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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新苗火热投稿进行时

投稿邮箱：wenduxinmiao001@sina.com

下载APP“掌上温州”
打开“教育亲子频道”
可以查阅《新苗》刊发的作品

凡在《新苗》版面刊发作品的小作者，

请在稿件见报一个月后到温州都市报稿酬

领取处（市区公园路105号温州日报报业集

团大厦808室），凭稿件见报当天报纸和学

生证件领取稿酬（周一至周五工作时间）。

咨询电话：88096791 本刊编辑部

告小读者

炊烟
■平阳县职业教育中心高一（14）班 鲍王润

朝阳渲染了半边天，炊烟袅袅升起，渐渐地，炊烟

与晨雾交融，乡村这个充满烟火气息的地方，就从这片

朦胧开始。

风儿拨弄着枝叶，树上早起的鸟儿高声唱着。鸟

声婉转绵长，成了乡村里的人们耳边最美妙的歌声。

人们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和谐不禁让人心情愉悦。

炊烟道道升起，乡村里的宁静被一阵喧闹打破

了。村里顽童一起床，就像脱缰的野马四处奔跑起来，

一边追逐打闹着一边笑着。等到他们跑累了，停下了，

熟悉的声音也在回荡——“走归吃饭哦”。

孩子们一下子四散，都朝着各自的家里跑了去。

他们跑回家的步伐显得那么急切，就怕慢一点又得被

家里的长辈们臭骂一顿。乡村又重归宁静了。

乡村生活很稳定，人们有不少休闲时间。早饭后，

暖阳照耀，老人们可以悠闲躺在躺椅上，耳边听着“咿

咿呀呀”的唱戏声。即使有农活，人们手中的任务也不

多，哪怕劳累，人们脸上也洋溢着幸福的喜悦。

傍晚，夕阳映照下，各家又忙碌起来，炊烟又升起

来了，热心的主人家在备好新鲜美味的食物后，会邀请

邻舍乡亲来吃，听人家赞一声“好吃”，主人家就能高兴

一整天。夕阳、炊烟、老屋和村民，已然组成一幅乡村

水墨。

我的奶奶原本住在山上，几十年前搬了下来，就住

在村子里——直浃河村。老屋很普通，白墙黑瓦，墙上

还爬上了爬山虎。门前有块菜地，用篱笆围着，一年四

季不同蔬菜，自给自足。屋内，水泥地，白粉墙，还有个

土灶。奶奶常用这口土灶，烧出各种美味佳肴，炊烟升

起的时候，就是我大饱口福的时候。

读高中后住校，回村里少了。周五放学，远望炊烟

升起，就知道快到奶奶家了。吃饭的时候，奶奶说，你

还记得隔壁那位刘阿姨吗？就是以前经常请你去她家

玩，给你东西吃的那个。我点点头，嗯嗯。“前几天，她

走了，心脏病发作。”奶奶沧桑的脸上不禁有点落寞。

第二天一早，看到刘阿姨住的老屋，布满青苔的烟

囱上，偶尔飞来几只麻雀，可熟悉的炊烟再也没有升起

来。我呆呆看着它，就这样呆呆看着它。

我的“香”朋友
■温州大学附属第一实验小学六（1）班 吴晨晗

风信子，是一种花，它开花时芬芳迷入，令人陶醉。

我的这株风信子就是我的心爱之物，我与它之间

也发生了很多故事。

这株风信子不大，就摆在我的窗前。风信子的花

瓣是白色的，没有一点瑕疵，像雪一样。形状两头尖，

中间宽，摸上去很光滑。风信子开花时，整个房间都充

满了风信子的香气，那香气好闻极了，能让人感到无比

舒畅。

“蒜”变“仙子”。风信子一开始并不漂亮，是它的

不懈坚持，不懈努力，让我知道了“蒜”也能变“仙子”。

这株风信子不是刚买回来就开花的，一开始一

点也不好看。尖尖的头，扁扁的身子，乍一看就是一

颗大一点的“大蒜”。既没有形，也没有香，和我想的

完全不一样。我就随便把它放进一个装有水的花瓶

里，再没有管过它。过了几天，我无意间发现这颗

“大蒜”下面长出了白白的、细细长长的根。于是，我

把风信子放进一个大小合适的花瓶，往花瓶里灌满

水。第二天，风信子尖尖的头上长出了一个白白的

芽。这风信子长得可真快。没过几周，风信子就开

出了雪白的花了。

丁玲说过，“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

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风信子也一样，

只要它想往上长，“蒜”也能变“仙子”。

风信子，我的倾诉伙伴。

其实，我内心的秘密，风信子比爸爸妈妈知道的

多。每当我心情不好总会和风信子说，不知为什么，把

我的烦恼告诉风信子，我也就没那么难过了。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次数学怎么又考这么

