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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无余利，人无余力，是种
田两句要言；心不外驰，气不久
浮，是读书两句真诀。

中秋节的前两天，妈妈带我去超市大采
购。此时的超市被浓浓的节日气氛所包围，不
仅挂起了各式各样的灯笼，包装精致的月饼
也都摆出来，琳琅满目的礼品更是让人看得
眼花缭乱。我迫不及待地来到陈列月饼的货
架旁，五仁月饼、抹茶月饼、蛋黄月饼……款
式多得令我应接不暇，口水直流，一会儿工
夫，我就和妈妈满载而归了。

中秋节的晚上，我们一家人欢聚一堂，
阿嬷煮了拿手的海鲜大餐，有鱼，还有龙虾
和大螃蟹。我一边津津有味地吃着，一边听
着阿嬷讲《吴刚伐桂》《玉兔捣药》《嫦娥奔
月》等传说，这些故事阿嬷讲了一年又一
年，我却依然爱听。吃完晚饭，妈妈端出一
盘月饼，我赶紧将它们分发给奶奶、妈妈和
姑姑，姑姑接过月饼，直夸我懂事。在我的
印象中，姑姑每年中秋节不管离家多远，她
都会赶回来过节。姑姑总说，中秋节是一家
人团聚的日子，一定不能缺席，因为月圆
了，家更要圆。

——《中秋月圆时》（洪铭智，南安市石
井镇石井中心小学四年级）

走在虹山乡间的小路上，往左边看是
绿茵茵的稻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右
边的油菜花种植基地，每逢花期，这里就
会开满油菜花，它们的花瓣好似被太阳染
上了金光，看久了，让人感觉眼睛也带上
一个金色的“滤镜”，无论是天上飞的鸟
儿，还是天空、云朵，都变得金灿灿的，这
么耀眼夺目的景致，使人不禁沉醉其中，
无法自拔。

瀑布也是来虹山必去观赏的一个地
方。抬头看，瀑布倾泻而下，水落在一块
块岩石上，瞬间“炸”开，变成一颗颗小水
珠。空中弥漫的水汽扑面而来，让人感觉
冰凉清爽又心旷神怡。黄昏到来，继续沿
着瀑布边的山路往上走，就可以见到像苹
果一样红的晚霞。看，山上还有一座“小
长城”，从山顶望去，它就像一根长长的
扁担，一边连着山头，另一边连着另一座
高山。虽然这里没有桂林山水之美，也没
有黄山之奇，但我还是更喜欢家乡虹山的
这些独特风光。

——《游虹山》（彭荣健，泉州师范学
院附属小学四年级）

从小我就对味道很敏感，每种味道都
能给我的味蕾带来不同的感受。在我的味
觉世界里，冰绿豆汤代表着盛夏，而温绿
豆汤则是属于家的味道。

一直以来，绿豆汤都像一个夏天的
“指示牌”，只要在某个中午走进厨房，看
见母亲正在熬绿豆汤，我便知道夏天来
了。家里没有冰镇绿豆汤的习惯，将刚熬
好的热气腾腾的绿豆汤舀进碗里，放凉一
会儿，母亲就会喊道：“来喝绿豆汤了！”小
时候的我不爱睡午觉，到了下午难免感到
困倦，此时母亲熬的绿豆汤就像一个“提
神利器”，温热的汤水和煮得软糯的绿豆
在口中交融，只需喝一碗，疲惫感便随之
烟消云散了。

从盛夏到初秋，我都对温绿豆汤爱不

释手，若是午后忍不住多喝几碗，连晚饭
都不用吃了。母亲知道我爱喝，也出于解
暑去燥的需要，只要我在家，她每天都
会熬一锅绿豆汤放着。偶尔母亲忙不过
来，我也去厨房里打下手，有时帮忙关
火后经不住诱惑，就会悄悄揭开锅盖瞧
一瞧。热气总是率先扑到脸上，香气随
即从锅里跑出，四溢开来。只要看到锅
里的碧绿汤水，我就顾不得放凉这个步
骤，立马就盛一碗来解馋。带着热度的
绿豆汤，虽吃起来不似冰镇的那般畅
快，却能在燥热难耐的午后，给我带来
无尽的快乐。

