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志要苦，意趣要乐，气度
要宏，言动要谨。

玩游戏

一天，小王对小明说：“我们来玩一个
互相夸奖的游戏吧，你先来。”小明说：“你
真漂亮。”随后小明看着小王，迫不及待地
说：“轮到你了，快夸我。”小王点点头，夸奖
说：“你可真有眼光。”

小锄头

教儿子学写数字“7”时，爸爸说：“你看
可以把这个数字想象成一个小锄头。”

等到练习时，爸爸发现儿子在作业本
上写了好几个“L”，赶紧提醒说：“写错了。”

儿子反驳道：“小锄头有时候就是这样
放的呀。”

宠 物

一群人凑在一起讨论养什么宠物
好，甲说：“我这个人比较懒，养的宠物要
能自己找食物，不占地方，晚上陪我，白
天自己去玩。”大家纷纷表示压根没有这
样的宠物。

只有乙笑着说：“怎么没有，可以养蚊
子啊。”

造 句

语文课上，小强趴在桌子上睡觉，老师
发现后叫醒他，说：“你来造一个疑问句。”

小强不知所措地问：“老师，你是叫我
吗？”

老师说：“很好，那你再造一个祈使
句。”

小强回答说：“我没听懂，请您再说一
遍吧！”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奉寄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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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落日，微风，在秋日的泉州古
城里兜风，总能嗅到一抹独特的味道，我
猜这里头混合着花草树木飘散的清新气
味，也有庙宇里香的独特味道，还有老街
古巷中各种古早小吃的滋味。

秋日的黄昏，燥热已被微风安抚，一
时兴起的母亲拧动电动车的开关，载着
我出门去逛逛。家门前的桂花树很快便
被抛到身后，随着车头调转，眼前狭窄的
古巷一下就变成宽阔的街道。一路上，时
而能听到小贩们忽远忽近的叫卖声，途
经的小吃摊上刚出锅的卤料与炸物，不
断散发着香气，引得不少过路人停下匆
匆的脚步。

道路两侧的餐馆琳琅满目，不过面条
店最符合我的喜好，每次只要经过，就挪
不开眼。估计此时正在为饭点做准备，店
里的大锅不断冒出热气，只见老板抓起一
把面条丢进锅里，不一会儿又用漏勺捞起
来，甩干水后放进碗里，淋上喷香的葱头

油，一旁负责煮汤的老板娘则麻利地将煮
好的青菜、肉丸、海鲜等配菜倒入碗中。最
后浇上一大勺滚烫的高汤，一碗香气四溢
的闽南风味面条就做好了。

我还没来得及闻一闻那碗汤面的味
道，母亲又带我拐进另一条喧闹的街道。
看到一旁人行道上一个戴着红领巾、背
着书包的小男孩蹦蹦跳跳地走过，我才
发现原来这里是自己上小学时每天的必
经之路。过去每次放学，这条街上总能看
到叽叽喳喳的孩子们，还有翘首寻找孩
子身影的家长们。那时若是爸妈没空来
接放学，我就会跑去街口的一间小卖部，
用攒下的零花钱买些时兴的小玩具和零
食，再把它们偷偷藏在书包里，隔天带到
学校和同学分享。有时放学后，我还会和
要好的同学一起去街上的书店看一会儿
课外书，之后再有说有笑地结伴回家。这
些放学后会做的小事，看似普通，却能让
我快乐很久。

车速平稳地驶进一条繁华的老街。
印象中过去这条街的两旁，大多开的是
服饰店和珠宝店，现在则变成了各种奶
茶店、小吃店、面包店和纪念品店，有些
店铺大概是刚开业不久，门口还拉着横
幅，摆满鲜花，招牌很是抢眼。我不禁感
叹着古城老街的变化，母亲听了笑着说：

“有空要多出门走走，多看看，不然以后
工作去了外地，就记不住家乡的模样
喽。”我笑着应和，不经意抬起头，才发现
天空已经渐渐变暗。一盏盏路灯亮了起
来，无论是刚下课的学生们，或是焦急等
待红绿灯的上班族、外卖员，还是正在欣
赏风景的游客，每个人的脸上都被柔和
的灯光映衬得闪闪发光，熠熠生辉。

