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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己的才华还撑不起
梦想时，就应该静下来学习；如
果自己的能力还驾驭不了目标
时，就应该沉下心来历练。

洗衣服

一天，舍友准备洗衣服。
只见她拿出一个盆，倒上点
儿水，把衣服放进去，随即放
了一些洗衣粉，然后就用手
在盆里顺时针搅了三圈，之
后又逆时针搅三圈。

我纳闷地问她：“谁教你
这样洗衣服？”舍友回答说：

“我家洗衣机。”

好 手

妈妈杀鱼时被鱼鳞刮
伤了手，鲜血直流，于是爸
爸接手继续处理鱼鳞。不一
会儿传来“啊”的一声，爸爸
的手也受伤了。儿子赶紧挽
起袖子准备帮忙，爸爸按着
伤口，龇牙咧嘴地阻止说：

“别来，家里得留一双好手
洗碗。”

在开启中学生活前，我回小学母校又看
了一次那棵陪我走过许多难忘时光的大桑
树。从前，这棵树结出的桑果不多，直至今年
临近毕业时，它才猛地从低处的树枝上生出
许多桑葚，好似怕我们摘不到，又像是和我
们依依惜别。

有人说在泉州长大的孩子，无论去到哪
里，都会惦念火红的刺桐树，可我却觉得，桑
树更能勾起心中的思念。这或许是因为过去
每天上学时，总能看到大桑树的身影，又可
能是它日复一日地坚守着校园，陪伴我度过
了许多美好的时光。

回想刚进入小学时，我幼稚不已，那棵桑
树却早就长得意气风发。特别是在炎热的夏
季，它长长的枝条总能为往来的学生们提供
一片阴凉，一到季节，还会长出一些紫红的
可口果子，供师生们品尝。这棵大桑树就像
一位可靠的“保安大叔”，每天看着我们上下
学，不论刮风下雨，它从不抱怨，总是立在校
园一隅，静静地保护着大家。

大桑树在校园东边“驻守”，而校园的西
边，则由一棵老桂花树守护。年纪比桑树大
不少的老桂花树，不知什么时候被移栽到操
场边。当初和它一起“搬家”的月桂早已被撤
走，后来只剩这棵老桂花树一直挺立在那

里，不曾离开。
这棵老桂花树开花的时候，我只碰到过

两次。一次是在体育课上，那天的天气有些
炎热，听老师说解散，大家便争先恐后地跑
去老桂花树下抢占树荫。忽然不知谁喊了一
句：“桂花开了！好香啊！”我赶紧仰头一瞧，
只见星星点点的金黄小花在绿叶间若隐若
现，一股淡淡的花香随之扑鼻而来，沁人心
脾。另一次是在毕业离开母校的那天，老
桂花树在一场雨后，犹如流泪一般，雨珠
一滴一滴地从花瓣和叶片上滑下来，伸手
一接，水珠在手中化开，留下了一抹淡淡
的桂花香，就像老桂花树舍不得我们似
的，便用尽全力绽放出漂亮的花朵来与我
们告别。

泉州的孩子都知道东西塔，而我也将
那老桂花树和大桑树比喻成校园里的“东
西塔”，将它们视为我对母校最深的眷
恋。因为有了这两棵大树的陪伴，我的
小学时光变成了散发花草香的美好回
忆，在这个金秋时节，它们也随我去到
新的校园，与我一起踏上全新的学习征
程。

（作者系德化第一中学初一年级学
生）

母校的树
□吴梦琦

又是一年秋，家门口的大树上叶子
也黄了，犹记得七岁那年，这树还同我
一般高。那时候，邻居家的孩子们都在
学习才艺，不是跳街舞，就是弹钢琴，妈
妈心想我也不能输在起跑线，便拉着我
去报名兴趣班。

“要不学拉小提琴吧？你看多有范
啊。”我摇摇头，拒绝妈妈的提议。“或者
学画画？给你报个绘画班吧。”我还是摆
手不答应，妈妈见状叹了口气，有些无
奈地问：“那你想学什么呢？”忽然，我听
见一阵轻柔的乐曲从不远处的教室里
传出，我好奇地跑过去，忍不住抬手敲
了敲门。随后一位长发飘飘的女老师打
开了门，我有些胆怯地问道：“我能看看
您在弹什么乐器吗?”老师笑着点点头，
带我走进了教室。

