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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丁就是我儿时对父亲的最

深记忆，父亲的衣服上总有些突兀

的补丁，这让我一直认为他与其他

的爸爸不太一样。

课本上描写的父亲总是高大

威严，少有言辞，从未见过他们会

拿起针线，在昏黄的灯光下缝缝补

补。可我的父亲，他却总爱补一些

破了洞的衣物。他衣柜里的衣服

十有八九都是带补丁的，甚至连袜

子都有补丁。即使妈妈给他买了

新衣服，他也不舍得将那些带补丁

的衣服丢掉。

从我刚懂得爱美开始，便再也

看不惯父亲的补丁装，总觉得丢了

全家人的面子。每每看到父亲在

缝缝补补，我总会小声嘟囔：“那些

破了的旧衣服就丢了嘛，又不是买

不起新的穿。”每每此刻，父亲总是

很温柔地给我说：“你不知道爸爸

小时候生活有多苦……”又是这样

的长篇大论，我早已烦不胜烦。看

着自己身上那块老旧的补丁，再想

想同学们身上的各式潮牌，我心中

不免阵阵难过。

我的虚荣心随着时间的推移

越发变重，父亲的补丁让我感到越

发羞耻，我与父亲之间只剩下了无

休止的争吵和不理解……初中学

习生活的忙碌让我与父亲的沟通

越来越少，不知从什么时候，父亲

再面对我的时候，衣服上的补丁已

无迹可寻，脸上却多了一丝沧桑。

这天，晚自习下课，我拖着疲惫的

身躯回到家中，父亲一声不响地端

了盘水果放在我的书桌上。那个

时常会温柔地絮絮叨叨的父亲好

像一下子就变成了课本里描写的

模样。我极其烦躁地摆了摆手，让

他出去。父亲眼中的错愕一闪而

逝，就在他转身要离开的那一刻，

我的心一阵刺痛，想让父亲留下却

怎么也说不出口。

夜已深，当我走出房间准备收

拾东西时，却看见昏黄的灯光下，

父亲又一次拿起针线缝补我的书

包。他补得很慢很细致。我记不

清他补了多久，只记得炎炎夏夜，

他额头上早已浸满汗水，有几颗汗

珠滴在我的书包上，他赶忙抽了几

张纸，小心翼翼地擦拭我的书包。

觉察我出来了，他温柔地对我说：

“累了吧，快去休息。”我盯着他手

里的针线，一声不吭。“别怕，看不

出来的，你的书包带断了，我帮你

把它补好。”父亲又开始缝补起

来。他缝补着，就好像在补着我那

被虚荣蚕食的灵魂。

何其幸运，有这样一位爱我的

父亲。他如海一般宽容，抚平了我

内心的尖刺。他对我深沉的爱，告

诉了我世间本无美丑，潮牌好看，

补丁亦是。昏黄的灯光下，我走到

父亲的身边，望着他那微红的双

眼，我大声地说：“爸，其实你的补

丁很好看……”指导老师：何凤霞

补丁
北二外成都附中陶梦洁

秋风起，又是一年银杏叶落

时。年年都有的银杏叶，今年在我

的眼中却多了几分美感，多了几缕

思绪。

夜显得无比静谧，明月缓缓从

天边升起，挂在树梢，为万物铺上

一层银光。我走过小区旁的银杏

树，不由得抬起头。银杏叶在不知

不觉间已被染黄，挤挤挨挨地包裹

着粗壮的树干。秋风一起，几片银

杏叶被卷入空中，打着转乘风而

下。泥土之上，早已铺满层层叠叠

的银杏叶。

“唉！每每到秋天，银杏叶总

要落下。可它落下又有什么用呢，

又不能重新变得新绿再回到枝

头。”我低下头，心中可怜着这银杏

叶。“哈哈，走，我们快去玩银杏

叶。”忽的，几个小孩的笑声打断我

的思绪。他们手拉着手朝着银杏

树跑去，用稚嫩的小手，抓起一把

又一把的银杏叶，撒向空中。“银杏

叶落下难道是为了给天真的孩童

带去快乐？”我带着心中的疑惑，走

向撒满银杏叶的那片土地。

泥土带着草木的气息扑面而

来，一旁的孩子还在嬉戏。我望向

周围：几只虫儿静静地趴在银杏叶

