏黄昏黄的。

婆婆爱在饭后散步，拉着我

信步于街上。天很冷，行人寥寥

无几，街旁的河道，在月的映照

下泛着银白细绢的纹，冷冷秋水

与草丛间的蛐蛐合奏成一曲月

光，要是碰个大运，撞见了星星，

便最好了。

仰望夜空，月与星相互对望

着，闪闪竞耀，似以虚幻之速慢慢

坠落下来，星移近眼前，夜空越退

越远，夜色也越来越沉郁。一片

幽缀，静谧的氛围荡漾开来。我

总是乐于将这样清寒的气氛打

破。人既然活着，老追求那些雅

致宁静做什么，不如多点喧嚣。

那时的我这样想，却忽略了婆婆

的青春也曾这样在红尘中肆意过

一回。在我不成调的曲中，混着

石子的碰撞声，我这样问婆婆：

“为什么你们总是那么安静，就不

能闹腾一点吗？”婆婆愣了一会儿，

答：“因为经历了岁月的沉淀。”

婆婆身上被昏黄的街灯镶出

了个柔和的轮廓，脸上却因前方

的黑暗而模糊，我想起一句诗“蓦

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每次离开老家，婆婆一定要

亲自送我们，天已黑了，她腿脚不

方便，妈妈几次劝说仍以失败告

终，于是这个习惯她一直保留到

现在。我们在车上，她在街上，

背后是那几杆昏黄的路灯。挥

手道别，汽车发动，她挥动的手

和蹒跚的身影渐渐被昏黄吞

噬。街灯一盏一盏从我脸上闪

过，却并没有把我的脸照亮，这

时，一束光从远方投来，隐约照

亮了我的眼睛周围，我看见，里

面映出了那小石子路，那院，那

老房子，那老巷……

老巷
成都七中初中学校锦城校区2024届 鱼芯菱

“生盆火烈轰鸣竹，守岁筳

开听颂椒。”春去秋来，旧年逝

去，新年伊始，除夕夜仍伫立在

流年里，却再无人“阖门守初夜，

燎火到清晨”，再也没有“除夕挑

灯夜未央”。

回首记忆深处那个灯火通明

的除夕夜，仍是无法忘怀那晚漆

黑夜幕下，连绵起伏的远山间，恍

若满天流星坠落般星星点点的灯

火。暖黄的光晕四溢在寂静的山

村，家人围炉团坐，开怀畅聊至天

明。那相守的温馨，永远留在回

忆里。而今除夕，故地重游，长夜

依旧，却是无人相守。夜空仍旧

漆黑如墨，平畴远山连绵，草木在

晚风轻拂间摇曳，耳畔传来渺远

的虫鸣。一花一叶，一草一木，依

旧是记忆中的那般模样，似乎从未

改变。可惜世事无常，物是人非。

守岁，是“辞旧迎新”，告别逝

去的岁月，迎接人生又一段未知

的时光。在这“一夜连两岁，五更

分两年”的夜晚，我们回忆逝去一

年的付出与收获、得到与失去。

坐在守岁的时刻里，守住过去一

年愈来愈少的时光，亦是守住属

于自己的岁月和生命。于此，在

“挑灯夜未央”的守候中，完成岁

月的转换，以“辞”和“迎”表达对

自然与生命的敬畏。

只是今昔，在鳞次栉比的高

楼间，车流不息的城市中，我们再

不曾为那“零落成泥碾作尘”的落

花而驻足，亦不再为那“千朵万朵

压枝低”的繁花而停步。我们倘

佯于纷繁的时空里慌慌张张，只

为那碎银几两，渐渐忘却生活最

初的意义，与生命的本质背道而

驰。守岁终是渐行渐远，“除夕

挑灯夜未央”也留在了过去的记

忆中。

怀念“除夕挑灯夜未央”
成都西川实验学校八年级七班 陈美汐

世间万物皆有声音，只要我

们用心去听、用心去想，就会感知

到那些被忽略的天籁之音。这些

声音拥有魔法，能唤醒生命。

早晨，我走出家门，额头冰冰

凉。抬头一看，哇，下雨啦！细细

的春雨在灰蒙蒙的天空中互相追

逐，不仅像千丝万缕的牛毛，还像

一根根松针。听，“淅淅沥沥，淅

淅沥沥……”春雨仿佛是一位曼

妙的少女，温柔地唱着动听的歌

谣；又好像一位仙气飘飘的诗人

在娓娓吟唱春天的赞歌。小雨滴

垂在叶尖上，慢悠悠地荡秋千，发

