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唤不回来，明天还不确
定，你能有把握的就是今天。

校园风2024 年 11 月 22 日 星期五
15□责任编辑：陈士奇 □美术编辑：姜贝

□电话：0595-22500062 传真：0595-22500084 E-mail:qingyuan@qzwb.com

田径赛跑就要开始了，操
场上人声鼎沸，热闹非凡。选手
们站在起跑线上，个个摩拳擦
掌，跃跃欲试，他们脸上带着紧
张的神情，目光坚定地望着前
方。“各就各位！”裁判员一声号
令，选手们立即俯下身，两手撑
地，一条腿微曲，另一条腿拉
直，犹如一只只即将展翅高飞
的雄鹰。随着一声枪响，选手们
纷纷奋力向前跑去，仿佛一支
支离弦的箭。赛场上的欢呼声
和加油声此起彼伏，如海浪般
一阵高过一阵，听得我也热血
沸腾起来。

很快，有两人从选手中脱
颖而出，仿佛两匹脱缰的野马
驰骋在最前面。选手们你追我
赶，观众也不停地加油助威。突
然，一位选手摔倒在地上，但他
并没有放弃，而是迅速爬起来，
顾不得受伤的腿，依旧踉跄着
朝前方跑去。当这位选手冲过
终点时，同学们一拥而上，将他
团团围住，关心他的伤势，也深
深为他的拼搏精神所感动。

——《冲锋》（沈乾承，泉州
市新华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

老家排骨饭选用的食材很丰
富，不仅有必不可缺的猪排骨，还
有胡萝卜、玉米、蘑菇等配料。猪
排骨选择时也有讲究，得挑肉质
紧实且带有一些油脂的才好吃。
烹调排骨饭是一个技术活，要先
把胡萝卜和蘑菇切成丁，再与玉
米粒一起倒入锅里翻炒。随后加
入猪排骨后，还得添加酱油、盐等
调味料。待猪排骨烹煮至半熟状
态，就可以把煮过的白米饭放进
锅里一同热炒。

盛排骨饭的容器也很特别，
是一个个小竹筒。等饭吃完了，
我有时还和小伙伴把这些竹筒
清洗干净，再从当中挑选出一个
颜色最青且表面最光滑的竹筒，
把它做成一艘小船。手巧的我，
会用纸张做两个帆和一个舵，再
把它们“安装”到竹筒上。力气大
的小伙伴还拿来刻刀，在竹筒上
面挖一个洞，当做“小窗户”。做
好后，我们就把这艘“竹筒船”放
到小溪里，目送着它随波逐流，
渐渐远去。

——《故乡的排骨饭》（徐翊
航，德化实验小学五年级）

一到冬季，泉州的天气仿佛多了些许
厚重感。清晨，薄雾笼罩着古老的街巷，温
润的空气中还夹杂着一抹若有似无的海风
味道。每到这个季节，我就会想起外婆家的
那座老宅和门口那条不知走了多少遍的青
石板路。

过去每年入冬后，父母都要带我回一
趟老宅探望外婆。外婆一向闲不住，到了冬
天好似更加忙碌，因为她总爱在这时做些
拿手的点心，往往不是在厨房里炊粿做糕，
就是制作芋圆，每次走进老宅就能闻到各

种食物的香气。看到我

回来，外婆立马笑着从厨房端出热腾腾的
芋圆，笑眯眯地说：“快吃，冬天吃这个最
养胃了。”瞧见我狼吞虎咽的模样，外婆就
笑得合不拢嘴。

外婆住的老宅后院还种着木瓜和柚
子。柚子在泉州可是秋冬时节的标志性水
果。外婆种的柚子个头不大，却饱满多汁，
剥开后淡黄色的果肉在阳光下散发着诱人
的光泽。每次摘下新鲜的柚子，外婆会先将它
剥皮拆分，然后再告诉我哪一块甜、哪一块
酸，好似这些果子的味道，她早已了然于心。

