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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必择而读；人必择而
交；言必择而听；路必择而
蹈。

（（CFPCFP 图图））

没 睡
晚上睡觉前，小新对妈妈说：“我想吃个苹果

再睡。”妈妈摸了摸他的头，说道：“太晚了，苹果已经
睡觉了，明天早上再吃吧。”小新赶紧说：“妈妈，小的

苹果也许睡了，但大的苹果肯定和大人一样还没睡，我就
吃个大苹果吧。”

扣 分
考试后，小李问小王：“你这次考试怎么样？”小王说：

“我交了白卷，一题都没写。”小李惊讶地问：“那你为什么
不随便写点什么？”小王回答：“因为我怕写错了会扣分。”

发 型
顾客：“请问你剪的这是什么发型？”
理发师：“这是今年最流行的‘风中凌乱’发型。”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奉寄稿酬。）

家附近的街巷里经常能看到一位挑着
担子到处走的大叔，他是制作“妆糕人”的高
手。每次寻到一个阴凉处，他便会停下脚步，
坐在担子后面开始忙碌起来。他的担子可不
一般，里面放着各种颜色的面团和工具，这
些面团在大叔的手上经过一番揉、捏、搓，再
借助小刀、剪刀等工具进行雕琢，眨眼间就
变成各式各样的“妆糕人”，有威风凛凛的关
公，也有栩栩如生的孙悟空，还有姿态优美
的小仙女和可爱活泼的小鸟。

如今“妆糕人”不仅存在于爸爸妈妈的
童年回忆里，也走进了我的童年。不但日常
生活中能碰到擅长制作“妆糕人”的高手，
学校开设的“妆糕人”学习班，也让我体验
到跟着非遗传承人学做“妆糕人”的乐趣。

——《家乡的“妆糕人”》（陈星辰，泉州
市晋光小学三年级学生）

我家有一位“女王”，它是一只黑猫，名
叫“杨梅”。对于我来说，“杨梅”有些蛮不讲
理，每当让它吃小鱼干时，它就会在我的牛
仔裤上乱抓，直至把裤子挠破。但是每次面
对我的爸爸妈妈时，它则会友好地在他们身
上进行按摩，有时还抬起毛茸茸又粉嫩嫩的
爪垫，露出弯弯的小爪子来逗他们开心。

“杨梅”十分贪玩，每当它发现狗尾草
时，就如同发现了好玩的玩具。瞧，它一见到
狗尾巴草就瞳孔放大，尾巴直立着，屁股抬
起并急速摇晃，之后飞快地猛扑到草丛中翻
滚，时不时揪起一把狗尾草来玩。在它的肉
垫“攻击”下，狗尾草很快就变成光杆子，而

“杨梅”也成了一只“绿油油”的小猫，只得找
个地方躺下来，伸出舌头去慢慢地舔掉身上
的草，为自己整理仪容。

——《家有“女王”》（苏梓萱，泉州市丰
泽区湖心实验小学四年级学生）

印象中，泉州的夏天总是热烈又漫
长。步入七月，暑意更浓，骄阳带着热浪
穿过细密的枝杈，洒在一方天地间，让我
不禁想起在外婆家度过的那些夏日纳凉
时光。

外婆家在南安丰州镇上，那是一座
方正敦实的闽南红砖老厝，水泥混着粗
粝的砂石绕着屋厝砌了一道低矮的围
墙，围墙上高高低低摆着几个已经看不
清花纹的花盆，里面有外婆特地种的植
物，那些形状类似大葱的草，是她用来为
孩子们解暑降火的“灵丹妙药”。一到盛
夏时节，外婆就会从盆里摘一些草，加水
炖煮后滤掉杂质，再撒入少许冰糖调味，
就变成一碗美味的甜水，那辛辣中带着
一丝甜的滋味，总引得我和哥哥食指大
动，经常会抢着喝。

老厝院子里种的两棵龙眼树，虽然
长得不太高，但是树干粗大，刚好够家里
的小猫在上面攀爬。龙眼树的枝叶也很
茂密，可以让我和哥哥撑起来当做“蕾丝
绿伞”，用来抵挡喷着热气的烈日，一些
阳光从树叶间的缝隙中钻出来，洒落在
身上也不会觉得太烫，还能给院子的石
板地面点缀一些如星光的斑点。

炎夏的热浪来袭，一天中最常做的
事还是待在老厝里纳凉，每每忆起那些
时光，我总是怀念得不行。那会儿每次吃
完午饭，趁外婆还在收拾碗筷，我和哥哥
就默契地跑到老厝的客厅里忙活起来。
哥哥通常会抱来一块软垫铺在客厅中央
的空地上，这个地方早在午饭前就被外
婆用拖把洗过一遍，水渍风干后，地面变
得干净又冰凉。而我就在客厅和里屋两
头跑，负责搬来长条枕头和空调被。看到
外婆忙完从厨房中走出来，哥哥赶紧把

