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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得一知己，须对知己
而无惭；士既多读书，必求
读书而有用。

夏天的一个午后，我在家写作
业。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嗡嗡嗡”的响
声，抬头一看，发现是一只讨人厌的
蚊子，我使劲地往耳朵的方向拍了一
下，但是蚊子快速地躲开了。我心想
自己的巴掌拍得如此响亮，蚊子一定
吓破胆，不敢再来了。没想到，不一会
儿，蚊子又往我的脑门上叮，我抬手
用力地拍了一下脑门，可是它还是成
功躲开了。

我彻底愤怒了，下定决心要把这
只狡猾的蚊子抓到手。我竖起耳朵仔
细听蚊子发出的声音，辨别它所在的
位置，随后便疯狂地拍打双手。我一
会儿用手掌拍打手臂，一会儿又拍了
拍大腿和脸蛋……折腾了许久，还是
没能把这只蚊子打死，反倒把自己的
皮肤给打红了。

后来，妈妈帮我点了一盏捕蚊灯
放在书桌上。蚊子再次飞过来时，就
像是着了魔似的摔进了灯里。见到这
个情形，我终于松了一口气，心里感
叹道：“这真是‘一物降一物’，看来抓
蚊子有时还得依靠科技啊。”

——《捉蚊趣事》（洪伟航，南安市
石井镇仙景村景江小学六年级学生）

我的爸爸是力气非常大的“狮
子”。有一次，家里买了一台新的洗衣
机，我、奶奶和妈妈三个人一起都搬
不动，只好叫来爸爸。“这不是很轻松
吗？”爸爸走过来，两手用力一抬，立
刻就把洗衣机搬动了。而我的妈妈是
爱干净的“浣熊”，她喜欢身边的一切
都干净整洁，比如发现床上有一点灰
尘，她就要马上抖一抖被子，或是看
到地上有一片叶子，她也要立即拿扫
把来扫一扫。

我的奶奶则是勤劳的“水牛”，她
一天到晚都很忙碌，不仅要做家务，
也要去挖海蛎，有时还要下地种田，
或是接我们上下学，我觉得奶奶是家
里最勤劳且最忙碌的人。我们家就像
是一个充满乐趣和幸福的“动物园”，
里面还住着一只充满智慧的“猫头
鹰”爷爷、一只和蔼可亲的“长颈鹿”
叔叔和一只活泼好动的“猴子”弟弟。

——《我家是个动物园》（洪旖
妮，南安市石井镇仙景村景江小学五
年级学生）

我的老家在南安的一个小山村，那
里的房子有红砖筑成的墙和黑瓦铺成的
顶，是闽南大厝的一种传统配色。每到家
人团聚的日子，大厝厅堂中会摆一块小
方桌和几张小板凳，一家人围坐在一起，
喝茶吃饭，谈天说地，既舒适又惬意。

但是长大后的我一想到那个小山
村，脑海中就会浮现出一座座黑瓦房，感
觉呆板又无趣。多年前，村里不少瓦房都
被翻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幢幢钢筋水
泥结构的自建房，光彩夺目又别具一格。
但是只有我家仍旧是一如既往的黑瓦
房，我对此十分不解，直到有一天无意间
得知了这背后的故事，才豁然开朗。

记得有一次回老家，与爷爷聊天
时，听他讲起了自己在村里一座瓦窑厂
做工的旧事。见我听得入迷，爷爷那饱
经沧桑的脸上也难得流露出怀念的神
色。我内心的好奇“小人”被这段往事勾
了出来，之后便时常央求爷爷带我去他
曾工作的地方看看。

这天恰逢我放假在家，爷爷便带我
去看他工作过的瓦窑厂。在乡间小道上
步行不久，一座瓦窑便映入眼帘，它是由
一块块方石堆砌而成，呈半球型，远远望
去，就像是一个乌龟的背壳。爷爷指着瓦
窑跟我讲制瓦的工序，他告诉我说，每次
瓦坯风干定型后，还需要放进这个瓦窑
中，用适度的火候来烧制十多天。这也是
制作黑瓦片的最后一道工序。

接着往前走，路过一个黑瓦片搭成的
棚子时，我看到一头被蒙着眼睛的水牛，
正在不停地绕圈走，它的脚下是一片湿漉
漉的黄泥巴。这头水牛一直匀速有力地踩
着步子，一圈一圈地走着，似乎感觉不到
疲倦。一头雾水的我转头看向爷爷，希望
他能为我解答疑惑。“这头牛是在踩土。牛
被蒙住眼睛，就看不到自己的脚印，这样