不久后，电动车驶入了江滨大道，迎
面而来的晚风吹动着发丝，让人感觉格
外舒服。路边的小公园传来富有节奏感
的音乐，看来是广场舞大妈们正在“夜
训”。车行驶到半道时，母亲偶遇了熟人，

便停下车与之寒暄起来。耳边的音乐声、
汽笛声和闽南语交谈声交错在一起，意
外的和谐，一点也不嘈杂，把它当做背景
音，我下车远眺江的对岸，此时奔波一天
的人们陆续回来，纷纷点亮家里的灯，那
些亮闪闪的灯光，就像天上的星星落下
来，美不胜收。

在古城里兜兜风，一路上的所见所
闻和邂逅的风景，大多是熟悉又常见的。
不过看着这些在眼前不断更迭的景致，
我才忽然品出那抹独特味道，原来还有
着另一番“隐藏滋味”，或许那就是独属
于这座古城的迷人烟火气，它温暖而亲
切，总让我对这片土地更深地眷恋。

（作者系华侨大学 2022 级汉语言
文学专业学生）

在古城兜风
□汤桐苏

爷爷说自己年少时，经常与伙伴们
一起去顺济桥玩耍，偶尔还会在桥上吃
冰棒或是喝四果汤。长大后，他们仍不
时相聚在桥上，只是不再疯跑，而是坐
着或是倚着桥的护栏，迎着带潮气的江
风，听滔滔的江水，看络绎不绝的船只
从桥下驶过。爷爷说，以前到顺济桥，
不仅能见到鸥燕振翼翱翔在云水之间
的景色，还可以看到附近码头上云集的
商舶渔舟。

不过如今的顺济桥已像一位饱经
沧桑的老人，我只能闭着眼，在脑海中
想象这座大桥初建时，宏伟壮观、意气
风发的模样。不过在废弃的旧桥不远
处，如今已建起一座气势恢宏的新桥，
上面每天车水马龙，繁华喧嚣。但相较
于我对新桥充满好奇，爷爷和他的老朋
友们却依然喜欢在傍晚时分，去旧桥附
近漫步。因为在他们眼中，顺济桥不仅
是一座桥，它还承载着诸多童年的美好
回忆。

——《顺济桥》（李铵益，通政中
心小学北校区五年级学生）

一走进餐馆，映入眼帘的是红牛肝
菌、长裙竹荪、鸡油菌等各种各样的菌
菇。它们的图片被挂在墙上，每幅图的
下方还有一段关于菌菇的介绍。我马上
猜到今晚的“硬菜”应该是这些菌菇。

此时不少菌菇已经被餐馆服务员
洗得干干净净，有序地摆在圆形餐桌
上，静待我们来品鉴。餐桌中间还放着
一锅热气腾腾的土鸡汤，等汤被烧开
后，妈妈给我盛了一碗，又往里添了一
些煮熟煮透的菌菇，让我赶紧尝一尝。
我闭上眼睛，把菌菇放入口中慢慢咀
嚼，忽然发现它们的味道和想象中的不
一样，尝起来特别鲜香爽滑，美味极
了。我越吃越起劲，一口接着一口，根
本停不下来，刚吃完一碗汤，我又让妈
妈帮忙再舀一碗。大快朵颐的我，吃得
手心和额头都微微冒出了汗。这一顿独
特的菌菇大餐，着实让我大开眼界、大
饱口福。

——《美味的菌菇火锅》（林子晴，
泉州市安溪县第八小学四年级学生）

秋，染黄了树叶，风，把一片片变黄
的落叶带到窗前，也让我想起了与爷爷
一同度过的那些秋日时光。

过去因为父母工作忙，经常是爷爷
来照顾我。爷爷家的门前有一块稻田，秋
日一出门就能闻到一股清新的稻香。家
里的院子种着一棵梨子树，春天一到，它
就会用小白花打扮自己。到了秋天，这棵
树上便会结出甜甜的果子，送给我们品
尝。

每当看到树上长出梨子，我就兴奋
不已。“爷爷，快来摘梨子。”我时常一边
欢快地大喊着，一边拉着爷爷的大手向
院子里跑去。“好，好，好，你慢点跑，别
摔着。”爷爷连声答应着，即使腿脚不太
利索，他还是努力地迈开步子，跟上我的
脚步。