扬琴、琵琶、古筝……各种传统乐
器出现在眼前，其中最吸引我的就是一
架古筝。见我很感兴趣，那位女老师便
坐到古筝前开始弹奏，只见她手指翻
飞，看似指头都没碰到弦，轻柔的乐声
却不绝于耳。正是在这天，我爱上了古
筝，这位女老师也成了我的第一位古筝
老师，开始教授我各种弹奏技艺。

窗外的树叶绿了又黄，不知不觉间，

我已经持续学习古筝九年。这些年里，我
曾想过放弃，也想过不了了之，但最终还
是坚持下来了。记得开始学古筝时，我弹
得虽勤，却始终不得要领，每天即便在房
间不断练习，弹出的调子仍然难听得不
能入耳。因为这样，我渐渐失去兴趣，也
开始偷懒，疏于练习。上课时也因为被老
师批评不用功，而丧气地觉得自己没有
天分。但妈妈始终鼓励着我，也一直陪伴
着我一起面对学古筝时遇到的困难。正
是在她的不断鼓励下，我下定决心认
真学古筝，并加强了练习，还拉长了弹
奏时间。即使经常练得肩膀酸痛，手指
头磨出了茧子，还因练习老师教的揉
弦技巧，手指起了一个个大水泡，又痒
又痛，我还是一天不落地持续磨炼着
自己的弹奏技巧。

经过持续多年的坚持，如今的
我终于考过了古筝十级,还在多场
比赛中，展现了自己的学古筝成果。
正是在年复一年的训练中，我不仅
体会到了古筝之美和音乐之美，还
感受到了挑战自我和学习技能带给
人的快乐与成长。
（作者系石狮一中高一年级学生）

学古筝
□黄雅琳

我的家乡泉州，有着深厚的历史底
蕴，鲜明的多元文化和丰富的名胜古迹。
在这里，不论是千年古刹开元寺，还是伊
斯兰教圣地清净寺，或是峰峦起伏的清
源山、禅拳双修的少林寺，都能让人沉浸
其中，流连忘返。

平时我最喜欢和爸爸一起去爬清源
山，站在山脚下，能看见一尊独特的老君
造像盘坐在那里，而它身后的大树则像
一把巨大的绿伞，总能遮住火辣辣的太
阳。拾级而上，来到南台岩，就可以俯瞰
山下的美景，远眺时目光随着江水缓缓
流淌的方向移动，会发现它宛如一条银
色的绸带，轻轻地环绕着古城，好似为之
增添了几分柔情与灵动。

下山后，爸爸有时会带我走访南少
林寺，去感受一下五祖拳里蕴含的精

气神。只听一阵激昂的鼓点响起，身着
练功服的武僧们，如同古代侠客一般，
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们或拳风呼啸，
如猛虎下山；或身姿轻盈，如白鹤亮
翅。看着一套套刚劲有力的拳法展示，
我总是不由得拍掌叫好，心里更是对
武僧们的深厚功力与精湛技艺，佩服
不已。

傍晚时分来到古城中，我与爸爸经
常一起去金鱼巷逛逛。记得有次走到这
条古巷的深处，忽然一阵悦耳的旋律飘
入耳畔，我才知那是南音。循声而去，在
一座古厝前驻足，便看见里头演奏者们
分别手执琵琶、洞箫、二弦等传统乐器，
全神贯注地演奏着动听的古曲。那日我
身在其中，聆听着这天籁之音，感觉自己
仿佛穿越了时空，与古人进行了一场跨

越千年的对话。
走累了，回到家，一股淡淡的茶香瞬

间萦绕鼻尖，那是妈妈提前为我们泡好
的清茶。我取杯轻啜一口，茶的清香顿时
溢满口腔，一下就带走了身上的疲惫感，
只留下满心的宁静与舒畅。我和爸爸相
对而坐，喝着茶、聊着天，生活的点滴琐
碎便在这一杯杯的清茶里，慢慢地散发
出了“人间烟火”的味道。