出“沙沙沙”的声音，犹如十指在

纸上轻轻摩挲。等小雨滴荡够了

秋千，就一下子跳到花朵上。它

们在花朵上跳舞，“滴答，滴答”。

小雨滴舞也跳够了，最后滴入泥

土，它们对植物们说：“你们快快

成长吧！我来给予你们力量！”这

种声音，是生命对生命的呼唤——

小草变得生机勃勃，树叶绿得快

要滴出来，柳枝抽出小耳朵似的

嫩芽。

雨后，我享受了一场听觉盛

宴。“啾啾啾，啾啾啾”，双簧管鸟

儿乐队开始演奏！婉转的歌声刚

刚结束，就有“咕咕咕，咕咕咕”的

沉重之音立马跟上。咦？那不是

大提琴鸟儿演奏大师吗？随后

“嘀哩哩，嘀哩哩”的清脆之音也

应和着。啊哈，它们不就是那群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小号特级

大师吗？果然名不虚传！大树

上，一个声音响起，另一个声音立

马回应，它们织成了一张巨大无

比的音乐网，呼唤着这片天地里

的每一个生命。脚下潺潺的小

溪，昼夜不停地奔腾。水流撞击

石头，“嘭、嘭……”直响。它们铿

锵有力地打着节奏，不觉得累，反

而觉得很快乐！涧边的野花也沾

染了小溪的快乐，跟着它的节奏

开始摇曳。

大自然的每一滴雨水中、每

一片叶子里、每一朵小花上、每一

声鸟鸣中、每一股溪水里……都

藏着生命的呼唤。这些天籁之音

也唤醒了我的生命。

（指导老师王丹丹）

生命的呼唤
成都市金苹果龙南小学3年级3班 郑尧

幼年时，每当那一声声充满

“土味”的嗓音响起，我就知道那

一定是奶奶的声音。她的方言不

太好听，充满泥土气息，喉咙又有

点沙哑。如今只要我记忆翻涌，

冥冥之中听见这样的声音，我一

下子就会感觉到奶奶仿佛还陪在

我的身边。

从小奶奶视我如珍宝。我出

生以后，就是奶奶一直照顾我，她

成了我最亲的人。她一头白发，

牙齿从我记事起就只剩下几颗

了，吃东西时格外费劲。

奶奶总是对我露出慈爱的神

色。我学会说话后，每一次受伤

都是哭着喊着等她来。听着她叫

我的小名，我就扑向她。她总会

用尽所有的方法哄我。她会给我

吹吹伤口，然后上药。她的肺不

好，干不了重活，大家让她不要做

事，但她从来不听，一直忙个不

停。小时候我体弱多病。每次，

我因为吃太多东西而不舒服了，

奶奶都会用一种土方法——“提

背”，用手把我背脊的肉提起来，

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好。奶奶总会

慈祥地问我，痛吗？那时，我的心

里安定不少。

小学三年级我上托管班了，

晚上总能吃到奶奶送来的饭。当

时我还挑食，嫌她做饭没花样，现

在想起来真是不知感恩。如今，

失去奶奶了，才明白这平凡的点

滴是多么珍贵！

后来奶奶老了，经常生病，回

到老家休养。她偶尔会给我打电

话、视频聊天。时光飞逝，如今奶

奶已离开了，我仍然忘不了她的

样子和慈爱的声音。我也日渐明

白了她的付出，但是再也无法向她

表达了。这是我一直的痛。

如今，我常常从梦中惊醒，仿

佛听到奶奶正对我说话。这样

的时刻，我感觉她在我的生命中

长存。

奶奶
成都四十中学七年级三班 徐钰洋

我的好伙伴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五年级5班 孔禹凡

我爱春天，最爱那润物

细无声的雨。

春天的雨好像一幅油

墨画，富有诗情画意。天空

灰蒙蒙，雨丝丝缕缕地落。

春天的雷响亮、凶猛，好似

一头巨兽咆哮。雨落在池

塘中发出的声音，仿佛一位

伟大的钢琴家正在表演。

那清脆的雨声，如同一个

个美妙的音符，让人忘掉

所有烦恼。

马路旁盛开的七里香，