顽皮的我，很爱爬到树上，用手摇晃
树枝，再让爷爷守在树下接掉落的梨子。
不过爷爷一向不让我这么做，一是因为
太危险了，二是这样做容易把梨子摔坏，
也就不好吃了。

摘下的梨子，当然不能直接啃了，对

于我这个自诩为“小美食家”的人来说，梨
子就得做成冰糖雪梨才美味。酸甜的汤汁
加上可口的梨肉，那滋味简直美妙无比，
光想着就让人口水直流。于是每次摘完梨
子，爷爷又会被我拉进厨房，毕竟他可是
炖梨汁的高手。爷爷每次煮梨汤，那香甜
的气息便会顺着锅盖飘出来，引得我忍不
住去揭开锅盖，顾不上烫就要盛一碗来
喝。爷爷常说，我那熟练的动作，一看就是

“偷吃的老手”。
估计是我每次偷尝几口就赶紧收

拾，一般不会被爷爷发现。他有时走进
厨房时会疑惑地问：“咦？汤怎么少了
这么多？”我一听就立马装作在看书，
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

时光荏苒，后来鲜少去爷爷家了，
但我仍难忘那棵挺拔的梨树和可口的梨
汤，更忘不了爷爷陪我度过的那些快乐
时光。也是在长大后，我才明白，生活中
的点点滴滴，都藏着幸福的味道，它们看
似寻常，让人每每回想，心头就像涌起一
股暖流，犹如喝了一碗梨汤般甜蜜。

（作者系永春崇贤中学初一年学生）

我懂得了幸福
□郑琪敏

面线糊是泉州的一道传统小吃，而
我吃过最美味的面线糊，则是阿嬷做
的。

印象中，阿嬷做面线糊的动作很利
落。她通常是先煮一锅高汤，再往里放
入丝滑的面线，煮熟后盛入碗里，再把
小肠、醋肉、油条等配料加入，最后还得
撒一些能“点睛”的葱花和胡椒粉。端上
桌后，可见碗里细如发丝的面线在汤中
若隐若现，那独特的美感仅是看着，就
能让人胃口大开。忍不住舀起满满一勺
入口，满口的鲜香滋味，在带着凉意的
深秋品尝，身体总会感觉暖乎乎的。

平时只要一想到面线糊的好滋味，
我定要缠着阿嬷下厨煮一碗。有次心血
来潮，我还好奇起了面线糊的做法，想
要学一学，于是便溜进阿嬷房间，请她
抽空教教我。阿嬷欣然应允了，随后带
我走进厨房，她不像平时那般麻利地备
料，而是先教我怎样切葱花，如何洗干
净猪肠。等我学会了起锅烧汤，阿嬷又
拿来一些小白菜放在案板上，教我用刀
把菜切成条状。待锅中的高汤沸腾，我
还学着阿嬷的样子，轻轻地把细如发丝
的面线放进去，然后拿起一双筷子，依
葫芦画瓢地跟着她一起轻轻地搅动高

汤，让面线受热更加均匀一些。
锅里的热气开始升腾，高汤与面线

的香气萦绕在厨房中，光是闻着味道，
就让人垂涎欲滴。面线糊出锅后，一如
阿嬷平时的做法，我往碗里加了各种配
料，又撒上一些葱花与胡椒粉，这碗被
我称为“阿嬷牌”的面线糊就做好了。

夕阳落山，阿嬷搬来一张长凳，将我
做好的这锅面线糊放在上头当做晚餐。
我们祖孙俩坐在院子里，一边吃着面线
糊，一边欣赏秋日的夜色，耳边不时传
来晚归鸟儿的鸣叫声，感觉既惬意又温
暖。

阿嬷是疼爱我的长者，她做的面线
糊系挂着长长的亲情羁绊，溢出浓浓的
亲情。如今我学会了她的手艺，也期待
着以后能多为家人煮一份美味的面线
糊，把阿嬷的味道继续
传递下去，我想这不仅
是延续温馨和传统，也
能将藏在食物里的爱
传达给他们。