踩出来的土才能均匀，做出来的瓦片才不
容易破碎。”爷爷笑着解释道。

继续往里走，一摞摞摆放得整整齐
齐、如同书页的瓦坯出现在我眼前。那
些瓦坯不仅颜色一样，形状大小也相
同，我想，它们应该是由一双双粗粝但
灵巧的手制作出来的。指着不远处的一
位老师傅，爷爷说他正在做的工序叫做

“印坯”。我走近一瞧，便看到老师傅先
是取出一块泥料，然后赤脚将泥料踩进
模具中，接着把定型的泥料放到桌上，
拿钢丝架轻轻一刮后，再用小木片反复
打磨泥料的表面，直至它们变得光滑平
整。“以前我在这里做工的时候，做得最
多的就是这一道工序。别看这个工序做
起来简单，其实是一件辛苦的活。每次
把泥料打磨光滑后，还要在上面铺一层
细沙，这样才不会让泥土料黏在一起。”
听着爷爷娓娓道来，我的眼前仿佛浮现
出他年轻时印坯的场景。

“家里屋顶上的黑瓦片就是这里做
出来的。我们这个村子以前也叫做‘瓦
窑口’，村里过去有好几座瓦窑，但是现
在就只剩下这一座了。”爷爷布满皱纹
的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失落。“还好我们
家的瓦房还在，舍不得拆啊。”爷爷忽地
又松了一口气，对我说，“查某孙，我们
回家吧。”我跟在爷爷的身后，看着他拖
着瘦弱的身躯，步履蹒跚地走着，心里
感到五味杂陈。

跟着爷爷回溯往昔，看着一块块泥
料经过踩土、印坯、烧制等繁复的工序最
终才变成一片片黑瓦，我忽然有了许愿
的冲动，我是多么的希望，爷爷珍惜的窑
火能够经久不熄，就如同刻在乡里人心
灵深处的文化印记一样，一直生生不息。

（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
学院2022级学生）

黑瓦寄深情黑瓦寄深情
□傅珊玮

又是一年初夏时节，父亲的茶壶里
面又开始泡上了铁观音，透过玻璃杯壁，
可以看到茶叶舒展着“身体”，在琥珀色
的茶汤里面浮浮沉沉，犹如小小的扁舟，
一下子就将我的思绪带回到了过去。

我的父亲爱喝茶，尤其在夏天，每次
去工地上班都要带上一大壶茶，放凉后再
痛快地大口喝掉。儿时的我总会好奇地看
着原本蜷缩成一团的茶叶，在开水的冲击
下慢慢地展开，犹如花朵绽放一般，还会
散发一股淡淡的兰花香，犹如变魔术一
般。我曾问父亲泡的是什么茶，他告诉我
说，这种茶叫做“铁观音”。我又问：“观音
菩萨不是神仙吗？怎么这种茶也叫观音
呢？”父亲笑着摸了摸我的头，随后讲起了
一个关于铁观音的民间传说。

相传在清朝乾隆年间，安溪县西坪镇
有一位名叫王士让的茶农，他在山上发现
了一棵长势良好的野茶树，便将它移植到
家中，精心培育。某一天晚上，他梦见一位
身穿白衣的女子对他说：“你能发现这棵
茶树，是你的福气，要好好珍惜。”王士让
醒来后，刚好看见妻子供奉的观音像，心
想梦里应该是观音给自己的指引，之后赶
紧出门去察看那棵茶树的状态，这才发现
它已经变得枝繁叶茂，还散发出阵阵幽
香。后来，王士让采摘了一些叶子制成茶，
并将这种茶叶命名为“铁观音”。随后他将
这些茶叶送给身边的亲朋好友，名为“铁
观音”的茶叶从此开始声名远播。

这个关于茶叶的传说，让小时候的
我深信不疑，有时还会偷偷对着茶叶许
愿，希望神仙也能听到我的愿望。年纪
大一些后，我查阅了更多有关茶叶的资
料，才了解到原来这种名为“铁观音”的
茶叶，是因为形状似观音面才得名。