生活在这座古城，总能与古老又美
好的景致不期而遇，我的心中也经常涌
动着无尽的骄傲与自豪。更令我感到高
兴的是，我的童年还将继续在这五彩斑
斓的文化海洋中自在畅游，我也能在不
断的学习与体验中，持续感受着这座古
城的无限魅力。

（作者系泉州晋光小学五年级学生）

多彩的故乡
□刘昱呈

听，那喊声惊天动地，那球技出神入
化，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乒乓球赛，也是
近期我看过最为难忘的一场比赛。

那是乒乓球集训班举行的一场单打
比赛。那日球员们刚到赛场就开始练习，
整个球场只听得见“乒乒乓乓”的击球声。
球馆里人山人海，非常闷热，坐在观众席
上的我感觉整个人就像被关进了蒸笼里。
不过即使热得汗流浃背，我还是对即将开
始的比赛充满期待。

这场比赛是球馆的一位高手对战我的
同学小张。首先进行的是小张的发球局，
只见他很快把球发过去，对方立即就是反
手一击。但小张并不示弱，很快就适应对
方的节奏，随后利用“擦边大法”，先拿下
一分。我和现场的观众齐声大喊：“小张太

棒了！小张加油！”可惜，球技了得的对方，
还是在新一回合中成功破局，很快扳回了
一分。

经过一番鏖战，双方比分来到了3∶3。
两人各握赛点，比赛也进入白热化阶段。
此时又是小张的发球局，他先把球打了过
去，对方迅速接住回击，小张再次挥拍，再
次把球打回去，幸运的是这个回球在对方
的桌角擦边了。正当小张以为胜券在握
时，对方竟来了一招“猴子捞月”，将球顺
利“捞”回到球桌上。不过小张没有慌张，
很快以一招“神龙摆尾”来反击，而对方也
很快调整好状态，以一招“吊球”回击。还
好小张同学的手长，伸手一接，球又一次
落到对方的桌面上。就这样，双方你来我
往，看得我们这些观众的心，就像十五个

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忽然，对方接球
出现了失误，眼看机会来了，小张马上反
手一扣球，局势瞬间就朝着他的有利方向
发展了。

几番进攻与防守过后，小张最后以
一招“吊球大法”赢得比赛。一时间，球馆
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也大声为小
张呐喊着，身旁的观众更是纷纷大呼看
得过瘾。

这场精彩十足又让人看得热血沸腾
的比赛缓缓落下帷幕，看到小张终于如愿
登上领奖台，拿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奖杯，
我可真为他感到高兴，也忍不住再次为他
鼓掌喝彩。

（作者系晋江市英林镇英埔中心小学
五年级学生）

一场精彩的球赛
□施荣煌

老厝旁有一块空地，从我记事起，阿
公就在那里摆放了各种大小的花盆，还搭
起几个竹架子，将地围成了一个小菜园。

秋风吹过，赶走了夏日的酷热，却没
有带走绿的生机。早在夏季，阿公便在小
菜园里的花盆中，种上各种各样的菜苗。
不仅有阿公的细心照顾，菜苗们还接受
了夏雨的滋润，汲取了充足的养分，茁壮
成长的它们很快便迎来了采收期。记得
暑假回老家时，我曾好奇地问阿公种了
什么菜。“是你爱吃的空心菜，还有秋季
就能摘的小白菜。”阿公笑着一边回答，
一边轻抚菜苗的嫩叶，如同呵护儿时的
我一样。夏秋两季交替，雨露沉重，不经
意给菜苗带来馈赠，没过太久，它们就长
得愈加壮实，于是我很快也吃到了阿公
亲手种的空心菜。

暮秋一到，秋色渐浓，意味着阿公的小

菜园迎来了不少变化。趁着小长假回到老
家小住，我发现在阿公的用心照料下，地里
的蔬菜长势格外喜人。比如长得红彤彤的
辣椒，光看着仿佛就能触动味蕾，让人脑海
中一下便浮现出各种用辣椒烹煮的美食。
种在小花盆里的香菜和芹菜也都成熟了，
每次阿嬷做菜时有需要，就会出屋去摘一
些来作为调料。不过夏季已经过去，架子上
的苦瓜大多已不见踪影，我翻找了许久才
找到一个小小的苦瓜。看我眼馋，阿公笑
说，过季的苦瓜，就算内里成熟，也已经不
好吃了，听完这话，我只能遗憾作罢。