后来，我为了求学离开家乡，少了母
亲相伴，只得开始尝试喝罐装的绿豆汤。
不同于煮好带着余温的绿豆汤，这种流水

线制作的绿豆汤，吃起来味道会平淡一
些。虽也能帮助身体消解燥热，抵挡“秋老
虎”的侵扰，却少了一抹温绿豆汤的独特
风味。我曾尝试将这些罐装的绿豆汤进行
加温，但即便如此，“加工版”的绿豆汤依
然不是我记忆中的那个味道。我后来才发
现，那碗滋味特别的温绿豆汤，只存在于
家里，存在于母亲的锅中，一旦离开承载
的“容器”，就找不到它的味道了。

今年暑假回到家里，我跟母亲说想要
喝一碗温绿豆汤。由于我平时不在家，母
亲已经许久没有熬过绿豆汤了。听到我
的要求，她似乎很高兴，立即走进厨房，
拿出放在橱柜最高层的那罐绿豆，开锅
烧水煮汤，忙得不亦乐乎。没过多久，我
终于又喝到心心念念的温绿豆汤，一勺

汤入口，熟悉的味道袭上心头，我不禁
感叹道：“这就是我在另一个城市魂牵
梦萦的味道啊。”我感觉自己就像回到
了小时候，过往的时光也尽数浮现在脑
海中。见我大快朵颐的模样，母亲不再
如过去那样叮嘱我别吃太多，反而又帮
我盛了一碗，让我慢慢喝。我也终于明
白，手中的这碗温绿豆汤，本身并不独
特，是因为含有母亲的爱和家的温暖，
才变得无可替代。

饱含爱意的温绿豆汤，如今早已将
它的滋味存留在我的味蕾记忆里，随着
新学期的开启，它也将继续陪我踏上征
途，一起奔赴在异乡的求学旅程。

（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
院 2023级学生）

一碗温绿豆汤
□李晓婷

我爱为这个家打拼的父亲，也爱为
这个家操心的母亲。对我来说，家这个
词太暖心了，所以每当我感到难过时，
第一反应就是想回家，因为爱我的父母
就是最温暖的避风港。

从小到大，我对父母发过不少脾
气，但是就算前一天我耍小性子，他们
隔天也照样会温柔地问我：“今天想要
吃什么？”这也是我在家时最常听到的
一句话。即使在考试周，不像身边同学
的家长们经常提出“你复习好了吗？”

“考得怎么样？”等问题，我的父母总是
如常问我：“今天你要吃什么呢？”平时
上学日，不管我起床多早，都能在餐桌
上看到丰盛的早餐，不是简单的稀饭，
大多是我爱吃的食物，比如牛肉羹、面
线糊、油条和豆浆。为了让我每天的第
一餐都能吃饱吃好，父母更是经常早起
忙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护着我的胃，
让我可以健康成长。以前为了赶早读时

间，我经常抱怨吃热食太烫口，费事又
费时。我不止一次对父母说：“早上随便
吃点牛奶面包就好。”母亲听了总是笑
着说：“那不行，你喊我一声妈妈，我就
有责任让你吃好，以后你当父母就懂
了。”这句“今天你要吃什么？”贯穿了我
的成长历程，直至后来外出求学，我每
次回到家，父母仍会习惯这样问我。我
想这或许就是他们表达爱的一种方式。

但父母诠释的爱还是不同的。正如
有句话形容“父爱陈酿不识意，一朝初
醒才知味”。父亲给我的爱也是内敛的。
现在我已经读大二，但我小学时戴的红
围巾，至今仍然被父亲系在汽车的挂挡
器上，有次问起，他还有些不好意思地
说，那是他的“幸运符”，有它陪伴出行，
感觉格外安心。还有我小时候一时兴
起，送给父亲的一盒自制纸星星，多年
过去，我以为它们早就被丢掉了。没想
到一次大扫除中，我发现父亲把这份礼

物保存得很好，为了防止盒子开裂，他
还特地用粗胶带把表面缠绕了好几圈，
并把盒子放到不易受潮的柜子里。小的
时候没有意识到，直至看到这些小物
件，我才发觉即使从来没说过爱我，父
亲却比谁都要爱我。