下，享受着银杏为自己准备的被

子；一双小鸟在自己建的巢里，依

着巢中的银杏叶安心入睡。我轻

轻拨开泥土表层的银杏叶，下面的

叶子已经腐烂了，湿润的土壤露了

出来,充满生的希望。我恍然大

悟，为什么每年这里能长出这么多

植物，原来都是因为掉落的银杏叶

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

再望向漫天飞舞的银杏叶，它

们就如同天空中的星星一般闪

耀。我的脑海里闪出无数和它重

叠的影子，有老师，有军人，有医生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

更护花。”我深深地被银杏叶感动

了——银杏叶虽小，覆盖的土地却

肥沃，它用渺小的身躯滋养无数新

的生命。想到此，我不禁思考我

的生命又是谁在滋养呢？我小心

地拾起一片银杏叶，将它藏于手

中。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也能像

这银杏叶一样无私奉献，滋养新

的生命。

秋思
成都冠城实验学校六年级二班 王轶梧

回忆过去，我不以

为意的时光，往往是好

时光。

故乡的景色是清秀

的。泥路边有翠绿的小

草，无名的野花。小时

候在农村的我，无忧无

虑，整天游荡在村里。

有时抓抓蝈蝈，有时逛

逛田野。有一次在村里

大坝上看有线电视，看

着城市里灯火辉煌的繁

荣景象，不禁让我生出

一种羡慕之情，向往城

市里的热闹生活。天真

的我以为，在城市就不

愁生活：能玩遍所有好

玩的，吃遍所有好吃的，

看遍所有好看的。

我一直在这种幻想

中生活着。在农村时，

父亲忙于工作，我就每

天跟着母亲。有时和小

伙伴们在门前玩。我种

了一棵枇杷树。每天呵

护它，它好像承载着我

对城市的美好幻想，一

直生长着。

直到我到了读书的

年纪，父亲决定把我送

去城里。我天天幻想着

城市里的生活。想着看

电视，玩电子游戏，住在

高楼大厦里，美得我整

晚睡不着。终于如愿到

了城市，住进了楼里，有

了电视、冰箱、手机等我

曾经幻想的东西。

我除了每天在学校

上课外，课余时间也不

闲着。无论是什么新奇

的事物，都能让我好

奇。热闹的生活让我愉

悦，但有一种东西好像

渐渐淡去，无声无息，在

我成天玩耍的时候偷偷

地离去了。一种枯燥空

虚之感涌入我的体内，

充斥着我的全身，我感

到前所未有的慌张，试

图找到自我……

望着城市的灯火，我

总不如以前那般向往；望

着路边的小草，我却感到

了轻松。我寻求的自由

自在的生活，原来就在我

的故乡。我终于明白了，

好时光是充满情感的，

而不是物质的富裕。

指导老师：李玲

好时光
双流棠湖中学初2022级4班 孙寒

取下书架上那本尘

封已久的相册，周围被

温暖阳光照射着的慵懒

空气随之波动。轻轻拂

去封面上的灰尘，翻开

已经泛黄的第一页,回

忆将我吞没。右手翻动

的，是岁月的悠悠长河；

左手抚摸的，是回忆之

海的美好思念。当我于

回忆中奔流，夹在相册

中那片干瘪却金黄犹在

的银杏叶让我全身犹如

被电击一般。

从未见过如此壮观

的银杏雨。那是一个金

黄的世界，我走在被银

杏叶盖上了一层厚软地

毯的草地中。站在草坪

中央，周围满是银杏

树。高高低低的银杏树

形 成 了 一 个 金 黄 穹

顶。银杏叶金黄欲滴，

空气中泛着点点金光，

仿若星空中闪耀的星

辉，几片银杏叶随风落

下，亲吻着滋养它们的

泥土地。

“我爱你！”银杏叶

低语。“我爱你！”土地回

应。我在这片金黄的海

洋中，静静地躺下，听见

了远处此起彼伏的鸟鸣

声，听见了落叶与土地

的细小交谈声。草地独