一张竹编凉席铺在软垫上，然后
和我一起躺下，开心地朝外婆招

手说：“快来，就差您啦。”外婆
笑着快步走过来，佯怒

地拍了拍我俩的
头，开口却

是宠溺的语调：“你们真是捣蛋鬼啊。”话
虽如此，她还是会配合地躺下来，张开双
臂把我和哥哥一起搂进怀里。也是从这
时起，专属于我们祖孙三人的午后纳凉
时间就开启了。

老厝外的蝉正在放声鸣叫，我们躺
在自制的“纳凉宝地”，感受着头顶那台
老式三叶大吊扇送来的阵阵凉风。我惬
意地伸个懒腰，随即搂住外婆的手臂说：

“您给我们讲个故事吧。”哥哥虽不如我
会撒娇，但是好奇心极盛的他，怕外婆不
乐意讲故事，连忙帮着我说话：“外婆，我
也想听故事，您快讲。”外婆哪里受得住
这股赖皮劲，于是答应说：“好，你们都乖
乖躺好，我就讲故事。”我俩立刻服从命
令，马上盖好薄被，闭上眼睛等待故事开
讲。伴着院子里的蝉鸣鸟叫，外婆说起了
她少女时期在溪边洗头发的趣事，也讲
起了自己青年时与工友们骑着老式单车
畅游泉州古城的经历。那些对于我们来
说有些遥远的往事，就这样在老厝里被
娓娓道来。

有时候故事听到一半，还会发生一些
小插曲。比如哥哥有时偷偷给我发一个暗
号，等我心领神会后就笨拙地开口道：“我
想吃绿豆冰棒。”外婆对我不着调的插话
一点不气恼，转头便对哥哥说：“去拿吧，
冰棒在冷冻柜里，你和阿妹一人一支。”后
来闲聊时说起这段往事，外婆笑说自己早
就知道是嘴馋的哥哥让我来讨冰棒吃。

外婆讲的那些老故事，我们大多没
能听完。舅舅曾经回忆说，那时他每次下
午上班前，会切一盆冰西瓜放到客厅，一
走进去就看到我和哥哥抱着外婆的手臂
睡得香甜，有时外婆没察觉，还继续讲着
故事，那场景着实有趣。

蝉鸣了一个又一个的夏天，老厝里
的吊扇转了一年又一年。后来老厝变成
新厝，午后的纳凉时光也成了可以延续
的记忆。忽而又夏，当年顽皮的我长成了
大人的模样，但依旧会顶着闽南的热辣
暑意钻进外婆怀里纳凉，听她讲那些未
完待续的故事。

（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
学院2023级学生）

最忆老厝纳凉时
□王丹宁

伴着夏日清晨的微风，我来到古城中的
一间养老院，和伙伴们在此开展一项关于老
年生活的调研活动。为老人们讲解时，一位
白发苍苍的老奶奶引起了我的注意，她一直
安静地坐在角落，不时探着脑袋，好奇又认
真地聆听我的讲解。

后来我走到这位老奶奶的身边，想要
跟她进行深入交流。可是对话中，我却发现
自己不流利的闽南语变成了一个障碍，导
致我和老奶奶的沟通变得十分困难。我们
只能断断续续地交谈着，其间一直出现卡
顿，我感到有些无措，不知道该如何更好地
与她交谈。就在这时，老奶奶忽然转头看了
看身旁，原来是另外一位老人家正在用普
通话与我的伙伴对话。看到她们的对话如
此顺利，老奶奶赶紧回过头，开始努力用略
带口音的普通话与我说话，就这样，我们的
交流变得顺畅起来。

“原来老奶奶这么想跟我聊天呀。”我对
此感到有些讶异。聊天中，我才得知老奶奶
年纪有些大了，记忆力不太好。虽然只能依
稀记得自己的儿孙们正在异乡打拼，但一说
起与孩子们有关的点点滴滴，她仍然如数家
珍。岁月在老奶奶的脸上留下了深深的痕
迹，但是聊起家中的晚辈们，她眼中却始终
闪烁着光芒，整个人看起来神采奕奕。