阿公的小菜园一直是我玩乐的小天
地。小时候的我还经常拿着棍子对菜地展
开“保卫战”，只为保护蔬菜不被破坏。记
得有次碰到闯入小菜园的小鸡和小鸭，见
它们赖在菜地不肯离开，还不时跑来跑去
地踩踏菜苗。生气的我只得叫来阿公，请

他帮忙赶走这些破坏小菜园的“坏蛋”。当
时阿公大手一抓，很快将那几只捣蛋的鸡
鸭赶出去，见它们落荒而逃，我还得意地
鼓掌欢呼。

傍晚时分，阿公总是雷打不动地拿着
水管给地里的蔬菜浇水，直到厝顶的炊烟
消散，菜香飘出，听到阿嬷的呼唤，阿公才
放下手中的水管，暂时停下照顾小菜园的
工作。吃过晚饭，伴着轻抚面颊的秋风，我
常和阿公阿嬷一起坐在小菜园旁剥黑豆，
包裹着黑豆的外皮，早在之前经过太阳暴
晒而变得松脆，仅是用手轻轻一剥，豆子
就如雨滴般掉落到箩筐里，还会发出阵阵
清脆的响声。

一日夜晚的大灯亮起，我不经意瞥了
一眼小菜园，忽然发现竹架上出现了一朵
巨大的花。“阿公阿嬷，快看，这是什么
花？”我一边喊着，一边跑到架子边，用手

托起那朵又大又白的花儿，仔细一瞧，那
花瓣如同洁白的羽毛，有序地包裹着花
蕾，而淡黄色花蕊则在花瓣映衬下显得格
外亮眼。动了动手指，我发现这些花瓣上
还长着无数根尖尖的“刺”，好似是为保护
即将结出的果实做准备。“这是火龙果花，
它跟昙花一样，都是夜晚绽放，白天枯
萎。”阿公耐心地跟我解释说。在这之前，
我只知火龙果香甜可口，却不知它的花竟
如此漂亮，有幸在小菜园里领略它的美，
着实令人惊喜不已。

阿公的小菜园不大，但成就了阿公的
“一方天地”，阿公在这里以土为业，以土为
乐。而我，则以阿公的小菜园为乐，它也让
我获得了一处既能玩乐又能长见识的宝
地。

（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
院2023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阿公的小菜园
□卓佳怡

对我来说，乡愁是那些难忘的童年回
忆，是早已不见的家乡旧貌，还有如今难
以再朝夕相处的儿时玩伴。

小时候，我家的旁边有一座小山丘，山
丘上有一片竹林，说是竹林，其实就只有二
十多棵竹子。每年竹笋长出来的时候，我都
很开心，因为有一种吃竹笋的虫子就会出
现，可以拿来当玩具。这种虫子长着翅膀会
飞，个头只有大拇指那么大，全身还布满褐
色与黑色相间的花纹，它长长的嘴巴两旁
长着一对小触角，看起来就像一个钳子。如
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种虫子有六条腿，上
面还带着刺，锋利得像锯子，过去爷爷抓虫
子给我玩时，就一直提醒我注意别被它的
脚割伤。有次我没有太当回事，就直接把虫
子放在手指上把玩，谁知想要拿下来时，才
发现虫子早就牢牢地“钉”在指头上，一碰

就疼得我哇哇直叫。最后好不容易把虫子
弄掉，我的手指上还留下了好几道伤痕，有
的还冒出了血。过后，我和小伙伴们再抓这
种虫子玩时就谨慎得多，为了不让它抓着指
头不放，又不让它们飞走，我们想出了不少
办法，比如经常在它的翅膀上绑一条绳子，
由此牵制住它们，使之不会飞远跑掉。

那片小山丘上还有一片狗尾巴草地，
我和小伙伴们时常跑去那里玩捉迷藏。等
玩累了，我们便结伴穿过草地，去小山丘后
面的小店买零食解馋。不仅有好吃的，那些
小店里还售卖各种好玩的小玩意，只要谁
攒够了零花钱，就会买一些几毛钱的小东
西，大家凑一起分享着玩。虽然都是不太起
眼的玩具，但是我们总可以玩很久。