有别于父亲的沉默寡言，母亲的话
更多些，我过去总觉得她经常为一些鸡
毛蒜皮的小事唠叨个不停。而面对她的
唠叨，我一度想要“逃离”，甚至叛逆期
还喜欢跟她顶嘴。只是不管我如何任性
地发脾气，母亲每天依旧会准时轻敲房
门，温柔地叫我起床。如今我经常不在
家，母亲仍会把我的房间收拾得井井有
条，并提前做好我爱吃的可口饭菜，等
我归家。长大后我才渐渐明白，母亲也
曾是像我一样的小姑娘，肆意张扬。只
是她在自己最美的年华里把我带到这
个世界，并把所有的温柔都留给了我。
而她的那些碎碎念，其实都是她笨拙的

爱意表达。
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父母存在的意

义不是给予孩子舒适和富裕的生活，而
是当你想到你的父母时，你的内心就会
充满力量，会感受到温暖，从而拥有克服
困难的勇气和能力。”我觉得自己这一生
最大的幸运就是拥有深爱我的父母，他
们从不将自己的想法强加于我，也不拿
我和别的孩子作比较。他们总是无条件
地支持我的决定，一直为我提供坚强的
后盾。

我不懂得怎么讲爱，也不知该如何
更准确地描述亲情。但我知道自己已经
幸福很久了，因为一直在父母给予的爱
里成长，让我拥有了更多的底气和自信，
这让我能够勇敢地面对人生的挑战，去
追求心中的梦想，更懂得如何去爱和珍
惜身边的人们。

（作者系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工
业设计专业 2022 级学生）

在爱里长大
□陈晓倩

一轮明月高悬夜空，柔和的月光洒
在一处小小的阳台上，那里有一个小男
孩正沉浸在博饼的欢乐中，没错，就是
我。

一张大桌上摆放着一个装满骰子的
碗，全家围在桌前聊天，气氛热闹非凡。望着
桌上摆放的各种奖品，有机甲玩具，还有美
味的零食大礼包，我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并
在心里暗下决心，一定要夺得状元。

博饼正式开始了，我迫不及待地捞
起碗里的骰子，让它们在手里不停地摇
晃。那几颗骰子就像勇敢的“伞兵”，而我
的手犹如一架性能卓越的“运输机”，随
时准备让这些“伞兵”降落。紧张的时刻
终于到来，“飞机”上的“伞兵”勇敢地跳

下去，最后安全抵达“目的地”。落到碗中
的骰子欢快地玩着“碰碰车”，发出了“叮
当叮当”的清脆响声。只见一颗骰子缓缓
停止转动，就像一辆没油的车子，停在了

“一”就无法再前行了。另有一颗骰子像个
调皮的小陀螺，在碗中不停地旋转，等了
好一会儿，它才越转越慢，最终像个精疲
力竭的人“瘫倒”在地，随即一个“四”出现
在我眼前。

大家看到碗里出现“四”和“一”，连忙
凑过来，一起紧盯着其他还在转动的骰
子，我的心也仿佛提到了嗓子眼。这时，又
有一个骰子停了下来，“是一！”我凑过去
一看，不禁激动得大喊道。“还差一点，我
就能状元插金花啦。”我趁着其他骰子还

在转动，赶紧朝着天上的月亮祈祷。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那几颗活“蹦

乱跳”的骰子终于陆续停下来。月亮似乎
听到了我的愿望，正当我以为没戏了，结
果不知谁碰了一下桌子，原本显示“三”的
骰子就像睡觉时翻了个身，一下就变成了

“四”。“状元插金花，太棒啦！”我兴奋地举
起双手，高兴得一蹦三尺高。

夜深了，时间老人悄悄地走了，这场欢
乐的家庭博饼活动也圆满落幕。家人们的
欢笑声融进夜色中，我也抱着如愿赢得的
新玩具，伴着月光，慢慢地走进香甜的梦
乡。

（作者系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四年级
学生）

难忘的博饼
□陈伟鸿

当我还在上幼儿园时，就经常看到爸
爸和叔叔们围坐在棋盘旁，他们手持的黑
白棋子在格子里往来交锋，就像一个小小
的宇宙中展开一场无声的对决。正是从那
时开始，“围棋”这两个字就像一颗神秘的
小种子，悄悄地埋进了我的心里。

