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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夜色与晨曦交织，迷蒙中，
耳边传来海浪轻轻的吟唱。站在海滩
上，我眺望远方，那些闹腾了一夜的浪
花，随着退潮的旋律，依依不舍地回到
大海的怀抱。正午，烈日当空，大海与天
空相接，浪花簇拥嬉戏，仿佛一群快乐
的孩子。礁石在大海的映衬下，变得五
彩斑斓，而沙滩上，那些只有指甲盖大
小的小螃蟹，正忙着修建自己的藏身之
所，显得那么勤劳又可爱。

傍晚，热气逐渐散去，海浪又迫不
及待地涌向沙滩。起初，海浪声轻柔又
舒缓，随后犹如万马奔腾般争先恐后地
冲向岸边。很快涨潮了，海浪汹涌澎湃，
发出猛虎般的怒吼，海风猛烈地吹打着
海面，波涛翻滚，如同猎豹在草原上狂
奔。看着大海的潮起潮落，我仿佛也看
到了生命的起伏与流转。每一次潮起，
都是生命的开始，每一次潮落，都是生
命的沉淀，望着浩瀚无边的大海，我不
禁感叹着时光的短暂与珍贵。

——《海边观潮》（郑琦芳，泉州市
鲤城区上村小学五年级）

这种苹果呈球形，果皮青一块红一
块的，像是穿着一件红绿交错的外衣，
看起来有点丑萌。我小心翼翼地拿起一
颗丑苹果，感觉它的果皮摸起来很光
滑，近距离观察还会发现它表面有许多
斑点，好似无数颗星星在天空中展示着
自己的美。我拿水果刀削去丑苹果的
皮，它便露出漂亮的果肉，那颜色就像
成熟的稻田，金灿灿的。我忍不住咽了
一下口水，拿起丑苹果凑近鼻尖一闻，
便嗅到一股类似青草的香气，闻到后顿
时感觉神清气爽。

我把丑苹果从中间切开，果肉中出
现了一些红色的小籽，很是特别。我迫不
及待地咬了一口果肉，滋味酸甜，口感爽
脆。可口的果汁滑进口腔，也涌入我的
心房。我一口气把整个苹果都吃进肚子
里，之后一边回味，还一边感慨这苹果
虽然看起来丑，却是无比的美味啊。

——《独特的丑苹果》（郑昊铭，德化
县第二实验小学三年级）

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
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
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
正在走下坡路。你的目光所
及，就是你的人生境界。

泉州的冬天，调皮有趣又独一无二。
而我，尤为喜欢去泉州古城寻找冬天留
下的痕迹。

当晚霞越来越快地将天空染成橙红
色，当繁星越来越早在夜幕中闪烁，当一
轮明月越来越急着高挂在空中，居住在
泉州的人们才会突然察觉，原来是冬天
来了。这里的冬天往往以一种悄无声息
的方式“登场”的，每当住在北方的人们
已经紧裹棉服，泉州人或许还穿着短袖，
咬着雪糕，大汗淋漓地吐槽着天气还不
转凉。

不过泉州的冬天就像一个“小顽
童”，它一向不会错过拉着大家一起玩

“变装游戏”的最佳时期，那些压在箱底
的羽绒服转眼便派上了用场。仿佛是一

夜之间，寒风穿过城中的大街小巷，隔
天一早，人们便都换上厚实的衣裤，裹
紧大衣，躲在围巾后龇牙咧嘴地埋怨
着来势汹汹的寒气，同时还会忍不住感
慨道：“果然泉州的冬天，就是令人猝不
及防。”

冬季来到泉州，看到的不是银装素裹
的雪景，而是一派生机勃勃又姹紫嫣红的
景象。此时的清源山，满地黄绿相间的落
叶，好似欢迎游客的彩色地毯。登上九仙
山，倒是能寻到几分像北方冬日的风景，
只是那些晶莹剔透的景物是雾凇。行走在
城中的天桥上、道路边或是寺庙里，处处
都能发现三角梅的“花影”。还有一些不知
名的绿植，它们的枝条不被束缚，越过红
砖砌成的墙院，一直肆意地伸展着，犹如