从小到大，我尤为喜爱喝铁观音茶，
因为很喜欢它独特又馥郁的香气，钟爱
它入口后微苦回甘的味道。记得在我的

童年时期，一到天气炎热的夏日，母亲总
要泡一大杯铁观音来给我清热降火。闲
暇时，父亲会特别挑选一个精致的紫砂
壶来泡茶，然后再慢悠悠地饮茶、品茶。
夜里纳凉时，一把蒲扇，一壶铁观音，父
母时常带着我一起坐在院子里喝茶聊
天。若是因为晚上喝多了茶而睡不着，我
就会偷偷地跑到屋外，躺在门口的竹藤
摇椅上看月亮、数星星，听蝉鸣和蛙声，
那也是独属于我的一份夏日乐趣。

俗话说：“春茶苦，秋白露。”春天的
铁观音色泽翠绿、叶质柔软，喝的是滋
味。秋天的铁观音色泽墨绿、叶质厚实，
喝的是茶汤的香气。四季有不同的风
景，茶的味道和香气也会有所不同。时
隔多年在夏日里喝到熟悉的铁观音，我
还从中尝到了一些别样的滋味，那是一
抹叫做“光阴”的美好味道。

（作者系泉州工商旅游学校2021级
学生）

饮饮 茶茶
□吴雨欣

落日的余晖洒落在课桌上，窗
帘随着晚风摇曳，我闭上双眼想要
休息一下，忽然闻到一股熟悉的花
香，那是窗外槐树上花儿散发的味
道，这抹香气瞬间便勾起了我一段
甜蜜如糖的童年回忆。

似乎每一次闻到槐花香，我的
心里都会感到很温暖。每年的五月，
是槐树绽出一串串白花的时候，记
忆里，槐花的香气总能溢满老家的
庭院，蜂蝶在院中自由地飞舞，时而
有清风吹来，落花如雪般纷飞，让人
感觉犹如置身在仙境中。

儿时一到槐花盛开的季节，喜
欢别出心裁的奶奶就会将麻绳绑
在槐树枝上，再搭上一块木板制成
一个结实的秋千。我一坐到秋千
上，奶奶便轻轻一推，让我“飞”起
来。我快乐地扑腾着双脚，连带着
老槐树也跟着一起晃动，发出“咯
吱咯吱”的声响，随之抖落洁白的
花瓣与翠绿的细叶。我摇摇头，挥
挥手，试图把落在头上的花瓣和叶
子弄下来，奶奶这时会笑盈盈地提
醒说：“小心点，摔下来就得吃一嘴
的槐花啦。”我听了这话，笑得更大
声了，笑声就一直回荡在院子里。
等秋千停止摆动，我就会马上跳下
来，踩着掉落在地上的一簇簇槐
花，伴着阵阵花香，扑进奶奶怀中。

小时候的我总是喜欢紧紧地
搂着奶奶，一边感受她怀里的温

暖，一边看院子里的景色变化。午
后的院子里，阳光时常会透过槐树
的叶枝缝隙，在地上投下一个个明
亮的光斑，偶尔一阵微风吹来，还
会轻轻地拨动奶奶鬓边的银丝。

回忆里的槐花香，既温暖又美
味。在水汽氤氲中，我眼前又浮现出
了奶奶的身影，是她正在蒸槐花糕
的样子。每次奶奶蒸槐花糕，袅袅青
烟就会不停地从厨房里钻出来，每
次槐花糕一出锅，浓郁的香气就能
瞬间弥漫整个屋子。小时候的我一
见到槐花糕上桌，就会急不可耐地
将它整块塞入口中，这些软软糯糯
的槐花糕，吃起来甜香又可口。奶奶
经常一边看着我大口品尝，一边对
我说：“多吃些，不够我再去做。”奶
奶有时被我的吃相逗笑，眼睛会弯
成一条线，那笑容仿佛也带着一抹
花香，融入了我手中的槐花糕里。

时光如梭，长大后的我又一次
推开老家的大门，迎面的依然是奶
奶和蔼的笑容，她手中端着一盘槐
花糕，身后还立着那棵历经沧桑的
老槐树。只是与儿时不同，这时的奶
奶，脸上已经布满了皱纹，头上的白
发变更多了，她也不再有力气帮我
做秋千了。