（作者系惠安县螺
城中学初二年学生）

面线糊
□程 禹

不久前的
一个周末下午，
我写好作业，便

拿来一本科普书翻阅。突然
书中一个叫做“茶水变墨
水”的有趣实验，吸引了我
的注意。书上介绍这个实验
前，先提问“茶水加带有生

锈的物品等于什么？”我心想这
还不简单，肯定是茶水。可一看
答案时我疑惑了，因为书里写的
是墨水。我对这个答案半信半
疑，受好奇心的驱使，我决定尝

试做一下这个实验。
说干就干，我起身去厨房找来一个大

碗，再去柜子里抓一大把茶叶，并烧了一壶
开水。最后还从家里的工具箱中翻出了此
次实验的“主角”，也就是一颗生锈且凹凸
不平的铁钉。

实验正式开始，我按照科普书上介绍
的步骤，先将一大把茶叶放到碗中，再倒入
烧开的水。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茶水终于

从淡绿色变成土黄色，我赶紧取来一把镊
子，小心翼翼地将那颗极为重要的锈铁钉，
慢慢地放进茶水中。随后我屏气凝神，紧盯
着茶水，生怕错过任何一个精彩瞬间。不一
会儿，原本是土黄色的茶水，果真渐渐变成
黑色，犹如墨水一般。我见状高兴得大叫起
来：“成功了，我做的实验成功了。”

听到我的欢呼声，爸爸走进屋间，询
问发生了什么事？我随即把刚做的实验，
从头到尾讲了一遍给他听。得知我对这个
实验的原理很好奇，爸爸便解释说，这是
因为冲调后的茶水中，通常含有一种名叫
单宁酸的物质。这种物质一旦遇到生锈的
物品就会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这就是为
何茶水中放入锈铁钉，很快就变成墨水的
原因。

一个小小的实验，让我增加了知识，也
感受到了科学的魅力。我想只要拥有一颗
善于观察的心，未来自己还能继续探索到
生活中藏着的各种奥秘，也能从中收获成
长与乐趣。

（作者系德化县尚思小学六年级学生）

一个有趣的实验
□张恒毅

桂花，是我最喜欢的花。
在我所读的学校里就有几棵
桂花树，它们个头只有一米多

高，树干就像孩童的腿那般粗，每次经
过，我总会忍不住嗅一嗅桂花的香气。
偶尔有调皮的同学去“摇桂花”，只要
抱住树干，轻轻一摇晃，就有好几簇桂
花飘落。那些掉落在地的桂花，不少会

被人捡起带走，它们大多品相接
近完好。我有时也跟着去捡掉落
的桂花，回家后把它们晒干，再贴
在书签上，之后夹到书本里，书页

就充满了桂花的香气。
在五年级的语文课本中，有一篇

文章叫《桂花雨》，作者在里头提到了
老家院子里有几树桂花。而在我的老
家院子里也有一棵桂花树，母亲说那
棵树是在我出生时种下的，家里人想
让它陪着我一起长大。如今这棵桂花

树长得枝繁叶茂，每次回
老家，我总能闻到浓郁的
桂花香。那抹花香与丁香、
兰花的香气有所不同，它

的香沁人心脾，虽很浓烈，但闻了
不会觉得腻。过去在这棵桂花树
下，常能见到我与弟弟、堂姐、堂

弟一起玩耍的身影。每次我们玩累了，
就一起坐在树下吃奶奶做的桂花糕。
可以说，我的老家记忆中，一直有桂花
树的影子，它就这样伴着我走过一个
个春夏秋冬。

听母亲说，桂花也分很多种类，比
如有一种叫做“四季桂”，顾名思义，就
是一年四季都会开放的桂花，学校里
和老家种的都是这种桂花树。还有一
种是单桂，它只有一个季节会开放，这
种桂花的花期比较短，往往没开多久
就凋零了。快要凋零的时候，风一吹，
单桂树上的花就会扑簌簌往下掉，好
似下了一场朦朦胧胧的金色小雨。

相比于艳丽的玫瑰、牡丹，桂花
的个头小得多，一朵也不过指甲盖
那么大，许多花才能形成一簇。不过
桂花虽小，但胜在数量多，多得好似
天上的星星，也是缀满了我的童年。
在我的眼里，桂花才是最美的，每次
看见它们，总会感觉心情愉悦，好似
烦恼都被抛在脑后，也像与家人一
同坐在树下吃桂花糕一般，快乐又
幸福。