一道独特的风景，以张扬的姿态，展示着
泉州冬日的魅力。

腊月将至，慢行在泉州古街旧巷中，
无需通过视觉去特别留意，味觉和嗅觉
总会第一时间与迷人的烟火气“撞个满
怀”。炒板栗、烤地瓜、炸枣、蒜蓉枝、芋
头饼……这些小食都是冬日里能抚慰
人们口腹的“取暖神器”。寒潮来袭时，
去吃一碗热腾腾的面线糊，或是尝一
份甜滋滋的元宵圆，也能轻松赶跑扰
人的寒气。冬夜里，与亲朋好友围坐在
一起煮茶品茗，或是炖一锅酸甜口味
的“二卤汤”，还能体验到围炉的乐趣。

泉州的冬天，好似总是满载希望，又
显得热闹而喜庆。进入腊月，古城里售卖
杂货的小店货架上，已经摆出迎接新年

的商品，做糕炊粿的小摊又开始忙碌起
来。寺庙里的香火飘散着，当中充满了人
们对旧年的告别和迎新的期盼。

我 喜 欢 将 泉 州 的 冬 天 叫 做“ 泉
冬”，它象征着相聚，也寓意着团圆，更
代表着一切落定迎新。在泉州，冬有冬
的来意，风有风的秘密，海有海的欢
喜，楼有楼的故事。“泉冬”是慢慢的，
因为它是此间最美好的情意，“泉冬”
也是快快的，它是追着旧年的尾巴，也
是迎来新年的初始。我独恋“泉冬”，更
爱在街头巷尾中寻找人间烟火的缩
影，在其中慢慢感受古城独有的冬日
浪漫。

（作者系泉州师范学院文学与传播学
院2022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独恋“泉冬”
□蔡均菲

从我记事开始，就常听厝边头尾的大
人们说阿公是“抠门的老头”。

阿公有多抠门呢？他很喜欢赶集，两
个小时的路程，哪怕是夏天，他也从来不
愿花钱坐车。阿公的衣服裤子鞋子穿了几
十年，上面的补丁多得数不清。爸妈每年送
来新衣服，他都舍不得穿，总说旧衣服穿着
更舒服。老家房屋的屋顶是用砖瓦铺的，有
地方破了，阿公就自己爬上房顶添瓦，从不
去找人来修缮。

我的童年，有不少时间是在老家度过
的。阿公过去在屋前屋后养了好几箱蜜
蜂，贪玩的我有次偷偷跑去打开蜂箱，还
没等逗一逗蜜蜂，就被蜇伤了。我疼得哇
哇大哭，直囔囔着要把蜂蜜都吃掉。而别
人口中“抠门”的阿公，则真就拿出

家里存的几罐蜂蜜，摆到我面前，还宠溺
地说：“好好，全都给乖孙吃，把它们都吃
光，伤口就不疼了。”

那时的我很喜欢阿公在门前种的果
树，一到季节，枝上就长满我叫不出名字
的小果子，五彩缤纷，红的绿的黄的都有。
不过阿公说这些果子只能看不能吃，见我
实在眼馋，他会摘一些给我当玩具，每次一
把小果子塞进衣兜，感觉是沉甸甸的。不过
我更爱做的事，是头戴小斗笠，跟着阿公上
山，他忙着下地劳作，我便趴在田埂上抓蚂
蚁。到了傍晚，我会和阿公一起去放羊，他
牵着头羊在前边走，我就跟在羊群的后面。
等羊吃草的时候，阿公还经常跟我讲他年

少读书时遇到的趣事。我不仅出门
时黏着阿公，他做饭的时候，我
也要跑去凑热闹，有时还学着阿

公的样子往灶膛里添柴。每次发现火熄灭
了，阿公就拿来木棍掏几下，柴火立马能重
新燃烧起来，这让小时候的我一度以为阿
公会“魔法”。

我长大后，却很少回老家了，见阿公
的次数屈指可数。直到阿公生病了，我去
医院探病，才与他见了一面。再看到阿公
时，他已经不太记得我是谁了。有时爸妈
来不及送饭，他也不让我跑一趟，自己坚
持走去餐厅吃饭，我犟不过他，只得一同
前往。吃完饭，不愿回病房的阿公拉着我
去散步，那场景就像过去一样。后来得知
自己病情好转，阿公马上要求出院回老
家，爸妈说他是不愿再花钱住院了，抱怨
他还像过去一样“抠门”。