有的清香混杂着富于生

命的气味，这种气味也

在我心头萦绕。我沉浸

在金黄的洪流中，一切

疑惑、伤感都已暂时消

失不见，有的只是霎时

的豁达、宁静。

记得几个月前这里

还是一片生机盎然的青

绿，银杏叶当时小而绿，

犹如再平常不过的小人

物，不引人注目，而游人

皆为绽开的鲜花驻足。

如今银杏叶却如此壮

丽，我所寻求的人生又

何尝不是这样呢？默默

无闻地生长，做最好的

自己，最终成就自己的

一番大事业，再倾尽全

力回报曾经养育过我的

父母、社会、国家。我想

成为一片银杏叶，一片

金黄色的银杏叶。

轻轻合上相册，将

那片金黄色的叶片放在

书桌上。这只是我人生

中的一个逗号，我还要

更加努力，为了点上最

美好的句号。路很长，

努力吧，为了我的金黄

人生。

指导老师：李玲

沐浴在一场黄金雨中
双流棠湖中学初2022级4班 孙唯杰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

即沧浪”。那个冬天，杜甫携家带

口辗转来到成都，在西郊浣花溪畔

觅得破草房作为栖身地。如今，一

拨又一拨游客慕名到访这一文化

宝藏地。这就是杜甫草堂，我去

了很多次，每次都觉得有看不完

的风景。

这个冬天，我们一家又去游览

杜甫草堂。由于是周末，在穿过薄

雾散落的暖阳下，来这里的人比以

往还要多。草堂内，既有诗人雕

塑、诗书作品，又有流水萦回、竹

树掩映，自然景观与历史文化深

深交融。

来到大雅堂，巨型雕塑群迎面

而来，有唐宋诗人李白、杜甫、苏

轼、孟浩然等，星光熠熠。我正想

向前仔细看看杜甫像，却冷不丁被

一个冲上来的小男孩挡在身后。

“这个爷爷好瘦啊，为什么大家都

来看他？”男孩脸上带着天真的笑

容问身边的一位老人。“他是伟大

的诗人杜甫，在这里住了4年多，

写了 200 多首诗，很了不起呢

……”老人看起来是小孩的爷爷，

他竖起大拇指耐心地回答。说完，

老人朝着雕像深深地鞠了一躬。

小孩见状，也有模有样地跟着鞠起

躬来。

走进诗史堂，看到目光深邃的

杜甫塑像，还有历代名人题写的楹

联、匾额，眼前似乎浮现出文人墨

客在这里凭吊杜甫、吟诗唱和的情

景。杜甫到这里住下来后，心情好

像也好了不少，把他看到的写成了

不少诗篇。“‘西蜀樱桃也自红’，就

是大诗人对成都樱桃的切身感

受。”不少游客边看边交流，“还有

《江畔独步寻花》，是杜甫春日独自

沿江畔散步，触景生情，一连写了

七首诗”。大家静静地感受诗意世

界，仿佛与伟大诗人们进行跨时空

对话。

过诗史堂向西，踏入梅园，感

受到的是文化艺术园林的魅力。

在连接杜甫草堂纪念建筑群与原

草堂寺的一条红墙夹道小径上，来

往游人多在这里摄影留念。

“进去看不？”在茅屋景区又

遇到了大雅堂那爷孙俩，对小男

孩的提问，老人只是说，“这座茅

屋是后来修的，才华横溢的大诗

人当年住的破茅屋还是靠别人资

助的。”是啊，这也就有了千古名

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传统川

西民居模样的茅屋，书房朝西，不

禁让人想起“窗含西岭千秋雪”。

但也有一些游客同我们一样，凝

望着那扇沉静而神秘的柴门，终

究没有进去。就像爸爸说的，不

用去打扰屋里的那个“杜甫”，就

在这田园景致中静静地感受大诗

人当年的心境，挺好。

走走看看，一路都是风景，而

大雅堂、诗史堂、茅草屋的一幕幕，

更给我带来新的触动，这也许是文

化传递的别样魅力吧。

指导老师：胡虎

别样风景
成都西川实验学校八年级7班黄卓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