交谈结束后，奶奶要回屋休息，我起身
搀扶着她，一起慢慢地朝房间走去。走到房
门口，我犹豫着是否该跟着进去，心里感到
不舍的我拿出手机，拍下了奶奶走进房间
的蹒跚背影。拍完照片后，我正打算开口道
别，没想到老奶奶又从屋里走出来。她开心
地挥了挥手，招呼我进屋。来到屋内，我便
看到床边的茶几上摆着一小碟酱菜，还有
一些饼干和馒头，老奶奶把这些食物轻轻
地推到我面前，笑着说：“孩子，你饿了吧，
快吃些点心。”盛情难却的我拿起一个馒
头，配着酱菜吃起来，一边吃还一边竖
起大拇指夸食物美味，老奶奶看
我吃得香，脸上的笑意更浓
了。茶几上还摆着半块芭
乐，它的表面有点氧化
了，奶奶跟我说这块芭
乐是不久前才切的，很

新鲜，让我拿去吃。我赶紧拒绝，指着肚子
跟她示意自己吃饱了。但老奶奶依旧热情
地把芭乐递给我，并用自己不流利的普通
话，搭配双手比画着表示这块芭乐很甜，让
我一定要尝一尝。

我最后还是带走了这半块芭乐，老奶奶
怕我掉队，催我赶紧回去和伙伴们会合。分
别时，她笑着与我约定下次还要再见一面，
我抱了抱她，答应一定会再来看她。走出房
间，看着手中的半块芭乐，我鼻子一酸，泪水
很快就憋不住地掉下来。

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想起了自己的阿
公阿嬷，原来长辈们都是一样的，对孩子们
表达爱意时，方式看似简单又直白，却总是
充满了温暖与深情。和这位老奶奶一样，每
次我一回到家，阿公阿嬷就会把自己舍不
得吃的美食，全部拿出来给我品尝，也会在
相聚时，把家里发生的琐事说给我听。在每
一次离别时，更是满怀期待地跟我说下次
一定要再来。他们始终用最朴素的方式表
达着爱，盼望着孩子们能时常回家看看，与
他们聊聊天，让他们的晚年生活能多些欢
声笑语和拥有多一些陪伴。

这一次短暂的相遇，让老奶奶的笑容和
芭乐的香甜都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变成
了一段值得珍藏的美好记忆。原来，与长
辈们相处的时光是如此的弥足珍贵，
我想或许在奔波忙碌的同时，自己
应该多留出一些时间，去给予长辈
们心灵的陪伴与关爱，用爱去温
暖他们的心灵，就像他们对待
儿时的我一样。

（作者系泉州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2022 级
学生）

半块芭乐
□郭欣容

老家有一棵古榕树，它的年纪已经很大
了，当村子在的时候，它就在了。

这棵古榕树老干虬枝，枝繁叶茂，四季常
青，如同一把巨大绿伞，在夏日总会投下几许
清凉。村里的老人们喜欢在树下纳凉、话仙，
而孩子们则喜欢在那里玩游戏。

儿时的我最爱做的事就是在古榕树下和
伙伴们一起嬉戏玩耍。那时玩的游戏五花八
门，有百玩不厌的捉迷藏，有风靡一时的“老
狼老狼几点了”，还有妙趣横生的“跳房子”。
那会儿也正是贪玩的年纪，每次游戏结束后
回到家，蓬头垢面的我总会被母亲和阿嬷一
顿数落，但隔天便又故态复萌。

有次回老家的路上，听父母聊起儿时的
趣事，我才知道原来他们的童年也和我的相
差无几，只不过父母小时候的玩伴更多一些。
父亲回忆说，过去家里鲜有电子娱乐设备，平
时一有空闲，厝边头尾的男女老少都喜欢出
门去古榕树下聚会，大人们悠闲地聊着天，小
孩们在一旁玩游戏。

听父母讲述着童年往事，时间很快就过
去，不一会儿便抵达老家村口，抬眼便能看见
屹立在那里的古榕树，它依然张开“双臂”，静
静地迎接着每一位回乡的人。但是当我朝树
下看去时，却不见昔日的喧闹景象，仅有几位
老人家坐在树下乘凉。我在心中安慰自己，或
许是因为此时恰逢饭点，乡亲们都在家吃饭，

晚些应该就有很多人会聚集在古榕树下了。
吃过阿嬷精心准备的午饭，我好似一只

眼巴巴的小狗，盼着她像从前那样招呼我一
起去古榕树下。但是阿嬷却躺在摇椅上准备
打个盹。我有些着急，赶紧问她：“阿嬷，我们
不去榕树下吗？”“囝阿，你自己去吧，邻居都
不在，我去了没什么意思。”阿嬷摆了摆手拒
绝说。

