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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慢行

老师问学生小刚：“为什么你每
天上学都迟到？”小刚回答说：“老
师，因为我每次走到学校附近，就会
看到一个路标上写着‘学校路段，请
慢行！’，之后就走得很慢很慢。”

流 浪

回家路上，小宝突然大喊：“快
看，有只小野猫！”妈妈纠正道：“那
不是小野猫，是流浪猫。”回到家，小
宝把书包一扔就往外面跑，妈妈生
气地喊道：“怎么才回家就又要出去
野了？”小宝立马回答说：“我才不是
出去野，我只是打算去流浪一下。”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便奉寄
稿酬。）

（（CFPCFP 图图））

（（CFPCFP 图图））

蚕宝宝们刚到家时，还像一只只
乌黑的“小蚂蚁”。它们总是安静地待
在盒子里，一副“蚕生地不熟”的样子。
不过，当我把几片桑叶放进盒子中，这
些蚕宝宝就露出“吃货”的本性，立马
爬上桑叶，开始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两周后，蚕宝宝已经不是之前的
“黑蚂蚁”了，它们的身体长度已经快
达三厘米，身上的颜色也从黑变白，食
量更是大得惊人。这些蚕宝宝的嘴就
像移动的“桑叶粉碎机”，胃也犹如一
个个无底洞，怎么都塞不满。瞧，我一
把桑叶放进去，它们就蠕动着身体，在
碧绿的桑叶上慢慢地爬行，同时不停
张开如锯齿般的小嘴，一拱一拱地啃
食着叶片，不时还发出“沙沙”的响声，
就像在演奏一首交响乐。没过多久，一
大把桑叶就被蚕宝宝们吃光了，我放
桑叶的速度真是一点都赶不上它们吃
的速度。

——《蚕宝宝成长记》（傅润宇，泉
州市通政中心小学四年级）

妈妈身材匀称，不胖也不瘦，她的
脸上总是带着温暖的笑容，每当我遇到
烦恼，妈妈都会以温柔的方式，轻轻拂
去我心头的阴霾。记得有一次，我不慎
将心爱的衣服划破，看着那个大洞，我
懊恼不已。妈妈见了便拿出针线盒，从
里头挑选出与衣物颜色相近的线，随后
用它帮我修补衣服。针线随着妈妈灵活
的手指上下移动，好像在衣服上翩翩起
舞，没过多久，那个显眼的破洞就被她
补好了，衣服也仿佛从未受损一样。我
不禁赞叹道：“妈妈，您真是咱家的缝补
大师！”妈妈听了这话，脸上顿时笑开了
花。

除了缝补技艺了得，妈妈还是一位
厨艺高超的大厨。无论是做简单的蛋炒
饭，还是烹调梅菜扣肉、回锅肉、糖醋排
骨等菜品，只要妈妈“出手”，就是令人
垂涎欲滴的“妈妈牌”佳肴。我知道，这
些菜都饱含着妈妈对家人的爱，才会如
此的美味。

——《全世界最好的妈妈》（吴垲晟，
安溪县第八小学五年级）

吃了十八年的碗糕，也该觉得有些腻
了，但是每次见阿嬷揭开灶上的锅盖，瞧
见蒸得“笑”开花的碗糕，我肚子里的馋虫
就又被勾了出来。

直到现在，那个老灶台还在老家石头
厝的厨房里，它是由大块的石头一块一块
垒起来的，时间一久，灶台的石壁还长出
不少青苔。阿嬷过去很喜欢用这个灶台煮
东西，尤其是逢年过节，这个灶台总能

“变”出不少好吃的，比如粽子、五香卷，当
然还少不了各种糕粿，其中就有我爱吃的
碗糕。

平日里，我爱待在屋里，不过只要听见
厨房里传出动静，知道阿嬷要用老灶台做
碗糕了，我定会飞奔下楼，跑去帮她生火。

阿嬷做碗糕时，总要备一些面粉、白
糖和酵母。先把面粉、酵母和水一起倒入

盆里搅和均匀制成面浆，接着让面浆
“醒”十几分钟，阿嬷才会再往里加一些
白糖，最后还得把做好的甜面浆倒进模
具里。做碗糕的模具通常是一个个红纸
碗，它们的表面还印着黄色的“福”字，看
起来很喜庆。阿嬷有时也用瓷碗来做模
具，这种瓷碗是棕黑色的，样子很特别。
不过家里没有，想要用时，阿嬷就要去邻
居家借。