上了三年级，我对围棋的好奇愈发强
烈，记得有一天放学回家，看见书桌上放
着一副崭新的围棋套装，是爷爷特地给我
准备的礼物。他笑眯眯地问我说：“小宝，
咱们中国的围棋可是流传了几千年的国
粹，你想不想学呀？”我眼睛一亮，毫不犹
豫地点了点头。

于是，爷爷就成了我的第一位围棋启
蒙老师。他带我认识每颗棋子的作用，教
我如何运用连接、包围等下棋的基本技
巧。一开始，我只是懵懵懂懂地模仿着爷
爷的动作，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也逐渐领

悟到围棋背后蕴含的策略。
后来每逢周末，我都与爷爷在棋盘

上对弈，享受黑白棋子“对抗”带来的别样
乐趣。每次棋局结束，无论胜负，爷爷总会
耐心地跟我复盘讲解，让我明白每一手棋
的意义，而我和围棋的感情也因此变得更
深了。

后来学校组织了一次围棋比赛，我鼓
足勇气报名参加，并成功晋级到决赛中。
虽然最终没能赢得冠军，但在面对比我强
的对手时，我仍然沉着冷静地运用了所学
的围棋知识和战术，也在比赛中体会到了
坚持与拼搏产生的能量。通过那一次比棋
艺比拼，我深深地感受到，围棋不仅是一
个充满趣味的智力游戏，更是一种能锻炼
思维和培养意志力的艺术。

如今，围棋已经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它陪伴我度过了无数个课余

时光，也教会了我许多人生道理。
（作者系泉州市晋光小学五年级学生）

我与围棋的不解之缘
□梁 晨

母亲的家乡在一个盛产桂花的地方，许
是从小被花香熏染，感觉母亲的身上总带有
一股桂花的香气。小时候的我很喜欢把头埋
进她的臂弯里，闻一闻桂花香。但是渐渐长
大后，我不再对那股花香着迷，尤其是上了
初中，逐渐繁重的学业，使我没有时间再去
留意母亲身上的味道。

这天好不容易盼来周末，吃过晚饭，我直
接躺到沙发上打游戏。母亲收拾好厨房后走
到我身边，提议道：“我们出去散步，放松一下
眼睛吧。”我有些心烦地说：“好不容易能玩会
儿手机，你别管我。”母亲似乎被我的语气吓
到，便不再出声。此时的我早已忘记，儿时的
自己很喜欢同母亲出门散步，那也是我当时
一天中最开心，也最期盼的时候。

一局游戏结束，我烦躁地揉了揉眼
睛，余光一撇才知母亲一直坐在身边，她
带着老花镜，仔细地缝补着我不小心划破
的针织衫。我忽然发现母亲的手不知从何
时起，已经布满皱纹，每个指节上都带着
粗糙的茧子，明明在我的印象中，她的手
是修长而白皙的。顺着已经变了“模样”的
手向上看，我还察觉母亲的眼里密布着细
小的红血丝，神情也有些疲惫。凑近母亲
时，她身上的味道随之飘入我的鼻腔，仍是
那股熟悉的桂花香，只不过当中混杂了一
些淡淡的油烟味。

我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道：“妈妈，你以前
不是最爱惜自己的手吗？怎么现在手上都长
出皱纹，还布满茧子？”母亲闻言抬起头，用
那双粗糙的手轻抚我的脸，笑着说：“时光易
逝，我怎么可能永远保持年轻的样子，况且
你现在已经长成大姑娘了，我当然也会变
老。”母亲的话让我感觉心里发酸，犹如在夏
天吃了一颗未成熟的杨梅，酸涩的滋味在喉
咙里蔓延开来，吐不出来，也咽不下去。

我不禁反思，母亲的身体已经开始老
去，我却这般不懂事，总是对她“恶言相向”。
我这才恍然大悟，母亲的爱其实就像她身上
的桂花香，在我不在意的时候，它始终环绕
着我，陪伴着我，安抚着我，不离不弃。而我
却因为长大后习惯了，就忽视它的存在，实
在太不应该。

