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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乌云的阳光更绚丽
成都外国语学校初中部陈馨雯

武侯祠怀古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成都附中八年级六班 陶梦洁

开在心田上的花
成都教科院附属学校（东区）六年级一班 祁子为

丝瓜花“变”美食
成都锦西小学四（三）班 楼陈恩

奋楫争先 成都新颜
成都树德中学高（一）9班 詹铭明

相见，离别
成都七中育才汇源校区七年级14班 王睦子

乌云很厚，厚到连光也只能

为它镀上金边。可即便如此，那

束光也要穿过乌云，因为它承载

着少年的轻狂与理想。

世界哪有那么多的黑暗救

赎，能照到自己的光只能是自己。

时光倒转，回想当年，那时

我懒散至极，上课摸鱼低头不回

答问题，下课跑得比兔子还快。

不知是遇上了学业的瓶颈，还是

真心不想学了.老师找我谈话，

翻看成绩单，很意外的一幕——

漫不经心的表情僵住了，不知是

对之前自己的愧疚感，还是对成

绩的难以置信。一张大网瞬间

罩住了心口，越收越紧，好像厚

厚的乌云重重压在胸口，令我无

法呼吸。或许是内心深处自尊

使然，迫使着我努力吸收书本上

的知识，努力想找回当初读书享

受的状态。那束光仿佛照在了

我身上，只是威力渺小。

回家路上，我细细回想，从未

想过我会变成今天的模样。那天

的云很低，压在我的头顶，怎么也

甩不掉。到家后，桌前的灯影折

射出我的脸庞。我捏着笔的手不

停地颤抖，写下与之前潦草字迹

相反的规整字。渐渐的，恍惚间，

那熟悉的感觉好似又回来了。窗

外，在我的身后，那朵乌云的边上

悄悄镀上了金边。

从此，我不再和同学疯闹。内

心在渐渐苏醒，乌云变得越来越透

亮。而我，也找回了当初的感觉。

终于，验证的时间来了。这

或许是我最紧张的一次，迫切想

证明自己的努力没有白费。一

抹耀眼灼热的光穿过乌云刺得

我睁不开眼。久违的感觉，有许

多不适应。抬眼间，乌云已被破

开了裂缝，那束光，直射而下，照

在了我身上。我裹着金色的阳

光，在操场上肆意地奔跑，一切

都变得更美好。这是成功的味

道，绚丽的阳光暖着我，不再躲

在乌云身后压着我。

经历风雨的彩虹更鲜亮，穿

过乌云的阳光更绚丽。而我，既

是乌云，更是那束穿透乌云的阳

光！ 指导老师：王禧平

日月其迈，岁律更新，大风

泱泱，大潮滂滂。我的家乡成

都，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展，“拔节

孕穗”，拥抱世界、拥抱明天。

首先最直观的感受，是人口

的增长。在我上学途中，车流辆

增加肉眼可见，地铁站里人潮汹

涌，上下班人群步履匆匆、春熙

路上人流如织。

人口的增加，给我的家乡带

来了什么？是拥挤，也是朝气；有

挑战，也有更多的机遇。曹操谈

及据守之道时曾说:“吾任天下之

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

诚哉斯言。济济人才、不断

思变，才是引领发展的制胜法宝。

从古至今，成都一直是时代

的弄潮儿，“一年成聚，二年成邑，

三年成都”；盛唐繁华，扬一益二；

交子替铜钱，经贸促发展。况且，

成都人才辈出，前有司马相如、扬

雄、杨慎、李白、杜甫，后有巴金、

郭沫若、李劼人等大家，开一代文

风，如今，成都更是制定了人才引

进的若干举措，世界500强企业

云集，奠定了“奋楫争先”的基础。

如果说，人口的增长是成都

向上生长的引擎，那么机场、高

铁站等各类交通枢纽的修建，则

是这个引擎的助推器。2023年7

月1日，成都首次开行往返香港

的直达高铁，单程运行只需10小