又是一年初夏时，再次遇见槐
花，我不禁怀念起槐花糕的味道，
也想念起我亲爱的奶奶。

（作者系惠安一中初一年学生）

又闻槐花香又闻槐花香
□雷欣雅

大自然因色彩缤纷而美丽，生命因色
彩绚丽而多姿。如果成长有颜色，那么我
觉得自己的成长色，一定是温暖的橙色。

刚开启初中生活，面对陌生的环境和
全新的学科，我的心乱成了一团麻。我一
边想念着小学时的老师与同学，一边对新
老师和新同学充满了好奇。那时的我没有
什么朋友，下课后总是形单影只，更糟的
是，我时常觉得分数是父母心情的“晴雨
表”，一想到考试就感到畏惧，因为被这样
的负面情绪困扰，我甚至开始讨厌初中的
生活。

这样浑浑噩噩地“混”了一个多月。细
心的妈妈察觉到我的异样，一个周末的晚
上，她来到书房里与我谈心，听我诉说烦
恼，为了让我安心，她还特地打开了一盏
我熟悉的橙色小台灯。

记忆中，这盏橙色小台灯就时常陪伴
着我。十几年前的我还在襁褓中，妈妈总
在夜里抱着我，唱着好听的歌谣哄我睡
觉，而橙色小台灯的柔和灯光映在妈妈的
笑脸上，让整个屋子变得格外温馨。长大
一些后，妈妈在院子里安装了一盏橙色的
小灯，她有时会在灯下拉着我的手，教我
学走路。之后到了上学的年纪，我也仍然
喜欢在这盏橙色的小灯下玩耍。我上初
中后，平时放学比较晚才能到家，妈妈担
心我会害怕，就在巷子口也装了一盏橙色
的路灯。每当我在路口看那抹橙色的灯

光，就会觉得自己像一艘漂泊的船靠近了
港湾，心里顿时觉得踏实。

成长的路上，有时难免会身处在黑暗
中，但有了橙色灯光的陪伴，就会感觉特
别的温暖，我想只要自己能坚定地继续
向前走，带着橙色灯光予以的力量，就可
以突破困境，战胜困难。于是，我暗下决
心，鼓励自己积极勇敢地面对新的学习
挑战。如今，在晨读时，我与同学们一起
大声朗读。在课间时，我时常主动与人问
好，微笑面对大家。平时，只要遇到不懂
的问题，我就会向老师虚心求教。参加比
赛时，我总能团结协作，力争上游。

蜕变就在一瞬间，现在的我不再是过
去那个有点胆小、有点懦弱的我。看，学习
中，我见贤思齐，学而不厌，不断充实自
己。赛场上的我奋勇争先，努力做到“谁
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生活里，我力所能
及地帮助他人，努力让自己能成为“予人
玫瑰，手有余香”的人。

我相信，明天的自己，一定会比今天
的自己更出彩。世界上有无数种色彩，而
我独爱那抹橙色，不仅是因为它为我的成
长路上洒满阳光，让我的心里充满温暖与
力量，还因为这抹橙色中包含着浓浓的母
爱，有了它的陪伴，我的青春才能够绽放
出灿烂的花朵。

（作者系永春三中初一年学生）

我的成长色我的成长色
□林聪颖

院前的那片草地被雨水冲刷过后，变得生
机勃勃，架子上的丝瓜长出了藤蔓，缠绕着绳
索蜿蜒而上，不远处那棵山茶树也开花了，淡
淡的花香随着清风飘散在院子里。这个温馨
的小院里留下了我无数美好的记忆，在这些
回忆里还“住”着一个重要的人，那就是你，我
的姐姐。

上小学之前，我和你都住在老家。你大我
十几岁。每次幼儿园放学，我总是第一个冲出
教室的小朋友，因为想要快点见到你。一回到
家，总能看到你在小院里等待我的身影。你时
常微笑地看着我，那抹笑好似夏日的阳光，让
我感到温暖。你有时会蹲在我的面前，用纤细
的手帮我整理刘海，然后把我拥入怀中，轻声
细语地问我在幼儿园里学了什么新知识。你有
时会把精心准备的小礼物送给我，见我收到礼
物后手舞足蹈的样子，你的脸上会洋溢着灿烂
的笑容。那些夕阳西下的傍晚，我们总是互相
陪伴，小院里也一直充满着欢声笑语，让人感
觉幸福又美满。

记得每到周末，你会早早地来叫醒我。而
起床下楼的我，经常能收获一份你用心准备的
美味早餐。化身为大厨的你能熟练地烤制各式
形状的糕点，有的像小动物，有的如水果，有的
还是卡通人物的造型。每次我狼吞虎咽地吃着
早餐，你就站在一旁宠溺地看着，不时温柔地