等红纸碗被面浆填了八分满，就可以
一起放到锅里的大蒸盘上，再摆到灶台里
蒸。有时灶膛里的柴火不够用，我还得跑
去院子里把存放的木柴拿出来。若是柴火
烧得旺，我便坐在矮凳上守着灶台，看着
柴火燃烧，听着锅里的水发出“咕噜咕噜”
的响声，闻着从锅里冒出来的阵阵香气，
我就觉得很快乐。阿嬷总怕我累着，一直

叫我去屋里休息，自己则不时蹲下来，拿
起木柴往灶膛里塞。我见了就赶紧把凳子
让给她坐，接着跑去屋里再拿来一张凳
子，然后紧挨阿嬷坐着，一起等碗糕慢慢
蒸熟。

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阿嬷会起身掀
开锅盖瞧一瞧。看到碗糕都“咧嘴笑”了，
父亲就该“上场”了，这时他总是先拿出两
双筷子，从蒸盘的洞里插进去，稍微调整
一下角度，就立刻把蒸盘从锅里“夹”出
来，再放到一旁的桌上晾凉。父亲的动作
一向很迅速，生怕一个不小心就把碗糕弄
掉了。一盘碗糕蒸熟出锅，阿嬷紧接着往
锅里放一盘新的红纸碗，随后盖上锅盖，
继续等待柴火把它们“催熟”。

刚出锅的碗糕很漂亮，高温让它们
“笑得一脸灿烂”，不过模样虽好看，但还

是缺点颜色。于是阿嬷会拿起菜刀对着一
根筷子的顶端“砍”几刀，使之表面出现一
个“田”字。用这根筷子蘸点红曲泡的水，
再把筷子上的“田”字印在碗糕上，加了红
色的点缀后，碗糕就变得喜气洋洋了。

碗糕做好了，我总要第一时间拿起来
品尝。不过热腾腾的碗糕，实在烫手，我吃
的时候只得两手轮流拿着，还得小心翼翼
地把变软的红纸碗撕掉。虽然吃起来有些
费劲，但咬下碗糕的第一口，还是觉得美
味无比，那滋味真是令人欲罢不能。

想来许久没吃碗糕了，希望下次回老
家时，还能陪着阿嬷一起烧柴做碗糕。毕
竟那散发着柴火香的碗糕，看着不太起
眼，却带着家的烟火气，对我来说，是怎么
都吃不腻的味道。

（作者系华侨大学文学院2024级学生）

碗 糕
□侯慧茹

老家门前有一棵石榴树，它独自倚靠
院子的围墙，一小截树枝穿过院墙，好似在
窥探院外的世界。这棵树的枯瘦枝条上长
着一些零散的叶子，浅褐色的树干还带着
深浅不一的沟壑和纹路。小时候的我常站
在树下，轻轻地摇晃垂下的枝条，感觉像是
和石榴树握手，期望能和它成为好朋
友。夏去冬来，这棵石榴树也默默
地陪我度过了好几个年头。

夏日的石榴树下，不是一个纳凉的好
地方。因为比起其他树，石榴树长得过于瘦
弱，阳光总能轻易地穿过枝叶间的缝隙，在
地上洒下一个个光斑。因为遮不住阳光，大
人们不会在树下小憩或午睡，这也让我意
外寻得一处玩耍的好地方。儿时的午后，我
经常踩着地上的光斑，从这一个跳到另一
个。跳累了，就坐下来，歪着脑袋数着地上
的小光点，“一个、两个、三个……”这棵石
榴树下，就这样记录了我许多美好的童年
时光。

早就将这棵石榴树视为好朋友的我，
有时还是会“惹”它生气。记得有一年石榴
树开花了，一朵朵鲜艳的红花在枝头绽开，
引得蜜蜂和蝴蝶纷至沓来，小小的院子也
变得热闹起来。顽皮的我趁大人不注意，