外婆的家离公园很近，那里也是我儿
时最喜欢去的地方。每到冬天，我就和表哥

表姐们一起到公园里捡落叶。公园里的黄
叶、红叶夹杂着绿叶，交织成一幅别样的画
面，漂亮得让人挪不开眼。我们还会把那些
落叶带回家做手工，用剪刀把它们剪成各
种形状，然后贴在纸上做成画，这也是我们
这些孩子专属的冬日乐趣。

有时傍晚，外婆还会带我们去湖里游
船，湖水一到冬天好像就变得特别清澈，金
色的夕阳洒在湖面上，波光粼粼，岸边的芦
苇随风轻轻地摇摆，格外好看。我和表哥表
姐经常在湖边嬉戏玩耍，等我们玩累了，外
婆就从随身带的竹篮里拿出提前备好的南
瓜饼，让我们补充体力。那香甜软糯的味
道，是我儿时最爱的冬天味道。

我最后一次见到外婆，也是在一个微
凉的冬夜。当我和父母一起去医院探病时，
外婆的身体虽然已经很虚弱，但依然坚持

起身为我剥柚子。她将一块果肉递给我，还
笑容满面地说：“这块是最甜的。”我接过
柚子，泪水不禁模糊了双眼，那一刻，感受
到了外婆给予的温暖的同时，我也第一次
深刻感觉到冬天的寒意。

如今的泉州在冬天依然美丽，老街旧
巷里不时飘散着一些“古早味”。每次经过
这些熟悉的地方，我就会想起和外婆一起度
过的美好时光，或许，这就是泉州冬天留给
我的最深记忆，一段属于外婆的温情记忆。

（作者系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雕刻
艺术设计专业2024级学生）

初冬的记忆
□张清邈

●出处：甲子徒推小雪天，刺梧犹绿槿花
然。——张登《小雪日戏题绝句》

赏景：小雪节气悄然而至，但仍然是暖和的天
气，梧桐仍然绿意盎然，槿花也依旧绽放着。

●出处：满月光天汉，长风响树枝。——元稹
《咏廿四气诗·小雪十月中》

赏景：小雪时节，满月照亮了天空，冷风拂过
树枝，发出了沙沙的声响。

●出处：小雪未成寒，平湖好放船。水光宜落
日，人意喜晴天。——韩维《晏相公湖上泛舟赋》

赏景：小雪时节的气温给人一种微寒的感觉。
此时湖面平静且开阔，在湖中泛舟，能欣赏到水
光与落日相互辉映的美丽画面。

古诗词里的小雪时节

都说闽南的日头长，不过小
雪节气一到，早晚的气温还是转
冷不少，于是有了点换季的感
觉。就像从衣柜里翻出厚衣服一
样，我也在相册里找出了一张全
家福。也许是季节轮替，又或许
是离家太久，在丝丝寒风里，我
的思绪又回到了留下这张合影
的午后。

为什么选在小雪那天拍全家
福？我早已忘记缘由，说不定，那
个日子不过是我们一家人的心血
来潮。因为家里一年中拍照的机
会少之又少，我便对那次拍全家
福的经历印象深刻。记得那天出
门前，母亲特地为我套上一件新
大衣，以抵御外头的寒风。我十分
高兴地捏着衣角，左看看右瞧瞧，
觉得自己比平时漂亮多了，出发
前还不忘在客厅摆出各种姿势，
让母亲先为我拍几张照片。见家
人们都准备好了，我第一个打开
大门，飞也似的跑到屋外等候，即
使外面的冷风吹得脸颊生疼，我
的心情仍然如阳光般明媚。我一
边跺着脚，一边朝屋里头的父母
和姐姐挥手，招呼他们快出发。

一路欢声笑语，我们来到了
照相馆。在我幼小的心里，那时的
照相馆是可以与游乐园相提并论
的好地方。因为那里有宽敞整洁
的大厅，也有琳琅满目的服饰，还
有垂着幕布的摄影房，每一处都
让我心驰神往。在大厅里等待片
刻，照相馆的工作人员便带我们
进屋拍照了。记得当时首先拍的
是单人照，我迫不及待地跑在最
前面，大人们也乐意让我先拍。于
是我奔向摄影区，满心欢喜地拿
起小道具，开始摆起造型。闽南的
冬天，户外仍然是翠绿一片，但是