提醒我说：“慢点吃，不要噎着了。”
吃完饭，我满意地一擦嘴，立刻就拉着你

去院子里玩耍。有次一阵风吹来拂过山茶树
的枝头，卷落了一些山茶花，你灵机一动，拿
来一张纸，将那些掉落的山茶花包裹起来做
成一把漂亮的花束，而收到这个花束的我更
是开心不已。

平时，你经常拉着我手去田野里寻花，穿
过稻田、菜地，在山中找到一朵朵盛开的花儿，
看它们争奇斗艳，随风摇曳。你有次还挑了一
些开得灿烂的“勿忘我”，把它们按颜色由浅到
深，串成一个个小花环，在阳光照耀下，这些花
环显得格外美丽。你将花环戴在我的头上和手
上，我愉快地拉着你的手，一起在山中奔跑着、
欢笑着。

后来，我回到市区上小学，你也因家庭原
因移居到了国外。从那以后，我们便鲜有机会
见面了。

如今再次来到老家的小院，山茶花依旧盛
开着，“勿忘我”也像从前那般漂亮，草地上还
有着未干的露珠，只是与你有关的甜点、花环、
礼物和那些银铃般的笑声，都不见了。虽然不
知道何时才能再相见，但我仍然满怀期待，盼
望着很快能与你相聚在小院里，一起嬉戏玩
耍，一起谈天说地。

（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附属小学六年级学生）

姐 姐
□李梓妍

为了让年迈的奶奶能更好地安
享晚年生活，爸爸妈妈将她从乡下接
来城里与我们同住。然而没过多久，
奶奶的身体就出现了一些问题，每天
不是头痛就是腰酸腿疼。心急如焚的
爸爸带着奶奶辗转了几家大医院，妈
妈也为奶奶买了各种营养品，但是奶
奶的“病情”却始终不见好转。

后来，有一位长辈跟爸爸道出
了“玄机”，他说也许是奶奶觉得自
己老了，不被子女需要了，心里郁郁
寡欢，时间一长，身体才会出现不适
感。这位长辈建议说，家里人不妨试
试平时找些事情让奶奶做，转移一
下她的注意力。

听了长辈的话，爸爸赶紧拉着
我和妈妈一起商量对策。不久后，爸
爸便找了一个由头，把奶奶送回了
乡下。返程前，我状若无意地说：“奶
奶，我好怀念你种的花生的味道，如
果能再吃到就好了。”奶奶闻言，眼
睛一亮，赶紧对我说：“这有什么难
的，奶奶今年多种一些花生，保准让

你吃个够。”我故作为难地说：“这样
会不会让您太辛苦了？”奶奶宠溺地
摸了摸我的头，说：“你放心吧，奶奶
这身子骨还硬朗着呢。”后来听爸爸
说，奶奶一回到老家就忙不迭地上
市场买花生种子去了。

不久之后，重新变得忙碌的奶
奶，身上那些不适感竟然真的渐渐
消失了。如今，我们时常变着法子向
奶奶“索取”各种瓜果、蔬菜，她的小
菜园规模也因此越变越大。奶奶每
天都很忙碌，但是她的心情也变得
越来越好了。爸爸在感叹之余，也对
我说：“爱其实是需要智慧的。真正
的孝顺，或许不只是要有物质上的
给予，有时候也需要让长辈们在精
神上得到满足。”而我从这件事中还
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孝顺父母，
应该要让他们感觉自己是被需要
的，因为对于父母来说，被孩子需
要，就是最大的幸福。

（作者系泉州市台商区龙腾学
校四年级学生）

被需要的幸福
□黄博凯

今天没作业

老师放学前在黑板上写了“今天
没有作业”几个大字，全班顿时欢呼
声一片。

老师回头微微一笑，说道：“这就
是我们今天的作文题目。”

嘉 奖

小花去小丽家玩，发现许久没
见，小丽居然学会弹钢琴了，而且她
的房间里还挂着一面锦旗，上面写着

“苦尽甘来”四个大字。
小花问小丽：“这面锦旗是在哪

个大赛上得的？”
小丽回答说：“这是楼上的叔叔

送给我的。他说我终于弹出了像样的
琴声，他很感动。”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奉寄
稿酬。）

（（CFPCFP 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