时。川青铁路也启动联调联试，

将填补川西北地区没有铁路的

空白，为海拔3000米以上的高原

地区又添一条天路，“成达万“高

铁多点开工，隧道掘进工程稳步

推进……

我的家乡成都，还着力于市

民身体素质提升，大力推进体育

公园和运动场馆的建设与完善，

掀起全民健身的热潮。

看到成都日新月异的可喜变

化，我坚信，只要我们积力而举、集

智而为，则无有不胜、无有不成。

百舸争流，奋楫者先；中流击水，勇

进者胜。而我的家乡成都，正是那

个锐意进取的奋楫争先者。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

外柏森森。”“三顾频烦天下计，

两朝开济老臣心。”怀着敬仰之

情，我踏入了武侯祠。

冬日的武侯祠更显严肃庄

重。从北门入，三尊高大威猛

的雕像静静矗立。正如当年的

桃园，关公手提青龙偃月刀，与

张飞站于刘备两侧，三人的情

谊让人称赞，关、张二人的忠心

更让人感动。“堂堂庙貌人瞻

仰，忠勇惟君更有谁？”穿过文

臣武将廊，走过昭烈庙，我直奔

静远堂。

“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

无以致远。”《诫子书》回响在我

的耳畔。我快步急走着，终于看

到了正襟危坐的诸葛亮。面如

冠玉，头戴纶巾，身披鹤氅，诸葛

先生目光坚定，他运筹帷幄的神

情中透露出国泰民安的决心与

信念。剑眉星目，左手轻抚长

髯，右手执一羽扇，飘飘然有神

仙之概。幼时只知道诸葛亮善

谋，为天下智囊，今天到了静远

堂，诵读《出师表》之后，我好像

明白了他的忠心，白帝托孤，六

出祁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诸葛先生用一生践行了忠诚，谱

写了誉满天下、名垂青史的君臣

之义。

刘关张三人的侠义，诸葛

孔明的忠义，何止三国，从古至

今，忠志之士何止千千万万。

诸葛亮用一生诠释了自我的信

义。我们当思铭记的不应只是

善于谋计的智囊，更应有如其

一生的坚持，方成一个“大写的

人”。 指导老师：王善金

在我的心里，一直绽放

着一种美丽的花，它就是能

在沙漠环境中生长的仙人

掌花。我只看了那么一眼，

它小而美的花瓣便在我心

田上绽放。

仙人掌花小巧又美丽，

红红的、嫩嫩的，有一点儿

清香，依附在仙人掌上。在

极度恶劣的环境里，仙人掌

花随时都可能被沙尘暴击

打、侵袭、摧毁。我从纪录

片里得知，沙漠基本不下

雨，含水量少得可怜，仙人

掌花随时都会因为养分不

足而枯萎。在如此恶劣的

环境下，仙人掌花显得那么

娇嫩、却开得那么美丽，着

实让我大吃一惊。这就是

外柔内刚的极致体现，需要

多么坚强的毅力、多么伟大

的勇气，才能在这样的环境

下开花呀！

腊梅香自苦寒来，仙人

掌花的美丽是战胜恶劣环

境的见证。我们的生活环

境，可比仙人掌花好多了，

是不是理应更加有勇气战

胜困难和挑战呢？

有一次，外婆带我去动

物园玩。去的路上，我蹦蹦

跳跳，突然头顶飞来一只马

蜂，它恶狠狠地扑来，我下

意识逃跑，但马蜂以迅雷不

及掩耳之势在我额头上蜇了

一个大包，我捂着额头痛苦

地叫起来。见马蜂蜇完就想

走，我气不打一处来，但害怕

它又蜇我，不敢向前。此时，

仙人掌花小巧美丽的样子绽

放在眼前。一朵花都可以鼓

起勇气面对困难，我为什么

不行？我鼓起勇气，一个箭

步抓住了马蜂，捏扁了它。

仙人掌花教会了我如何面对

困难。从那以后，我便觉得

没有迈不过去的坎，没有克

服不了的艰难，也终于领略

到了“长风破浪会有时、直

挂云帆济沧海”的心境。随

着我的长大，仙人掌花也在

我心中越开越美。

清晨6点，我早早地起

来，边散步边去摘路边的丝

瓜花，准备跟奶奶一起用丝

瓜花做一道美食。

快中午时，我和奶奶一