看着母亲将最后一根线穿过针织衫，我
对她说：“妈，我们现在出去散步吧。”母亲有些
讶异地问：“你不是要打游戏放松一下吗？”我
笑了笑，挽着她的胳膊说：“不一定要打游戏才
能解压，出去散步也是一种放松。”

伴着落日余晖，我与母亲久违的一起在
乡间小道上漫步。就像小时候一样，她紧紧
地牵着我的手，而她身上散发的桂花香也依
旧萦绕着我，把我“搂”进一个温暖且充满爱
的怀抱。

（作者系南安市榕桥中学初三年学生）

母亲的桂花香
□吴心兰

今年暑假一到，我就迫不及待地跟着爸
爸回老家。一进家门，堂弟就跑过来，激动地
拉着我的手往屋里跑。从柜子上翻出一个小
篮子，又找出一捆红线绳，他神秘地对我说：

“姐姐，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我怀着满肚子的疑惑跟着堂弟出门。走

了好一会儿，来到一条清澈见底的小溪，只
见他放下篮子，麻利地跳下堤岸，又钻进溪
边的草丛中，随后便揪出了一串形似玉米的
植物。我十分好奇地问：“弟弟，这是什么东
西？”堂弟笑着说：“它长得像玉米，所以叫

‘水玉米’，不过因为果实像小珠子，也有另
外一个名字叫‘薏珠’，这些果实可以拿来做
成手链。”说着，他薅下几颗果实给我看，果
然，这些果实就像一颗颗光滑透亮的小彩
珠，表面还自带孔洞，十分有趣。我走到草丛
边一看，发现里头原来长了好几排的“水玉
米”，数量惊人。堂弟见我喜欢，又揪了半篮
的果实，并用红线绳将它们串成一条手链送
给我作为礼物。

吃过晚饭，堂弟又带我到荷塘边赏月。
此时洒落的月光就像给满池的荷花镀上一
层漂亮的银边，看起来美极了。我正欣赏着美

景，不经意低头，忽然瞧见一个蠕动的影子从
脚边经过，我不禁惊呼道：“弟弟，那是蛇吗？”
堂弟走过来瞧了一眼，安慰说：“姐姐，别怕，
不是蛇，只是一只大蚯蚓。”此话一出，惊魂未
定的我瞬间为自己的眼花感到尴尬不已。

这时，一阵蛙声传来，我的手边飞来几只
“灯笼”。堂弟喜悦地叫起来：“姐姐，快看，是萤
火虫！”他赶紧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快速
地在空中兜住几只萤火虫，塑料袋瞬间就亮了
起来，犹如把天上的星光都装了进去。

摸鱼、抓虾、采野果……接下来的一段
日子里，平时忙于耕作的叔叔抽空带着我和
堂弟，去体验各种好玩的乡村活动。见我颇
有兴趣，他还特地带上工具，领着我一起上
山砍柴。这是我从小到大未曾体验过的事，
可算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看着自己亲
手砍下的木柴，那感觉真是太棒了。

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开学了，我只得和
堂弟依依惜别。回程路上经过不久前与堂
弟一起摘西瓜的田地，回想着在老家度过
的美好时光，我不由得对下次相聚的假期
充满期待。

（作者系泉州市第九中学初二年学生）

乡村生活小记
□何诗涵

物理现象

物理老师上课讲摩擦生电的知
识点时提问说：“冬天的时候脱毛衣，
毛衣会发出声响，有时还会产生电
光。但是夏天就不会这样，为什么
呢？”小李马上站起来回答道：“这问
题太简单了，因为夏天不穿毛衣啊。”

谁更厉害

爸爸在家教儿子看图识动物，可
儿子总分不清老虎和狮子。爸爸便对
他说：“你仔细看，额头上写‘王’字的

是老虎，没写‘王’字的是狮子。”
儿子仔细看了看，说：“我觉得

狮子比老虎厉害。”
爸爸问：“为什么？”
儿子回答说：“因为没人敢在狮

子的脑门上写字。”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奉寄
稿酬。）

（（CFPCFP 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