我失落地出门，走在熟悉的村道上，偶然
碰到一两个儿时的玩伴，与他们打招呼后收
到的却是不太热情的回应，看着不似过去那
般亲昵的小伙伴，我的心好似被浇了一盆冷
水，顿时感觉更加沮丧。

我心想此时就算去到古榕树下，估计那
里也是人迹罕至，不再热闹。可是不甘心的我
又心存一丝期望，还是朝着古榕树的方向走
去。令人喜出望外的是，一走到树下就听到一
阵稚嫩的欢笑声，我寻声望去，发现是两三个
年纪还小的孩子在树下嬉闹，那场景与我过
去同伙伴们玩耍时一模一样。

眼前熟悉的一幕好似将时间倒回到过
去，让我感到快乐又幸福。古榕树，是村庄变
迁的见证者，也是我心灵的寄托与牵挂。在这
棵树下，一代代人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也带
走了属于自己的回忆，正如我在树下蹒跚学
步，也在这里嬉笑玩闹，长大后又与它挥手道
别，奔赴他乡求学。但是无论走得多远，我知

道只要自己
回首遥望，古
榕树就一直
在那里张开怀
抱欢迎我回家。
只要古榕树在，我
的根就在，那些美好的
童年时光也永远不会褪
色。

（作者系南安市榕桥中学初一年学生）

古榕树
□柯梓晨

闹钟在五点半时响起，远处的山岗上，一轮红日
正缓慢地升起，新的一天到来了。这一天的开始显得
那样平凡，又是那样的不平凡。

吃过早饭，父亲驱车带我来到城外的一座山下，
是的，我们打算上山去。站在山脚下抬头一望，山峰
高耸入云，山腰处还有云雾缭绕，这宛如仙境的山
景，一下就让我看入了迷。“我们出发吧。”直到父亲
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才从眼前如诗如画的美景中回
过神来。

我紧跟在父亲的身后，沿着山中的羊肠小道向山
的深处走去。越往前走，山路变得越来越窄，途经一些
地方甚至需要侧身紧贴着崖壁才能通过，若是不当心
就可能跌入深渊。一路上，我的神经都高度紧绷，眼睛
一直紧盯着脚下的路，提心吊胆地迈着步子。

经过半个小时的跋涉，我感到疲惫不堪，只想赶
紧停下来休息一下。但是父亲劝我说很快就要抵达
目的地了，再坚持一下。没办法，我只能继续迈开脚
步，跟着他往前走。

可惜天公不作美，没过多久，天空突然下起瓢泼
大雨。我们只好停下，先找一处山洞避雨。躲雨时，我
不经意瞥见洞口有一只小甲虫正在努力往一株小草
上爬，豆大的雨点不停地打在它瘦小的身躯上，迫使
它不断地下滑，但即便如此，这只小甲虫还是坚持着
向上攀爬。我有些惊讶于一只小甲虫的坚持，毕竟在
人类的眼里，它是如此的弱不禁风。

半晌后，雨停了，那只小甲虫也终于爬上了那株

小草。看到它到达了心之所向，我收回了目光，继
续跟着父亲朝深山处进发。此时本就不好走的山
路，被大雨冲刷得愈加泥泞，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
在小道上，两只鞋子上都沾满了泥巴，感觉狼狈极
了。我开始不停地抱怨，而身旁的父亲只是静静地
听着，一句话也没说。

最终我们到达山的最深处，原来这里藏着一
道瀑布，有几十丈高，从高处垂直落下的水，发出
了轰隆轰隆的响声，溅起的水花形成了一层雾气，
在阳光映衬下变幻出七彩的光晕，整个峡
谷看起来犹如幻境一般。瀑布周边还开满
了野兰花，此刻正散发着淡淡的香气。由
于刚下过雨，不少野兰花的花瓣上还挂着
水珠，使得花儿看起来愈加娇艳动人。

我和父亲寻了一个高处席地而坐，安
静欣赏着眼前的美景。许久父亲才突然开
口，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人的一生会遇到
许多挫折，但有的人选择逃避，有的人选
择迎难而上。我希望你是后者，只要能坚
持不断地前进，快点慢点都无所谓的。”我
听着父亲的话，突然又想到了刚才邂逅的
那只小甲虫，不禁陷入沉思。原来，这个看
似普通的上山日，其实还蕴藏着父亲想要
教会我的人生哲理，这是需要我在今后的日子里，不
断通过实践去用心感悟的。