起处理丝瓜花。我拿起了一

朵长得像五角星的花，按奶

奶教的方法做，先把花蕊取

下，再取下花蒂上的绿色部

分，这可费了我不少功夫，因

为这东西一弄则散，让人心

烦……最后，我终于处理完

了所有的花。

处理好的丝瓜花再用面

糊“洗个澡”，就可以下锅

了。奶奶调了一碗稀面糊，

我把丝瓜花放进去，让它浸

在面糊里。那朵金黄的丝瓜

花瞬间就变成了白色。奶奶

用很小的铁勺舀起一朵丝瓜

花，放入了滚烫的油锅里。

锅里的油发出“刺啦”一声，

不断地冒泡。那朵白色的花

奇迹般地变成了黄色。奶奶

说：“火要小点，不然过会儿

要煎糊。”过了一会儿，它通

身变成了金黄色，一股菜香

味扑鼻而来。

我连忙夹了一块往嘴里

送。“好烫，好烫！”但它的味道

吸引我再试一下。我先用门

牙试试，再用舌头去舔一下，

确认没那么烫后，才大快朵颐

起来。这可真是“心急吃不了

热豆腐”啊！原来用花也可以

做成美食，还能如此美味！

“我叫王睦子，今年四

岁，以后咱俩就是好朋友

了。”一双稚嫩的手向一个小

孩伸去。“好呀！”那个小孩回

答道。从此以后，“咱俩”时

常挂在两个小孩的嘴边。

那时，我们还是很小很

小的孩子，天真，不懂事，向

来都是自来熟，一周后就已

经称兄道弟了。

那两个身影，总是往小

卖部跑。去时，一只手拉着

对方，一只手攥着封存已久

的一元钞票，脚像踩了风火

轮一样，迈着最大的步子，跑

到小卖部。每次在喧闹的小

卖部里，都会有两个孩子的

欢声笑语。

回来时，一会儿向东，一

会儿向西，四只小手争抢着

食物。每个人都爆发出惊人

的力量，大声叫嚷，最后将哭

脸带回家里。每次回家，两

个小孩儿都将自己受到的委

屈告诉父母，不厌其烦。打

打闹闹，这就是友情吧。

在夕阳的照耀下，两个

影子再次走向小卖部，那是

他们最后一次光顾这个地

方，手里依然是一元钞票。

老板将钱收下。两只拉在一

起的手垂下，随后离开，路上

没有推攘，只有推让，两人都

想谦让对方。

“你，给我记住了：我叫

王睦子，以后我们还是朋

友。”“好……”两个身影一动

不动，除了抽泣，还是抽泣。

世界上的万事万物，我们可

以通过它们留下的痕迹，找到属

于它们独一无二的故事。

山西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鸟尊，我只看了它一眼，便

被它深深打动了。它是一个青

铜做的酒器，身上布满了蛇形

纹，鸟背上有一个盖子，盖子上

有一只小鸟，正仰望大鸟。盖子

可以打开，里面可以盛酒。鸟尊

外形独特，鸟头可以180度旋转，

脖子伸得长长的。翅尾卷起，翅

膀收于身旁，尾巴是象鼻子形

状，往内卷着。两条粗壮的腿直

直地站着，脚爪牢牢抓住地面，

雄纠纠，气昂昂。它静静站在展

示柜里，虽然有口不能言，但我

却读懂了它的故事。

听导游讲解，鸟尊出土时是

一堆碎片，被送到北京去修复，因

缺失碎片，不能判断象鼻子是外

翻还是内卷。通过其他文物上的

样式，专家们一致认定是内卷。

鸟尊出土于山西的晋侯燮

父之墓，它见证了三千多年前的

沧桑历史。西周初年，唐国叛乱

被平，周成王封弟弟叔虞为唐国

侯。叔虞死后,他的儿子燮父继

位。因当时崇拜凤鸟，所以借凤

鸟之形打造鸟尊，内刻铭文，记

录了燮父到第九代晋文侯之间

的顺序，填补了晋国早期编年史

的空白，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鸟尊，它不只是一件礼器，

更是文化的传承，表现了匠心的

技艺，古人独特的审美。

古人用智慧与血汗创造出

这些青铜器物，这是我们最宝贵

的文化瑰宝。 指导老师：王丹丹

鸟尊的故事
成都金苹果龙南小学四年级三班 郑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