后来有次回到老家，我帮着收拾阿公
的房间，偶然从衣柜里翻出许多新衣服，

还发现了好几沓现金和一本存折。那天家
里人才知道，一辈子省吃俭用又“抠门”的
阿公，其实一直在尽自己所能，想多留一
些钱给晚辈们。

在阿公的床头柜里，我还找到一些发
夹、梳子和过期的小面包。我知道那都是阿
公留给我的，只是我很少回来，这些他存了
许久的礼物，一直没能送出去。

用爸爸的话来说，阿公性格要强也不
善于表达，我想正是因为这样，自己才忽
略了他从前给我的很多的爱。如今，老家
门前的小果树不再结果了，蜂箱也变成空
壳，它们就像我的童年时光，和阿公一起
走进了岁月的长河里，化作一段段只能用
来怀念的回忆。

（作者系泉州工艺美术职业学院视觉
传达设计专业2022级学生）

“抠门”的阿公
□熊莉莉

小区花坛中长着一些漂亮的小花，
不时还飘散着淡淡的芳香。若是靠近草
丛，会发现里面藏着不少小猫。冬日午
后，它们经常眯着眼，打着哈欠，任由暖
和的阳光洒在皮毛上，那场景看起来真
是格外美好。

或许是小区的环境好，吸引了不少流
浪猫来此安家。一天，我和弟弟帮爸爸去
车库拿钥匙，为了抄近道，我俩决定踏过
草丛，谁知一不小心就“闯”入这些流浪猫
的“秘密基地”。小猫们看到我们，如临大
敌，喵喵叫着四散逃开，好几只还惊恐地
窜入远处的小树丛里躲起来，不时小心翼
翼地探头出来张望。

这时我的余光瞥见一抹黄色，定睛一
瞧，是一只老猫留在原地没有跑走。它也不
站起来，只是将头微微转过来，瞄了我一
眼，随即又趴下继续打盹。我正打算凑近观
察，忽然一阵脚步声由远及近，回头一看，
原来是一位年轻的阿姨走了过来。

来到老猫跟前，阿姨放下手中的小
碗，熟练地往里倒入一些猫粮，棕色颗粒
落入碗中，发出沙沙的声音。顿时，不仅老
猫睁开了眼睛，远处躲起来的小猫们也像
听到“开饭信号”，立马都冲过来。它们好
像顾不上我和弟弟这两个陌生人，一起围
着小碗，开始大口吃饭，生怕抢不到猫粮。
临走时，阿姨想摸一摸老猫的肚皮，我刚
想出声提醒她小心，谁知那只看起来不好

惹的老猫，居然翻了个身，趴在阿姨脚边，
非常乖巧地露出肚皮给她抚摸，还不停地
甩着尾巴，好似在撒娇。

见阿姨要离开了，吃完“大餐”的几
只小猫便跟在她身后，像是为其保驾送
行，还不停地喵喵叫，好似在与阿姨告
别。看着眼前的画面，我不由得在心里发
出感慨：原来守护“美好”，也是如此美好
的事。

从那以后，我经常来到草丛，有时逗
小猫玩，有时给它们投喂好吃的，渐渐也
与小猫们熟悉起来。不过我再也没有碰到
那位送猫粮的阿姨，心中还感到有些遗
憾。过了一段时间，我偶然看到离车库很
近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粉色笼子，里面铺
着一张软垫，三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猫安
静地躺在上面打盹，而那只老猫则一直
趴在笼子旁，犹如守护神般保护着那三
个可爱的小生命。走近时，我还发现笼子
的另一边放着一个小型除湿器和一盆
奶。回家后听爸爸提起，才知那是一位年
轻女住户准备的，我心想，估计那人就是
之前给小猫带猫粮的阿姨。

守护生命的美好，需要更多人的力
量。趁着午后阳光正好，我再次提着一袋
猫粮来草丛“接岗”。我想不如就从自己做
起，和那位爱猫的阿姨一样，用心守护这
些可爱的小生命吧。

（作者系惠安螺城中学初二年学生）

生活中的小美好
□黄辰南

或许有人不喜天气寒凉的季节，但
我和弟弟妹妹一直期待着冬天到来，因
为每到这个时候，餐桌上就会出现那道
让我们魂牵梦萦的美食——姜母鸭。

在我的家乡安海，人们过冬时常会准
备几道温补的“硬菜”，比如焖羊肉、焖鹅
肉、姜母鸭等。听家里长辈们说，在物资匮
乏的年代，一年中最难挨的就是冬天。节
衣缩食了许久，在此时“奢侈”地吃些肉来
进补，不仅是为了帮助身体抵御寒气，还
可以积攒一些体力去度过冷冬。