差。”面对妈妈的质问，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妈妈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我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委

屈。我一口气跑回房间，关上房门。我看着风信子，

它散发出来的香味让我好多了。我把风信子放到我

的面前，轻声问它：“你也觉得我很差吗？”风信子没

有说话，但我仿佛听见它在说：“没事的，失败乃成功

之母嘛。你的基础也不差，只要再加把劲，下次一定

会考好的。”我看着风信子，眼睛里充满感激。风信

子散发出的香气吹干了我的眼泪，让我的心得到了

放松。

风信子是我真诚的伙伴，无论我向它说多久，它都

不会嫌我烦，而是很认真地听我讲完，并且用它的清香

安抚我。

风信子，它已经成了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

分。友情，它不一定是人与人，也可以是人与物。只要

双方互相帮助，激励前进，就是一段友谊。无论这段友

谊是长是短，都值得珍惜。

我爱风信子，是它让我成长，是它在我难过时给我

安慰。它不仅是我的心爱之物，也是我的知心朋友。

快乐的跑者
■温州市蒲鞋市小学双井头校区五（13）班 张恺扬

抬起大腿，带动小腿向前、带动脚尖离开地面，我

的身体就往前弹射……慢慢加快频率，就感觉自己像

箭一样，如光似影。耳朵旁只剩下呼呼的风声，眼前的

一切都在快速移动……这给我带来了极大的欢乐。

奔跑的感觉令我着迷。我早上跑、周末跑、去拿快

递跑、跟爸爸妈妈散步也跑……这也让我越跑越快。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终于用两条健壮的大腿拉着我

70来斤的身躯奔进了学校田径队。

记得到田径队报到那天，体育王老师一看我圆滚

滚的身材，险些让我去练垒球，甚至还有同学叫我“小

胖墩”，这让我有些伤心，但更使我燃起斗志。我当时

就想，我要成为学校田径队跑得最快的“小胖墩”！

从此，我更加认真地对待训练。一周三次，一次两

个小时的训练，我从不落下。训练中每个动作我都尽

力做到最好，尽管它让我累得有些窒息。但我收获颇

丰：我的小腿冒出了硬邦邦的腱子肉，大腿也慢慢地浓

缩出肌肉。跑步教会我的是自律，是克制，是不放弃，

是死磕到底！这些品质提升了我的速度，当我跟同学

赛跑获胜后，我会很自豪：这就是训练的成果！经过一

段时间的训练，我被老师选中，代表学校参加鹿城区田

径运动会100米、200米的比赛。那一刻，我感到所有

的汗水、泪水……都值了。

一转眼，两年过去了。现在的我还是那么爱跑，而

且还喜欢上了慢跑。快到考试了，慢跑会降低我的压

力。心情不好了，慢跑会使我暂时忘却烦恼。我享受

着肺的微痛与身体往上弹起的轻松，这让我每天都很

快乐。

我不停地跑着，快乐着，只有受伤时，我才暂停脚

步。归来，我又是一个快乐的跑者。

指导老师 丁微

变色龙
■温州市百里路小学 林佳瑾

当我再次翻开契诃夫的《变色龙》时，便会想起与

组长一同值日的那个午后。

“又是讨厌的值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我

嘟囔着。

“别吵！”组长尖着嗓子大吼，“你和我一起去提水

桶！”

“哦。”我无精打采地答应着。

我和组长提着水桶去厕所接水，到了厕所门口，组

长捂着鼻，皱着眉，五官顿时挤在了一起，嫌弃地说：

“厕所太臭了，你一个人去打吧！”