看上去像是冬天还未融化的

雪堆在树枝上。风一吹，花

飞舞，宛若雨中的一颗颗钻

石，又像是一座巨大的花的瀑

布。走近了看七里香，像极了

黄色夹心的白色奥利奥。

池塘边的垂柳像是一个

强壮的绿巨人，而池中的春

天也透明得像块玻璃，清澈

见底。水草长得像稻草一样

高，让人着迷。

春天的户外草坪到处都

是人，只是为了多看一眼美

丽的樱花、飘香的七里香、多

姿的紫荆花。

成都人果真是爱花到流

连忘返的程度，只要一听说

哪里的花开了，人们必定会

穿上漂亮的衣服，呼朋引伴

去欣赏花的美丽，这就是成

都人独有的闲适和悠闲。

经历了春雨的洗礼、七里

香的熏陶，我也遇见了春天。

遇见春天
成都市熊猫路小学五年级六班肖林熙

如果说“春江水暖鸭先

知”，那么迎春花就是“偏凌

早春发，应诮众芳迟”。

迎春花开了，它借着早

春的一丝阳光，悄悄地，梦一

般地吹响了春天的号角，金

灿灿地非常醒目，远远就能

望见它们料峭春寒里摇曳的

风姿。

迎春花开了，一丛丛一

簇簇，小喇叭状的黄花儿，在

路旁篱边，在湖边溪畔，在窗

前墙角，一条条细长柔曼重

重叠叠垂挂下来，看得人心

里暖洋洋、喜滋滋。

迎春花开了，娇嫩的花

朵散发出阵阵的清香。不需

要人们刻意的呵护，更无需

别人刻意的赞美，它就欣然

怒放，“星光闪烁晚风轻，点

点霓虹醉眼蒙。金色迎春花

万树，香飘一路送怡情”。

迎春花开了，挨挨挤挤

地，连成了一片金黄金黄的

被子。被子是给谁准备的？

哦，当然是为了迎接那可爱

的带着温暖和希望的春姑

娘。春姑娘带来了轻灵的春

雨，如丝如缕，似轻纱似薄

雾，轻轻地笼罩着迎春花，不

知不觉中，迎春的枝条上挂满

了一颗颗晶莹透亮的水珠。

迎春花开了，世界欣欣

然地醒了，春姑娘迈着轻快

的脚步，轻轻地来到了人

间。种子开始发芽，伸伸懒

腰，使劲地探出地面；光秃秃

的垂柳长出了细细的芽包，

饱胀得就像要破裂似的；樱

花、桃花、梨花、海棠……仿佛

听到了号令似的，争相竞放。

迎春花开了，在春风中

摇曳，神采奕奕，清香四溢，

仿佛在向全世界宣告：春天

来了！春天来了！

春天的那抹黄
成都市胜西小学 张梓昕

那天，我放学回到家，姥

爷送了我一支钢笔。

这支钢笔穿着一件银色

的礼服，系着银金色的腰带，

戴着一顶银色的帽子，像一

位“绅士”。它两头稍细，中

间粗，像一枚鱼雷，又像一支

雪茄。黑黑的握把，就像绅

士的领带，握起来很舒服。

它的笔尖是由铱金制成的，上

面还有精美的图案。当钢笔

口渴时，我将笔尖浸入墨水

中，轻轻一挤橡皮管，再放开，

墨水就被它喝进了肚子里。

这支钢笔写起来非常顺

滑，只要我轻轻在纸上一划，

就能留下清晰的墨水印。这

支钢笔给我带来了很大的帮

助，以前用铅笔写字时，没写

几排字就要削一削笔，而这支

钢笔可以写一周再吸墨水。

有一次去上写字课，我

带上了它。开始上课了，它

的笔尖在纸上欢快地跳跃，

写出刚劲有力的一笔，钢笔

写出的每一划都像在冰面上

舞蹈，没有一丝阻力感，写出

的字个个都像松树那样挺

拔。我兴奋地将作品交给老

师，老师目露赞许，夸奖说：

“写得真好！”随后他在纸上

写了个大大的“100+”，我心

里美滋滋的，扭头看着握在

手中的钢笔，心想，这100+

有一大半属于这位好伙伴的

功劳吧。

我非常喜爱这支钢笔。

每次写完字后，我都会小心

翼翼地盖上笔帽。每隔一周，

我还会用温水清洗笔尖。虽

然它有时口渴了会“罢工”，但

我还是越来越喜欢我的好伙

伴——这支钢笔。

（指导老师 秦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