那时我上的小学离家不远，上下学都
是走路，每次都得经过一条小路。路虽不

宽，但旁边还有不少店，比如有小卖部、汽
车维修厂，还有两家陶瓷加工厂。半道的路
边有一小片树林，我有时和小伙伴们一起
穿进树林里玩耍，还能发现树上有松鼠的
影子。到了季节，那些树上便挂满了长得像
桑葚的果实，但颜色是红艳艳的，我和小伙
伴经不住诱惑去爬树摘果，一不留神还会
被长着刺的树枝划伤。

后来我长大了，小山丘也被推平建起
了新厝，儿时上学常走的那条小路也换了
新貌，路面被铺上水泥，还拓宽了不少，而
路旁的那些果树，也都被移栽到了别处。
以前熟悉的玩伴们，不少人为了学业而去
往不同的地方求学。只有逢年过节回老家
时，才能碰一面。那些为数不多的相聚都
是匆匆忙忙，有时甚至只能打一声招呼就

各自忙去了。
现在每当我想起那些在老家度过的

岁月，总感到有些遗憾，遗憾以前为什么
不多拍张照片，导致我如今只能在脑海里
搜寻过去家乡的样子。更遗憾的是，我没
能和儿时的伙伴们再多相处一些时光，在
离开家乡时没能好好道别，使得长大后的
我们渐行渐远。不过未来的日子还很长，
我仍有机会多回老家看看，也可以通过各
种通信方式，与伙伴们重新建立联系，让
儿时的情谊延续下去，如此想来，一切都
还来得及。

（作者系泉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2022级市场营销专业学生）

乡 愁
□曾华鹏

小径一开始只是条泥泞不堪的土
路，尤其是下雨的时候，乡亲们扛着锄
头回家时，一旦经过这里，鞋底就会沾
满黄泥。于是，有聪明的人便挑来一些
石子撒在土路上，再用脚踩一踩，使得
地面变得结实。由于路边种满了青竹和
毛竹，这里后来也被叫做“竹林小径”。

小径两旁还有几块形状不规则的
巨石，每块的颜色都极黑，手感也十分
粗糙，但都可以供早出晚归的乡亲们坐
着歇脚。其中一块巨石的样子好似眼
睛，我与小伙伴给它取名“眼睛石”。这
条小径很窄，平时若是有一位乡亲赶牛
经过，迎面而来的人就得为之让路。这
种谦让的行为被大家牢牢记在心里，因
此行走在小径上，总能看到行人互相礼
让的场景，这也形成了一道淳朴的美
景。一片竹林，一条小径，任人赏，任人
走，它们就这样联结着青山绿水，也联
结着乡亲们淳朴、美好的情感。

——《竹石小径》（徐翊航，德化实
验小学五年级）

早晨，云像一位羞答答的少女，披
上了一件轻纱，被遮住的面庞若隐若
现。到了中午，云变得千姿百态，好似
魔术师在蓝天这块巨大的幕布上表演。
瞧，一片薄云飘过来，犹如一只小白
兔，只见它弓着身子蹦到幕布上，随风
跳起了兔子舞。可刚跳了几秒，这只小
白兔就一点一点地散开了，不一会儿，
它的耳朵、尾巴、眼睛、四肢也都消失
不见了。看，这时天空中似乎又出现了
一头骆驼，它正在慢悠悠地行走着，但
是不过两三秒钟，这头骆驼的驼峰就飘
走了，四只脚也没了踪影。正当我打算
睁大眼睛仔细寻找骆驼的身影时，蓝天
好似关闭的显示器，一下就把所有的云
都藏了起来，一朵云也找不到了。

傍晚的云更美，夕阳西下，柔和的
光洒向大地，云朵犹如穿上一件橘黄色
的裙子，随风摆动着裙摆。夜幕降临，
云和月亮一起玩捉迷藏，直到夜深人静
时，云才依偎在月亮的怀里，沉沉地睡
去。

——《云》（庄梓坚，泉港庄重文实
验小学三年级）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奉寄稿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