（作者系泉州市剑影实验学校六
年级学生）

桂 花
□许紫昕

有着不少红砖古厝的小巷里，小野
猫沿着墙角悠闲地溜达，不时传来阵阵
鸡鸣狗吠，这就是我记忆中家乡的样子。

不过印象颇深的，还是老家的那座
拱桥，过去总有肩扛锄头的乡亲在桥上
往来。有时得空休息一会儿，大伙儿便头
戴大大的斗笠，倚着锄头，站在桥上的阴
凉处说笑话仙，有时聊家长里短的琐事，
有时讨论谁家养的鸡鸭猪牛更肥。桥上
最不缺的是孩子们，他们不是站在桥上
欢快地向河里投掷小石子打水漂，就是
趁着大人们不注意，偷偷坐在桥的栏杆
上，调皮地晃着小脚。直到听到长辈们焦
急地呵斥，才纷纷跳下栏杆，一窝蜂地嬉
笑着跑开。

那座拱桥，默默地陪伴着几代人走
过似水的岁月，也见证着几家欢喜几家
愁的悲欢离合。渐渐地，在四季不断更迭

中，孩子们都长大了，桥也慢慢变老了。
又是一年的秋，我拎着大包小包回

了家，远远就望见桥上倚着锄头小憩的
阿嬷。午后还有些毒辣的日头，照在老
人沧桑的脸上，斗笠下被汗水浸湿的灰
白头发，一缕缕紧贴着鬓角。一阵风拂
过，带来些许凉意，也吹起了阿嬷身上
那件老旧碎花衫的衣角，只见她眯着
眼，脸上带着慵懒的笑，好似这温柔的
秋风也吹跑了劳作留下的疲惫。望着阿
嬷的身影，我顿时觉得格外心安，好似
透过这阵轻柔的风，也嗅到了家的气
息。

进了家门，一眼就看到院子里垒得
高高的花生藤，阿嬷慢悠悠地放下了肩
上的锄头，招呼着我过去看看她的收获，
脸上是得意的神情。阿嬷一向喜欢干农
活，一刻都停不下来，说话间，她抓起一

把花生藤，不停抖落上面的泥巴。见甩得
不够干净，她又用力在板凳上摔打两下
花生藤，直至泥巴完全脱落。如小葫芦般
的花生一个个都露出来了，阿嬷赶紧用
布满皱纹的大手把它们逐一摘下。三下
五除二，很快就让花生们脱离了藤蔓，纷
纷落入竹筐的怀抱中。

阿嬷手上抖泥土、摘花生的动作不
停重复着，我也跟着蹲下身，学她的样子
摘花生。不熟练的我摘得不快，阿嬷便不
厌其烦地帮我纠正动作，见我有些笨拙
的模样，阿嬷还咯咯直笑。

摘着摘着，我的思绪又飘远了，脑海
里忽然浮现出每次离家的情形：腿脚不
便的阿嬷总是深一脚浅一脚地尽力跟上
我的步伐，陪我去村口等车。临上车前，
她还不忘递一包煮熟的花生给我，口中
一直叮嘱说：“记得有空常回家啊。”

“来，晚上咱们煮花生吃。”阿嬷的声
音把我从回忆中拽回，看着她慈和的脸
庞，再环顾一下老厝的院墙，我不禁嘴角
上扬。心中也不由得庆幸，就算时光匆
匆，阿嬷依旧是记忆中的亲切模样，家也
是那个熟悉的模样，老家的一切都还是
如过去那般美好。

犹记得刚离开家去外边求学时，我
还享受着一个人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
总觉得自在逍遥。但时间一长，我就开始
感到一种无法言喻的寂寞，渴望着家人
的陪伴和关怀，时常会想要回家，想去看
看思念的亲人，也去瞧瞧那座拱桥。总觉
得每次走在那片熟悉的土地上，即便只
是短暂地重温那些温馨的旧时光，也感
到十分满足。

（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
学院2022级学生）

回 家
□连垚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