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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校园·作文

� � � �散文是“集诸美于一身”的文学体裁，它的特点是形散神聚、意境
深邃、语言优美、种类丰富。 其中的叙事性散文以记人叙事为主，文章
所写来源于现实生活，洋溢着浓厚的抒情气氛，对人和事物的具体叙
述和描绘为其突出特色，同时表现作者的认识和感受。 今天刊发的就
是叙事性散文，作者在行文中的感悟令文章意境深远。

总有一些生命值得记忆
� � � �生命至上，不论是丑恶的还是
善意的，每个存在都值得我们去记
忆。

随手栽下一盆虞美人，花没开
多久就死了，我把种它的花盆拿来
种豆子，三天过去，没带来一丝安
慰的消息。N 天后，我旅行回来，却
惊奇地发现空荡荡的花盆已经郁
郁葱葱了，豆芽像小蛇一样缠绕在
一起，蔓延到了铁栏上。 又一个三
天过后，绿芽在阳光的映射下熠熠
生辉。

可一个星期后，它们蓬勃的生
命都奉献完了。想到这丛茂密的小
森林一下子全没了，不由得惋惜起
来， 不舍得把枯黄的根茎扔掉，于
是任它们留在盆里。

但是，一个月后，竟然又冒出
一棵小小的植物，嫩黄的芽儿崭露
头角。在一片灰黄中突然钻出一丝
绿色，着实让人兴奋。不过，它不是
豆芽。

是花， 是最早的虞美人留下
的，估计是先前花种混杂在绿豆之
中，与豆芽一起成长，汲取了它们
的养分，终于破土而出了。

这朵虞美人一直继续成长，直
到绽放生命的那天。

花是鲜红鲜红的，炽热的颜色

滋养人们疲惫的双眼，萼片与绿叶的
色觉反差，让这位美人更加妩媚动人
了。 它与它的“母亲”很像，都娇艳得
让人心疼，但“女儿”的叶子，却有豆
芽的感觉……

游离的昆虫经不住美人的搔首
弄姿，经常来光临。 慢慢的，我家的阳
台便成了昆虫们的乐园，蝴蝶与蜜蜂
在这儿开启了快乐的舞会。

因为小小的陶土花盆已容不下
它繁多的根，于是我不舍地把它带到
楼下花坛，小心翼翼地松了土，又一
次栽了进去，但愿它在这儿也能绚丽
夺目吧。

也不知过了多久，小区的人路过
花坛时常驻足于此，因为这儿已经有
了一片虞美人……

风吹过，把叶片打了个卷，鲜红
的花瓣被风儿带走， 它飘逸在路边，
散发出别样的生机。 被它们吸引的过
客很多，可谁会知道，赋予它们生命
的只是一株短命的小花，亦或是一堆
杂乱的豆芽呢？

每个生命都有存在的意义，那片
小花丛，那片枯黄的豆芽，虽然它们
都很渺小， 但是它们都认真地灿烂
过。

丽水市实验学校 801 班 张方豪
指导老师 陈肖倩

繁华落尽皆平淡
� � � �仲夏夜，月华如水，蝉声片片。心
事像一盏摇曳的灯火， 被轻轻触碰，
灯光就在婆娑里凌乱。

我写的字从小就是那鳖样，爸爸
不止一次地说过我的字：“你个女孩
子家家的，字写成这幅模样，怎能见
人？”但是我却从未放在心上。因为我
认为字体又不是什么重要的东西，写
那么好又能做什么? 可一次期中考
试，我的字却让我吃了大苦头。 白送
的书写分我却将其拒之门外，成绩也
从第一名掉到了第二十四名，我一时
无法忍受从高处跌落的孤独和冷清。
拗不过现实的打击，只好随着爸爸到
隔壁谭老先生家学字静心。

初次见到老先生时，就感到两道
严厉的视线向我射来,我连忙恭敬地
站好。

他家书房以黑白为底色，墙壁上
挂着几幅淡雅的字画， 都是楷书，而
正中间却挂了一幅恣意的狂草，显得
有些突兀。 先生几案上放的全是小
楷，疏逸俊朗，有如颜真卿一般整肃
如行军的字，端丽得好像静坐着的大
家闺秀。

因我是初学书法，便挑了一眼看
中的“簪花小楷”临摹。 整个学习期
间，时常看先生焚香、净手、研墨、端
坐、执笔、悬腕、铺毫、提按，大道无
形，生育天地，一个个字像一朵朵花
盛开在笔下。 然而我的笔下，总有不
安分地笔画勾连， 行不行楷不楷的，
常惹来先生的怒目而视。“娃子，楷书

就是一笔一画，你这线条虚浮，有气
无力，算得什么书法？ ”

“可这是小楷。 ”我辩解道。
“闭嘴，你这娃子，簪花不是绣

花，飘飘浮浮不是字。 就因为字小，
便不用运劲了吗?重来! ”

我将左手垫在右腕下继续斟酌
着临摹《名姬帖》。 簪花，我恐要负
了这烂漫的名了，我的笔下尽是败
叶残花。

年少的我，自是喜欢无拘无束
的生活，却要被束缚在这端丽的字
中，怎么受得了 ?只想婉言从“簪
花”中脱身，学一学墙上那浓得出
彩的狂草。

先生仿佛看出我的心思， 叹息
一声说道:“女娃! 那狂草是要放到京
剧里潇洒恣意的,那毕竟是戏! 人生
怎能浓缩成一场折子戏?不能的! 楷
书虽是精工慢琢， 却尽是人间三昧!
只有平平淡淡才能品出真意啊! ”