当画着漫天飞雪的幕布一落下，
我瞬间好似在镜头前“穿越”到
北方，成了在雪地里嬉戏的小女
孩。摄影师哄着我用不同道具做
各种动作，我也乐此不疲地配合
着。随着相机闪光灯一闪又一
闪，一个个美好的瞬间就这样被
定格下来了。

单人照拍完后，就到了拍全
家福的时候。已在旁边独自玩了
许久的我，再次一蹦一跳地来到
镜头前，估计是怕我调皮，父亲还
走过来把我抱进怀里。那天父母
亲并排坐着，父亲让我坐在他的
腿上，姐姐则依偎在母亲身边。父
母都是不常拍照的人，在镜头前
显得有些拘谨，不过他们的表情
始终是亲切、和蔼的。反观我和姐
姐就笑得一脸灿烂，尤其是我，双
眼都弯成了月牙的形状。如今再
看那张老照片，仍会被当时的欢
乐感染，我想自己的那个笑容，正
代表了天真无邪的童年。

随着成长的洪流呼啸而过，
我离幼时的自己越来越远了。长
大后离家在外求学，能与家人一
起拍全家福的次数变得越来越
少，反而心中的思念愈来愈长。幸
好有这张全家福陪着我一起远
行，它就像一个时光机，能“带”我
跨越时间的长河，回到与家人们
在一起的快乐时光。

小雪时节又如约而至了，寒
风再次吹来，使我不禁想起，自己
有多久没和家人们聊聊天、说说
话了？或许现在就可以打个电话
回去，对亲爱的家人们说一句：

“什么时候，我们再去照一张全家
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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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雪拍张全家福
□李晓婷

浮云掠过天际，十一月的寒风肆意高歌，吹落
了一地枯叶。太阳匍匐在屋檐上，鸟雀不停地叽喳叫
着，红砖厝间，却氤氲着闽南人迎冬的热烈气息。

锅里沸腾的水，让肥嫩的羊肉泛着诱人的光
泽，独特的“四物”香气中还带着一抹酒香，这就是
一到小雪时节，阿嬷必会做的羊肉汤。只见她娴熟
地将当归、白芍、熟地、川芎倒入锅中，再把滑嫩的
羊肉放进去，最后还不忘浇一些高粱酒，只为让汤
的滋味更加香浓。

此时的天气还算不上寒冷，只是有些凉意罢
了，让人感觉颇有几分“冻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
时温”的惬意与悠闲。厝里升腾的袅袅烟气，与初
冬的暖阳缠缠绵绵，相互推搡着，不知不觉还“溜”
到古厝的红墙外，引得路人一闻就觉得浑身暖洋
洋的。锅里的汤仍在沸腾着，羊肉和配料“热情相
拥”，不时有藏不住的酒香与药材香飘出来，“一不
小心”就窜入我的鼻腔，使人食指大动，只想赶紧
舀一勺汤来尝鲜。

“锅里的肉烂咯！”只要听到阿嬷的喊声，我的
心便跟着雀跃起来，随后肯定等不及地奔进厨房
舀汤。阿嬷依旧像往年一样，从锅里捞出一些炖得
软烂的羊肉，分装在大海碗里，嘱咐我先帮忙端去
给厝边头尾品尝。这些羊肉汤一送出去，定能收获
无数的感谢与赞美。每次邻家阿婆瞧我送来一碗
羊肉汤，便急忙从屋里捧出一小坛酿了许久的药
酒，让我带回家。阿婆酿的药酒滋味醇厚，黑漆的

瓷缸都封不住那股浓郁的酒香，阿公一尝就啧啧
称赞，之后吃饭时，定要一口羊肉配一口酒。

小雪这一天，雕梁画栋的古厝里不仅飘散着
羊肉汤的香气，还一直充满着欢声笑语，大人们坐
着话仙吃肉品酒，孩子们兴奋地追逐玩耍。就像阿
公常念叨的那句闽南俗语：“古厝顶上有出戏。”在
每一段与节气有关的故事里，都深藏着一份叫
作“闽南生活”的小确幸，那是一抹带着柴米
油盐的烟火气，让人一尝就会感到幸福
无比。