偷偷爬上树，踩着枝干去逗弄那些
忙着采蜜授粉的蜂蝶，一点都

不怜惜新生的花朵，不时还把娇嫩的小花
苞碰掉。随着我手指不停地拨弄，叶片开始
发出“哗啦啦”的响声，我这才惊觉石榴树
好像不开心了，赶紧从树上下来。但为时已
晚，我回屋后就感觉身子发痒，请大人帮忙
检查后，发现是树上的“痒虫子”悄悄落到
我的身上。没过多久，我的后背和手上都长
出密密麻麻的红疹子，我心想，这估计是石
榴树给的惩罚吧。

洗完澡，涂了药，我再次走到石榴树
下，感到愧疚和自责的同时，也第一次明白
了阿公常说的，只有定时给树驱虫，才能让
它免受虫害的侵扰。我不禁猜想这棵石榴
树以前遭受虫害时，是不是也像此刻的我
这样难受？于是我暗下决定，以后要和大人
们一起为石榴树杀虫，也不再爬树去糟蹋
枝叶和花朵，一定要用心爱护这个陪伴我
的好伙伴。

后来在石榴树下度过的时光，变得愈
加有趣而有意义，我会时常跟着大人们给
这棵树除草、浇水和施肥。到了秋末时节，
石榴树上的果实成熟了，瞧见一颗颗石榴
像灯笼般挂在枝上，我就和阿公一起站在
椅子上，拿着剪刀，小心翼翼地将果实剪
下来。等圆滚滚的石榴摆到树下的石桌
上，母亲就拿来小刀把它们对半切开，让
大家一起品尝晶莹的果肉。吃不完的石
榴，会被母亲用心存放起来，她总说这样
待到初冬亲朋相聚时，就能继续拿出来分
享了。

寒风轻拂树梢，绿叶变黄飘落，成熟的
石榴已被阿公摘下，由母亲收拾妥当以备
入冬品尝，我才发觉，原来自己在这棵老树
下，又走过了一年。

（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
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23级学生）

石榴树下
□刘 晨

车穿过车水马龙的市区，一眨眼的工
夫，就到了阿嬷家，这里离海很近，一下车
就能闻到海水的味道。

许久未见，阿嬷已是满头白发，让人不
禁感叹时光飞逝。一见到我，阿嬷立马上前
嘘寒问暖，满脸都是笑意。我们一起坐在院
子里的木椅上聊天，抬头还能瞧见不远处
海浪拍岸的情景。见我总是朝着海的方向
看，阿嬷笑着问：“既然来了，要不去海边走
走？”见我立马点头，阿嬷又说：“等会带些
海蛎回来，晚上给你做海蛎煎吃。”

这天的天气分外好，万里晴空，一来到
海边，就能瞧见礁石上满是海蛎。我一边踏
浪，一边用目光追随着阿嬷拾海蛎的身影。
和她一样忙碌的，还有海滩上一群穿着黑
色布裤和花色外衣的阿姨和阿嬷，她们有
的肩上扛着工具，在海滩上寻找被海浪带
上岸的海货，有的则拉渔网或推着小木船，
慢慢地朝一个停靠点走去，看起来应该是
要将捕鱼的工具收集起来。

正当我看得出神，阿嬷的呼唤声忽然
传来，看样子是海蛎备好了。带着满满一桶
海蛎回到家，阿嬷转身就进了厨房，见我紧
跟其后，她念叨着说厨房热，立刻把我“赶”

了出去。我只得靠着厨房的窗台，探头往里
看着阿嬷忙活，只见她先撬开海蛎坚硬的
外壳，取出肥美的海蛎，然后将它们放到鸡
蛋、葱花、地瓜粉混合的面浆里，最后再放
进滚烫的油锅煎熟。多种食材融合的香味，
随着热气钻入鼻腔，我一闻就食指大动，垂
涎欲滴。

眨眼间，太阳没入了地平线，天边的火
烧云也逐渐由浅变深。“乖孙，吃饭了。”阿
嬷一边喊我，一边把刚出锅的海蛎煎摆上
桌，我这才发现阿嬷还特地搭配了胡萝卜，
这也与葱花、海蛎相映成趣，让海蛎煎看起
来更为秀色可餐。待米饭被端上来，我便一
口米饭就着一口海蛎煎，大快朵颐起来。