（作者系永春玉斗中学初一年学生）

上山日
□康丹妮

趁着夏日好时光，我漫步
在西街的小巷中，感受着独属

于古城的烟火气。当指尖触碰到
带着岁月痕迹的红砖石墙，我感觉
自己仿佛走入时光隧道中，可以与

古巷古厝进行一场“对话”。忽然间，隐
隐约约从巷子深处传来的一阵洞箫声，

将我的思绪拉回到现实世界中。
跟随悠扬的洞箫声，穿过小巷，我终于在一

个拐角处的古厝前停下脚步，透过门口白石砖
上雕刻的字迹，我发现这里原来是一间南音社。
我轻轻推开木门，抬脚迈过门槛，映入眼帘的厅
堂里陈列着不少古老乐器，如洞箫、二弦、南琵

琶等。穿过厅堂往里走，便能听见里屋传来的动听乐声
与婉转歌声。仔细聆听，当中不仅有洞箫声，还有琵琶、
二弦、三弦、拍板等发出的响声，这些音律是那样和谐，
那样的美妙。进屋一瞧，只见演唱者手执拍板站在中
央，两位头发花白的老爷爷正在吹着洞箫和弹奏着琵
琶，一旁还有一位拉着二弦的老奶奶。无论是演唱者

还是演奏者都十分投入地表演着，仿佛天地之间只剩
下这古老的声乐在不断地流淌。

听着这动人的弦乐，我不禁陷入回忆中，眼前也
浮现出往日大人们带我去听南音的场景。逢年过节
时，老家村口的戏台上经常会有南音表演，《直入花
园》《元宵十五》等熟悉的南音曲目轮番上演，那些用
温软的闽南语演绎的唱曲，后来都成了我儿时美好的
记忆。

正如有句话所说：“我们的歌需要表达出自己这
片土地上的文化传承。”朝成一词，夕入管弦，南音已
经开腔了，它不仅唱出了泉州古城的独特韵味，也吟
唱出了热爱生活的泉州人的心声。

声声慢，却动心弦，一曲唱罢，仍感意犹未尽，只
要一闭上眼，就仿佛还能听见那袅袅南音持续回荡在
耳边。这一代代人相传的古老乐曲是何等的美妙与珍
贵，我由衷希望这一美好的乐种能一直被传承下去，
更盼望未来自己能成为传承它的一员，通过自己的
努力让更多人了解南音、热爱南音。

（作者系安溪县第十小学五年级学生）

转角遇南音
□谢婳奕

高大的树木，湍急的河流，鲜艳的皮划艇……这些
有趣的元素让我这个夏日充满了欢乐。

趁着假期到来，我们一家前往山涧漂流。起初，我和
爸爸坐在皮划艇上有说有笑，我还打趣地对爸爸说：“看

来漂流也不怎么刺激，这溪水都
没能把我颠起来。”谁知话音

刚落，只听砰的一声，溪流
瞬间卷起一阵水波向我袭
来。被水流一冲，皮划艇
顿时不停地抖动，把艇中
的我们都颠了起来，甚至
感觉在空中停顿了五六
秒。“完了，我不会飞出去
吧？”我一边嘀咕着，一边
紧紧地抓住皮划艇上的
把手。又是砰的一声，皮

划艇终于平稳地落回溪面。
爸爸看着我惊魂未定的样子，

不禁哈哈大笑起来，我愣了一下，
随后跟着笑起来，我们的笑声被
皮划艇带着“随波逐流”，不停地

回荡在树林间。
途经溪流较缓的地方，爸爸尝试用手去划水，我

也有样学样，把手放到溪水中摆动。正玩得开心时，天
空突然下起太阳雨，淅淅沥沥的小雨飘落下来，不仅
在水面荡出一圈圈的波纹，还投射出了一道彩虹，这
漂亮的景象也为我们的旅途增添了一抹奇特的色彩。

漂流的过程并非一直缓慢，惊险的时刻也有不
少。比如下坡时，奔流的溪水会让颠簸的皮划艇好似
一辆摇摇车，不停地撞击着溪边的石头，溅起的水花
跟着漫天飞舞。被扬起的水花在阳光照射下，犹如天
上的星星洒落在水面上。不一会儿，坐艇上的我和家
人都被淋成了落汤鸡，我伸手抹掉脸上的水，眼睛一
睁，就看到妈妈的长发被水打湿，不少贴在脸上，好像
戴上一个滑稽的面具，爸爸和弟弟的头发也湿透了，
他们不约而同地抬手把湿发撩起来。等穿过了这个横
冲直撞的漂流地段，我们才松了一口气，相视一笑。

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随着傍晚的夕阳从山顶慢
慢滑落，这次漂流之旅也缓缓地落下帷幕，而我们快
乐的笑声和淙淙的流水声仍像交响曲一般，久久地回
响在清澈的溪流上。

（作者系鲤城区华岩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

漂流记
□吴锌垚

（（CFPCFP 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