虽然现在入冬可吃的滋补食物五花
八门，但每到岁末，家里长辈还是会做一
些姜母鸭，来为孩子们补充能量。阿嬷煮
姜母鸭时总是先将砂锅置于灶上，倒入
芝麻油烧热，再加入一些生姜进行翻炒。
当姜片表面变成焦黄色，才放进切成块
状的番鸭肉，之后还要翻炒约十五分钟。
鸭肉快煮熟时，阿嬷还要往锅里添一些
香料，同时撒入精盐、味精、加饭酒及冰
糖进行调味。

转眼间，整间厨房都“盛”不下姜母
鸭的香气。但鸭肉还没出锅，我和弟弟
妹妹只能守在灶台边，眼睛紧盯着灶上
的那口大砂锅，恨不得立马揭开锅盖，
尝一口姜母鸭的滋味。每到这时，无奈

的母亲只得走进厨房，带我们去准备碗
筷，试图以此方式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

等待的时间很难熬，但品尝美食的
时刻又是格外快乐。“开饭咯！”只要听到
阿嬷的吆喝声，我们就会马上围到桌边，
一边咽着口水，一边盯着阿嬷将大砂锅
从灶台“运送”到饭桌上。锅盖一打开，一
股姜母鸭特有的香味便伴随热气飘散开
来，那浓烈的味道好似能“直冲”天花板。
等烟气散去，金黄又诱人的鸭肉就出现
在眼前，经过长时间的炖煮，鸭肉早已变
得松软，轻咬一口，立刻就能脱骨。浓郁
的姜味，恰到好处地融入鸭肉中，不仅
去除了肉腥味，还为整道菜增添一抹独
特的风味。每次听到阿嬷问说：“姜母鸭
好不好吃？”妹妹定会一只手抓着大鸭
腿往嘴里塞，一只手竖起大拇指在空中
挥舞几下，那模样着实可爱。

屋外冷风阵阵，屋内却是暖洋洋的。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品尝着热腾腾的姜
母鸭，畅谈着家长里短，尽情欢笑。我想
不单是冬季的“御寒美食”能为身体带来
热量的补充，家人欢聚一堂的温馨氛围，
每个人脸上的开心笑容，同样是抵抗寒
冬的“利器”。

（作者系晋江子江中学初三年学生）

姜母鸭
□颜侑宣

“加油！加油！”有力的呐喊声回荡在绿
茵场上，此时一场激烈的足球比赛正在进
行中。虽然汗水浸湿了衣裳，打湿了头发，
但队员们都在尽最大的努力去拼搏。

作为前锋的我，积极和队员们打着配
合，不断地带着球往前冲，努力寻找攻门的
机会。不过对方的实力与我们旗鼓相当，即
使队员们奋力争球，比分仍然没有突破。就
在你争我夺时，球忽然砸在我的脸上，一阵
火辣辣的疼顿时袭来，我的左眼被砸得一
时睁不开。但是我顾不得那么多，抬脚带着
球，对准球门，猛地一踢，可惜这球被对方
守门员挡住了。就这样上半场的比赛以平

局结束了。
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坐在球场边，一边

拿着冰袋敷着受伤的左眼，一边听教练布置
战术。虽然伤口很疼，可我一点都不在意，

很快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一切进行得很
顺利，对方似乎被我们“压着打”，眼看胜券在
握，意外再一次发生了。球又一次朝我的方向

“飞”来，这次直接击中肚子，我顿时痛得蜷缩
在地上。队员们纷纷冲过来察看我的情况，教
练也赶紧喊我下场休息。“不可以放弃！”一个
坚定的声音却在此时于我的心中响起，毕竟
这是我小学阶段参加的最后一次足球赛，怎
么能轻易离开？何况我还是球队的主力，没我

在场，球队赢的可能性就变小了。

我坐在地上缓了缓，然后咬牙站起来，
对教练说：“我可以继续参加比赛。”教练看
我如此坚定，没有再劝阻，只是嘱咐道：“不
行就喊停，安全第一，比赛第二。”我听了立
马点了点头。