细细一想，先生说的是啊！ 我总
想独品高处不胜寒的孤寂， 追求极
致的绚烂与辉煌， 却从未想过如何
做一个平凡人。 我似乎突然成长了，
我不再抱怨生活的枯燥与单调，开
始用平淡的心境去应对复杂的人
生。

繁华落尽，一切绚烂归于平淡。
低头,又见《名姬帖》上的簪花小楷盛
开如花儿一样烂漫……

莲都区梅山中学 804 班 卢洪语
指导老师 曹长虹 乡 行

� � � �青砖石瓦依如旧，却怕故人似
客生。

轻雨， 如天仙般坠落人间，只
享那刹那芳华，便要深埋于黑土之
中。 即便如此，也不忘轻轻抚过古
宅青白相间的粗糙皮肤，给那镶嵌
着的绿苔献上最真情的一吻……

未携伞， 漫步在古镇灰巷中，
细雨打湿了头发，颇为清凉。 伸出
手，用指尖轻掠过砖墙，感慨这物
是人非，一切如梦，从此处开始，一
回眸，往事成烟，已成过客。

临近年关，在异乡漂泊的游子
都回到了这江南小镇，与久别的亲
人一起享受短暂的温馨。 走过家家
户户敞开的大门，听着主客们的欢
声笑语，仿佛被雷电击中了心中那
最柔软的情愫。 远在外地念书的堂
弟，因学业之沉重，还不能回乡；老
家翻新了旧屋，封闭了两屋之间的
走廊，也好像封闭了人们归家的念
想……

轻叹一声， 摇摇头继续前行，
便走入一处略宽的院子，左邻右舍
是打小就熟识的，纷纷邀我进屋做
客。 我一一婉拒了他们的邀请，若
非如此，怕是一时半会儿都脱不开
身———男主人会慈祥地询问你的
近况， 女主人会热情端来瓜果热

茶，就连小孩也会扯着你的衣襟要你
陪他玩……这一切，怎好拒绝呢？ 乡
下邻里之间的情愫，是从孩提时代便
开始的。

跨过门槛， 走入外婆家的小院。
外公仍旧在自己的工作间辛勤地编
织着手工竹具。那被削得细长光滑的
竹条，曾是我们儿时最好的玩具。 那
绿得发亮的竹条，在男孩子的欢呼声
中慢慢发芽，经过雨后的彩虹，慢慢
报以最真诚的问候。

而今，在我们这个小镇，愿意做
和买竹具的人已经不多了，但外公一
直在坚持。 我曾问他为什么，外公只
是宠溺地看着我说：“为了年轻时候
的梦想，也为了这不断的手艺传承”。
每个竹具都要花费数周时间，从选材
到成具，步骤虽不多，却贯穿了外公
的大半人生。现在，随着电商的发展，
外公再也不用在桥头和顾客讨价还
价了，只需交给固定的微商便可高枕
无忧了。

天色渐晚，雨早已停歇，月影将
至，我也踏上了归途。 傍晚的那一袭
余晖又一次笼罩着小巷。伴着余晖行
至小巷口，驻足回首，一切都如儿时
般美好……

缙云实验中学八（一）班 李沛迪
指导老师 江一燕

一同触摸雨后长虹
� � � �红墙白瓦的小院，我坐在墙边，
陪伴那一习清风， 拥抱那绵绵夏雨
……

我嚼着枣， 惬意地品尝着夏的
馈赠，时不时发出“咔咔”的声响，
然后， 将青枣的核儿小心地投入竹
篮。微微细雨轻轻湿润了土地，枣树
上， 成熟的青枣将枝条压得有些疲
惫。

奶奶说：“今天， 我们一起来打
枣吧。 ”我兴奋地跳起来，一骨碌跑
向架在枣树边的梯子，拿起一根杆，
将青枣一个接一个地打到地上。 不
知从哪来的念头， 我突然想在奶奶
的院子里再种一棵枣树。于是，我腾
地从梯子上跳下来， 激动地对奶奶
说：“奶奶，我要种树。 ”奶奶看着我
的兴奋劲，点点头，同意了。

于是我们一起挖坑、 施肥、填
土、 浇水……很快， 种子便开始成
长。我一日复一日地守在种子边，看
着它慢慢长出了小苗儿、 向阳生长
着，这样的日子安静而美好。

几个月后， 父母将我转到城里
读书，我不得不离开我的小苗、我的

家乡。 雨，在风的催促下肆意地拍打
着地面，我难受得想哭。

新学校很美、 新同学也很友好，
可学习的难度也逐渐加强，我感到莫
名的难受。 这时，奶奶的来电惊扰了
我本就稚嫩的心。 原来，小苗儿已经
成长为一棵小树，却和我一样经不起
风雨的折磨，断了枝。

我害怕，害怕小树会离开，更害
怕自己会永远抬不起头！

不知不觉，雨停了。 不知不觉，我
开始渐入佳境， 开始适应新环境，在
父母、老师的百般呵护下崛起，并悄
悄地名列前茅。 优秀的成绩在暴风雨
后出现，我开始奋斗、超越……

一天，敲门声传入房间，我匆匆
地打开门，奶奶送来了一个拥抱。 她
小心地端出一篮青枣：“孙女儿啊，小
树挺过来啦！ 咱还带了果子！ ”

猛地抬头看窗外，一抹彩虹立在
天边，闪着七彩的光。

老家的枣树，存放着我的记忆，陪
伴着我成长，伴我一同触摸雨后长虹！

莲都区处州中学 810 班 刘家盛
指导老师 郑丽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