吃完晚饭，阿嬷带我出门散步，此时
家附近的古街上人头攒动，灯火通明。走
过去才知是不少小吃摊聚集在此，形成了
一个热闹的夜市，其中还有售卖海蛎煎的
摊子。看着摊主娴熟的手法，阿嬷特地停
下脚步，跟我详述起海蛎煎的制作过程。
我牵着阿嬷的手，聆听她的细致讲解，闻
着熟悉的海蛎煎香味，内心洋溢着幸福与
满足感。
（作者系惠安县螺城中学初二年级学生）

海蛎煎
□陈圣烽

高三的日子，宛如被拧紧发条的时钟，
一刻不停地滴答作响，紧张与压力如影随
形。不过家里那一方小小的阳台，还是给我
提供了一个舒缓压力的静谧天地。

虽然课业繁重，但是只要我一有空，就
会到阳台侍弄花花草草。这个不大的阳台，
总能让我感到惬意与放松，而那些生长茂
盛的植物，也变成我的好伙伴和倾诉对象。

出门上学前，我有时会先跑去阳台看
一眼沐浴在晨光中的花草，或是拨弄一下
叶片上的晶莹露珠，我尤为喜欢触碰薄荷
的叶子，因为在水珠的润泽下，它清新的气
息会愈加明显，一闻就沁人心脾，仿佛能驱
散所有因为学习带来的困倦和烦躁。到了
假日，我则喜欢到阳台静静地观赏可爱的
植物，有时还从阳台往下看路上的行人与
车辆。楼下的街道上，上班族总是行色匆
匆，他们的脚步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驱
赶着，目标明确却又略显疲惫。汽车一辆接
着一辆呼啸而过，扬起一片淡淡的尘烟，好
似城市的呼吸，带着些许急切与喧嚣。有时
我还会看到邻居家的孩子背着小书包出
门，那小小的身影在晨曦中显得有些单薄，
却又充满活力，他们如同我一样，都对未来
充满了憧憬与期待。

有时候，我还会在傍晚时分来到阳台
赏景，若是碰到好天气，夕阳便把天空染成

一片绚烂的橙红色，犹如随意用油彩涂鸦
的画卷，而被余晖笼罩的花草，则像被镶上
了一层金边，看起来格外亮眼。这时我最喜
欢做的一件事，是坐在板凳上看天边的晚
霞，放松一下备考的紧张情绪，并从花草的
生机中汲取能量。偶尔有微风吹来，花草随
风摇曳，那模样好似在低声细语，又像是在
为我加油鼓劲。

在阳台小憩的时光，是短暂又珍贵的，
这也是我高三紧张学业中的一个小确幸。
每当我离开阳台走回书房，重新面对那些
复杂的习题时，心中就会多一份淡定与从
容。我想在这个紧张的高三时光里，自己应
该像那些花草一样，无论面对的是阳光雨
露还是狂风骤雨，都要保持向上生长的姿
态。只要把压力当做成长的催化剂，努力生
长，总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作者系泉州第十一中学高三年级学生）

阳台时光
□杨靖斌

初冬的一个周末，我前往造瓷厂，观
看一件瓷器的诞生。

一走进造瓷厂，热气顿时扑面而来。
往里走就瞧见一群正在忙碌的制瓷匠，他
们大多皮肤黝黑，双臂健硕，身上穿的裤
子还沾满泥点。

这时，一个大盆吸引了我的注意，
因为里头有两位制瓷匠正光着脚，不停
地踩着盆里的泥土，我走上前询问，才
知这个工序叫做“踩泥”。所谓“踩泥”，
就是将从高山上挖来的生泥不断踩踏，
直至空气全都“跑”到泥外，才能获得制
瓷的熟泥。