（作者系晋江市子江中
学初二年学生）

古厝迎“小雪”
□陈佳煜

不知从何时起，我迷上了那一个个由
毛笔书写出的方块字。提笔蘸墨，情抒发于
纸，一笔一画间，不仅是对古人智慧的传
承，更是自我情感的抒发。有时，我沉浸在
王羲之《兰亭集序》的飘逸洒脱中，仿佛能
听见那曲水流觞的欢声笑语；有时，我则醉
心于颜真卿《祭侄文稿》的悲愤激昂，每一
笔都重若千钧，直击心灵。书法，让我得以
跨越时空的界限，与先贤们进行心灵的交
流，感受那份跨越千年的共鸣。

然而，我的书法之路并非坦途。无数
次，面对空白的宣纸，我迟迟不敢落笔，生
怕有一笔下去，会毁了整幅作品的意境。曾
经的我，一度对书法失去了最初的兴趣，只
觉得它枯燥乏味。估计是因为心境的变化，
我的书法练习进入了瓶颈期，即使苦练很
久，书法水平仍然提不上去。写出来的字，
看起来总是软绵绵的，毫无精神，更谈不上
有令人心旷神怡的感觉。怎么都找不到突
破口的我，有次练字时还懊恼地流下了眼
泪，或许是尝到了泪水的苦涩味道，我当下

还萌生了放弃的念头。
但后来上课时，书法老师的一席话点

醒了我，他说：“练习书法，就像做豆腐一
样，大豆得经过磨碎、挤压，先成为豆浆，
之后还要被反复加热和放凉，经过盐卤加
工，最后才能变成人们餐桌上的美食。”正
如老师所说，想要写出富有灵气的书法，
就得付出更多的努力，历经更多的磨炼才
行。终于鼓起勇气的我，决定认真面对挑
战与磨砺，加倍练习，心里也再次坚定了
学书法的信念。

于是我开始调整心态，提笔前不再犹
豫不决与焦躁不安，下笔的过程中也不再
匆匆忙忙，急于求成。或许是受到这个状态
的影响，纸笔相碰时，一横一竖，一撇一捺

都变得平稳而有力。慢慢地，我写出的字不
再像过去那样没有精气神，看着苍劲妍丽
的笔迹悉数“绽开”在如莲的宣纸上，我终
于重拾了学书法的热情与信心。之后我还
开始尝试临摹不同字体，从篆书到隶书，在
练习新笔法的过程中，又一次激发了我对
书法的浓厚兴趣。

辛勤付出总会有所收获。无数次的练
习和不懈的坚持，让我的书法作品渐渐在
一些比赛中崭露头角，并收获了不少好成
绩。当听到书法老师给予的肯定与表扬时，
我的眼眶不禁湿润了，但不同于过去的苦
涩滋味，这次的泪水味道是甘甜的。

（作者系惠安科山中学初一年学生）

书法之路
□庄宜诺

在植物的世界里，有热情似火的玫
瑰，有向阳而生的向日葵，有坚强不屈的
小草，但是看起来不太起眼的蒲公英，却
总能引起我的注意。

校园内的一个角落，时有几株像白色
绒球的蒲公英从叶间长出来，它们被碧绿
的叶子衬托得格外显眼。放学后，我经常
跑去观察这些蒲公英，忍不住轻轻一吹，
便能看到上面的白色种子缓缓脱落，有的
飘入草丛中，有的飘到榕树下，有的则向
天空飘去。

校外的路边绿化带，也长着一些蒲公
英，它们的样子并不逊色于别的花朵，一
簇簇的种子经常能吸引路人的目光，有时
会有人像我一样好奇，停下脚步，对着蒲
公英吹一口气，想看看那些种子将飘向何
处。

