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结尾处老
农人的话语意
味深长，既展
现了传统与现
代的碰撞，又
以“脚步声”的
意象暗示文化
传承的延续
性，余韵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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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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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作文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正月十五“偷青”这一独特民俗。文

章以时间为序，从传统习俗写到现代变迁，既有生动活泼的场景描

写，又有深刻的文化思考。作者善用比喻、拟人等修辞手法，如“林

间小鹿”“春风耳语”等意象，使文字充满诗意。文章深入挖掘了“偷

青”中蕴含的文化意义和情感价值，展现了传统与现代交融的深刻

主题。全文语言优美，情感真挚，既有童趣盎然的细节描写，又有发

人深省的文化思考，是一篇兼具文学性和思想性的优秀习作。

（指导教师：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何丹）

拟人手法
运用精妙，既
体现了传统习
俗的智慧，又
赋予文字以浪
漫色彩。

这句话是
全文的点睛之
笔，深刻揭示
了传统习俗的
文化内涵。

偷青偷青
◎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8年级2班 范芷琦

“袨服华妆着处逢，六街灯火闹儿童。”又是一年偷青时。

每逢正月十五，当夜幕深沉，万籁俱寂之时，青年男女们踏碎满地月华，如

林间小鹿般灵巧地跃过田埂，穿梭在圆月之下，目标明确地朝别家菜地奔去。

在朦胧月色下，欢声笑语打破了夜的宁静，手电筒的光柱在墨色里织就流动的

星网。

此刻的“偷青”早已不是简单的习俗，倒似月光与人间约好的秘密仪式，偷青者要

避开农户，偷到即有好运；农户需提防来客，发现了自己也有吉兆。这般玄妙的默

契，恰似春风与桃枝的耳语，在朦胧夜色里酿出醉人的年味。

我曾经参加过几回“偷青”。每年正月十五过后，过年就结束了，因此大家都

在正月十五夜里赏月、放烟火，抓紧时间享受年味。这也是“偷青”的最佳时机。

我们这些娃儿往往到半夜十一二点才去“偷青”。穿过芦苇丛，听着草划过衣裳

的响声，享受着紧张感，偶尔路边响起一阵脚步声，我们便默契地俯下身，待其远

去。到了菜地，借着月色分辨是哪种“青”，根据需要取材：葱，翠绿修长的身影在菜

地中格外惹眼，偷青者采下的那一刻，仿佛将“聪明伶俐”一意收入囊中。家中若有

学子，偷得一把葱，便是盼着孩子新一年里学业进步，思维敏捷；蒜，辛辣又不可或

缺。偷蒜之人，心中怀着对生活精打细算的期许。无论是柴米油盐的琐事，还是

投资理财的规划，都能条理清晰，事事顺心；白菜，洁白的叶片层层包裹，宛如一颗

纯净的心。偷走白菜，在新一年里做人清清白白，行事光明磊落；生菜，与“生财”

谐音，祈愿财运亨通，家中人丁兴旺；此外还有以萝卜菜头讨个“彩头”，以芹菜寓

意“勤快努力”，偷芫菜谓之“许愿能圆”等。“偷青”偷的不只是菜，更是人们对生

活的盼头。孩子们得手后拿着战利品快速逃跑，满面笑容。大家都知道种菜的不

易，所以不会真的白拿菜走，会在菜地里放几个红包来弥补农户的损失，大家都兴

尽而归。

近几年，乡间的路灯比月光更亮堂，年轻人在视频通话里嚷着“云偷青”。可

当正月十五的月亮爬上柳梢头，总有三五身影执着地打着手电——大学生把实

习工资塞进留在菜地里的红包，孩童也不忘在农家大棚留一袋新买的菜种。那

些扫码即得的塑封“吉祥葱”旁，不知何时多了几捆沾着露水的野芹菜，老农人笑

着指指菜地：“真当我不晓得？偷青人的脚步声，和二十年前一样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