比赛继续进行，对方的状态更佳，这使
我们队踢得有些被动。忽然我方队员传球
时被对方队员拦下来，正当大家以为要丢球
了，我队另一名队员冲了过来，夺下球后传
到我的脚下。发现这是一个得分的好机会，
我铆足劲带着球冲到对方门前，对准方向后
立刻把球踢出去，球不偏不倚地落入球门
中。球进了！那一刻，全场欢声雷动。

最终，我和队员们一起抱着冠军奖杯站
在领奖台上，脸上都露出了自豪的笑容。那一
刻，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许多时候，不要轻言放
弃，只要坚持下去，就会迎来喜人的收获。

（作者系泉州市实验小学六年级学生）

不要轻言放弃
□曾钰焜

冬天的早晨，寒风从窗户的缝隙“溜”
进屋，让刚想起床的我打起了退堂鼓。这时
一阵开门声响起，耳边传来妈妈轻声的提
醒：“快点起床，不然要迟到了。”我裹紧被
子，不停嘟囔着：“天太冷了，我不想起床，衣
服太冰了，我不想穿。”妈妈听后有些无奈，
但还是笑着任由我再赖床一会儿。

不过我也只是嘴上抱怨，又在床上躺
了几分钟，抬头看了一眼时钟，发现再不起
床就要迟到了，我只得打起精神，掀开被子
下床。正担心会冷得发抖，我忽然感觉屋里
出现了一丝暖意，转头一看，原来是妈妈不
知何时拿来一台小暖风机，把它摆在床头，
想让我起床后不会被冻着。我开心地伸手

取衣服，惊讶地发现它们也变得热乎乎的，
就连袜子摸起来也是热的，看来是妈妈将
它们都烘过了。把暖乎乎的衣裤和袜子套
在身上，就像把阳光“搂”进怀里，舒服极
了。那一刻，我真切感受到了妈妈无声又温
暖的爱。

降温后的冬夜愈加寒冷，一天过去，早
上让我留恋的温暖被窝已经变得凉飕飕。
转眼到了该睡觉的时间，我却迟迟不愿关
灯上床，更不想盖上冷被子。妈妈这时走进
房间，有些神秘地说：“你先去摸一下被
窝。”我好奇地把手伸进被窝，一股暖意涌
来，怎么被窝比早晨离开时还要暖和？见我
有些诧异，妈妈笑着说是因为她提前往被

窝里放了热水袋。哄着我盖好被子，妈妈温
柔地说：“快点睡吧，明天还要早起。”见我
仍在床上翻来覆去，寻思着怎么让被子变
得更暖和点，正要离开房间的妈妈又走回
床边，伸手轻轻地把我的被角折了折。没过
一会儿，我便被这个暖洋洋的被窝带进了
香甜的梦乡。

暖意，不仅是阳光带来的，也不单是靠
暖风机、热水袋提供的，它其实更多的是来
自妈妈的爱。我的妈妈就像冬日里的暖阳，
一直默默地为我发光发热，不断给予我温
暖与关爱。

（作者系丰泽区崇德实验小学六年级
学生）

像暖阳一样的母爱
□庄安祺

岁序常易，寒假又至，我们或在阖
家团圆的温馨中感受传统佳节的魅
力，或背上行囊奔赴山海，又或是与新
的兴趣不期而遇。这些闪闪发光的片
段，是心中珍藏的美好回忆，是成长路
上的温暖注脚。

《清源》副刊即日起校园文学专版
《校园风》开启“寒假拾趣”主题征稿，诚
邀大中小学生们以笔为镜，映照寒假生
活的五彩斑斓，记录那些难忘的瞬间、
感人的故事和深刻的感悟。让我们相聚
于墨香之中，回味年节的喜乐，重温假
期的充实，传递生活的熠熠光辉，共赴
这场文字之约，一同珍藏寒假里的“趣

时光”。
征文字数：1200字以内
征文内容：围绕“寒假拾趣”主题，

描绘过年的喜庆习俗，记录与家人的
团聚时刻，或是分享旅行的经历，畅谈
学习的收获，讲述在寒假中的生动
体验。

征稿要求：文章叙述有主线、有内
容、有情节，真实可读，情感真挚。来稿
请注明作者学校、年级、姓名、指导老
师和联系方式。

投稿邮箱：qingyuan@qzwb.
com（请注明“寒假拾趣”征文）

截稿时间：即日起至2月5日

征稿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