随着制瓷匠们不停地踩踏，盆里的泥
也开始冒出一个个气泡，很快一盆生泥就

“熟”了。踩好的熟泥，被放到一张木桌上，
由另外的制瓷匠来继续加工。他先是不断

地用手揉搓泥土，再用工具刀把实心的泥
挖空制成一个泥筒，随后又把它放到一旁
的转桌上，继续雕琢形状。

只见制瓷匠用脚一踩开关，桌上的转
盘顿时就如陀螺般旋转起来，他随即伸出
一只手，用食指在泥筒的顶端捏出一个弧
度。转盘不停地转动着，制瓷匠手上的动
作不停，须臾间，泥筒就拥有了一个漂亮
的筒口。紧接着，制瓷匠又将手握成拳头，
然后贴着泥筒的内壁塑型，不一会儿，筒
身就变成上窄下宽的形状。

做好的泥筒被制瓷匠放到一个托盘
上，然后快速转移到冒着热气的窑洞里。
等窑洞的门被关上，我转头一瞧，才发现
那位制瓷匠早已满头大汗，身上的衣服也
被汗水浸湿了。可是他好似浑然不觉，只
是紧盯着窑洞的门，不时将它打开，往里

面添加木炭，只为让火烧得更旺一些。
等待许久后，瓷器终于烧好了，从窑

洞里取出来，我看见了一个美丽的窑杯，
它洁白的杯身上还泛着一点鹅黄色，看起
来仙气飘飘。制瓷匠瞧见我惊讶的表情，
笑着说：“小朋友，你知道吗？想要做成一
个瓷器，往往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每个步
骤都得万无一失，否则制出的瓷器有瑕
疵，就不好看了。”

听了制瓷匠的一番话，我恍然大悟，
原来做事想要成功，就得有足够的耐力，
还要细心。我想自己应该学习制瓷匠的这
种精神，无论是读书学习，还是面对日常
生活，都要保持耐心，专注投入，不急不
躁，方能事半功倍。

（作者系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五年级
学生）

制 瓷
□曾宥铭

拔牙，是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事。而我
的第一次拔牙经历也是印象深刻的。

记得那是 8岁的时候，我的一颗乳
牙松动了，一吃东西就会疼。我平时还不
停地用手去摇晃它，这颗乳牙就愈加摇
摇欲坠。不过这牙似乎还迷恋着柔软的
牙床，就算使劲拨动它，仍一直掉不下
来。时间一长，担心的妈妈便决定带我去
医院拔牙。

去医院的路上，我很紧张，不停地问
妈妈：“拔牙是不是很痛？会流很多血吗？
牙医拔牙会很用力吗？”虽然妈妈反复回
答说拔乳牙不会痛，还鼓励我要勇敢一
点。但我始终忐忑不安，觉得拔牙跟电视
剧里看到的手术场景一样可怕。

到了医院的牙科诊室门口，我又磨

磨蹭蹭地找借口不肯排队，一会说想先
去一趟洗手间，一会儿说要去买个玩具
来安抚紧张情绪，一会儿又撒娇说得吃
个冰激凌才能拔牙。我对妈妈软磨硬
泡，一心只想拖延时间，但妈妈不为所
动，只是一直劝我鼓起勇气面对。最终
我只得迈着沉重的脚步，不情不愿地走
进牙科诊室。刚进入诊室，一般浓烈的
消毒水气味就扑鼻而来，很是难闻。我
抬头一瞥，一把把锃亮的牙医工具似乎
放射出道道寒光，令人毛骨悚然。再看
到牙医正拿着工具为其他病人检查牙
齿，我心里更像是十五个吊桶打水——
七上八下的。

正当我惴惴不安时，妈妈已经和牙
医说明了来意。那位医生听完后便招呼

我坐在椅子上，先为我检查了一下牙齿
的状况，他便起身去准备拔牙的工具。见
牙医拿来一把大铁钳，我顿时吓得双腿
发抖，手臂还起了鸡皮疙瘩。医生见我如
此紧张，笑着安慰说：“别怕，很快就拔
好。”医生让我张开嘴，同时拿起钳子牢
牢地夹住那颗松动的乳牙，随即用力一
拔，牙就掉了下来。“咦？果真不会疼！”发
现只是虚惊一场，我一颗悬着的心总算
落了下来。

现在再回想当时拔牙的场景，还是
会觉得有些哭笑不得。不过我也从中明
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遇事要勇敢，不要
自己吓自己，只有克服内心的恐惧，才能
更好地面对生活中各种挑战。

（作者系德化县尚思小学六年级学生）

第一次拔牙
□苏允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