看着在空中自在飞舞的蒲公英种子，
我不由得想起过去回外婆家小住的日子。
那时一走出屋外，就能闻到一股清香，好
奇地搜寻了一番才发现是外婆的邻居家
门口种着好几簇蒲公英。这个消息一传
开，不少孩子便纷纷跑来看。有时我们凑
在一起偷摘几株蒲公英，把它们上面的种
子吹向远方，有时只是静静地坐在一旁等
风来，看着蒲公英被风吹得四处飘散。每
次去看蒲公英，还会碰见一只白鸽，它被
关在房檐下的鸟笼里，估计是嗓子受伤
了，一直发不出“咕咕咕”的叫声。来看蒲
公英的时间一长，包括我在内的孩子们都
跟这只白鸽熟悉起来，见主人不管它，我
们还经常偷偷给它喂面包。

一次，有一个好心的小男孩拿来一根
长竹竿，想尝试将鸟笼的锁扣拨开。他把

竹竿高高举起，然后慢慢地靠近锁扣，第
一次只把笼子弄得左摇右晃，吓得白鸽在
里面到处乱飞。第二次，小男孩把锁扣敲
得叮当作响，差点将邻居家的大人引来。
第三次，笼子的锁终于被打开，白鸽犹豫
了许久，小心地顶开门，探出半个身子，观
察了一会儿外面的环境，最终才拍打着翅
膀飞出来。目送白鸽飞远，低头不经意一
瞥，我发现一根洁白的羽毛落在蒲公英丛
中，赶紧跑过去捡起来，并把它带回家珍
藏起来。

听说自由是蒲公英的花语，如今每当
微风拂过，看到蒲公英的种子随风飘散，
我总会想起那只白鸽，真心希望它依旧能
像蒲公英那样在天空中自由飞翔。

（作者系泉州市剑影实验学校六年级
学生）

蒲公英
□龙诗晗

上课铃响了，我迫不及待地站在操场上
等着上体育课。谁知体育老师说：“这节课，来
测一下同学们的一分钟仰卧起坐。”

一听这话，我心里叫苦不迭，感觉难度好
大。因为测试标准是一分钟内，要完成20个
仰卧起坐。而我平时最多只能做完11个。这
可怎么办呀？我有些垂头丧气。

很快轮到我测试了，我咬牙坚持做到第
15个仰卧起坐时，就听到了结束的哨声。正
担心测试不过关时，体育老师的一句话又给
我带来了希望，只听他说：“不合格的同学，可
以之后再补测一次。”于是我暗下决心，一定
要回去好好练习，顺利通过下次的补测。

说做就做，我回家后立刻和爱好运动的
爸爸商量，一番讨论后，他为我“量身设计”的
训练便开启了。首先是完成“站立体前屈”。爸
爸说做好这个动作的目的，是拉伸韧带和刺
激骨骼肌。接下来的几天，放学后我都会和爸
爸一起去锻炼，先是慢跑热身一下，随后双脚
并拢站立，再弯下腰，把手伸向地面，样子犹
如一只煮熟的虾子。我做动作时虽然努力把
手伸向地面，但总是差了几厘米。见我动作无
法达到标准，爸爸便帮我把手往地上拉，即使

听到我大喊“好酸”，他也不放手。没想到这个
方法竟然有效，两个星期后，我的双手终于可
以触摸到地板了。

第二个要训练的，当然就是仰卧起坐了。
爸爸让我尝试挑战一次做12个为1组的仰
卧起坐，慢慢再将1组增加到3组，最后实现完
成5组的目标。爸爸说这样做能先积累量，提升
腹部肌肉的适应能力。可是第一天练习下来，我
就想放弃了，因为实在好累。隔天起床，我的小
腹肌肉更是酸痛得厉害，甚至课间休息时和同
学聊天，忍不住一笑，就感觉腹部疼得不行。虽
然我以身体不适为理由拒绝训练，爸爸还是看
出了我的惰性，继续拉着我训练。谁知经过一个
星期的练习，我的小腹竟然不痛了，仰卧起坐的
动作也能顺利完成。两个星期过去，我终于可以
一口气做完25个仰卧起坐。

等到补测的时候，一分钟没到，我就做了
23个仰卧起坐。“终于成功了！”我顿时松了
一口气，心里更像吃了蜜一样甜。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通过这个小小
的测试，我也切身体会到了“功夫不负有心
人”这句话的含义。

（作者系永春县鹏翔小学五年级学生）

功夫不负有心人
□郑佳昊

（（CFPCFP 图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