“哦。”我接完水，水桶立马变沉了许多，我踉踉跄

跄地把水桶拖出了厕所。我本以为组长会和我一起提

水桶，没想到她不管不顾，悠闲地在前面走。“给我走快

点儿！”组长趾高气扬地说，随之还翻了一个白眼。

老师经过这儿，组长一把抢过水桶，还不时用手擦

擦“汗”，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冲老师微笑，倒显得我游

手好闲，老师微笑地冲组长点点头。

回到教室后，组长放肆地坐在老师的座位上，恶狠

狠地说：“你们赶紧干活，小心我扣你们的分！”令人联

想起无理而傲慢的贵妇。

之后的每次值日都是这样，而我们呢？真是哑巴

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学期结束后，老师将“最美劳动者”的称号给了“最

最亲爱”的组长，可是，她真的配得上“最美劳动者”这

个称号吗？

清欢
■温州市第二十一中学高一（9）班 叶依佳

清风，古道，西塘角。寻一两清欢，纵任一个心怀

漂泊之意的人，窥这古城一方。

“嘞——哦嘞咿——”绵长有力的叫唤声滑向天

际，偶尔有几句嘈杂的低语。顺着声音的方向，扭过头

去。几位船夫支着木桨，或站立或半蹲，哼着小曲儿在

乌篷船上卖弄着。微光在空中泛起微黄，勾勒出船夫

们劳作的模样。走近些，船夫们顶着竹条编的小尖帽，

身着灰布衣，卷起裤腿，皮肤晒得黝黑。欢笑时，常有

褶子挂在眉眼旁，憨厚可掬却不失硬朗。船随着桨滑

动，是那样轻盈，游鱼般欢脱。他们时低语时欢笑，声

音却很轻，似乎谁也不愿打搅这诗意般的西塘。

已是午后，一把吉他，一段男声口白。轻柔稳重的

温暖，像深处一个安静的黄昏。夕阳把世界染成淡古

黄。古桥驿道。手搭木桥边，柔嫩轻软的苔藓触在指

尖，湿湿的。像抚着过往的时光，忆起许多温暖的往

事。檀木香、古木味一把涌入鼻腔。桥梁上的雕刻精

美非凡，边缘虽有些被侵蚀，但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

照进来的地方。

是夜，委身西塘石街。琉璃流苏挂在灰瓦白墙边，

在亮黄的灯光下炫目如斯。晚上的西塘是热闹的。若

说下午的西塘是吉他手，那夜晚的西塘是柴米油盐的

人间。它是活的，灵动的，有烟火气的。我喜欢这样的

人间。

小摊像开了染坊一样铺在条条石街上。琳琅满目

的西塘风格小玩意儿，囿着江南的柔情，如烟花般绽在

眼前。小小木雕、发簪和花苞等多种多样，摆放木艺品

的小摊边还落满花木屑，生椰汁、甘梅冻、画糖人等小

食让人眼馋。空气中来回飘荡着酸甜的味道，夹杂着

干苦的草本香，像暗波在缓缓涌动。荷叶裹着软糯的

米和佐料在舌尖绽放，诱使每个味蕾的雀跃。“糖葫芦、

糖葫芦，十元一串，十五元两串嘞”“西瓜包甜，不甜不

要钱”……叫卖声此起彼伏，悠远至无尽一般。近处，

一个小孩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母亲讨串糖葫芦，得到

后笑得开怀，转溜着得逞后的小眼珠，心满意足地摇头

晃脑。“岁月浓淡总相宜，人间有味是清欢”，也莫过于

此了吧。

跨过门槛，推开厚重的木门，进茶馆。服务员们束

起长发，腰上围着绣花裙，拎着银壶前来迎客。点壶花

茶，上二楼小阁。茶的清香甘甜溢在口中，令人满足。

抬头仰望星空，月镀了层光芒，在地平线的这端伸向那

头，撞入黑蓝的雾中，直至不见。很少有这样宁静的

夜，去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回想今天如梦一般的旅程，

恍惚得像个童话。我似乎真的找到属于自己的清欢

了。

时光不老，清欢不消。

很高兴，我坠入西塘的网，一揽清欢。

指导老师 周亦丹

少年的信仰
——《赶太阳》读后感
■温州市实验小学五（2）班 曹珈淇

太阳从山中探出了头，渐渐地升上了天空，照得人

暖暖的。心中的太阳也升起来了，闪着迷人的光芒，温

暖而有力量，金花、小伟和罗矮子也该出发了……

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一支身穿灰蓝色军

服、头戴八角帽的队伍来到了福建长汀，他们爱护百

姓、秋毫无犯的一举一动，三个少年和村里的人都看在

眼里、也明白在心，这来的是自己人。

是的，这支队伍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1934年

9月30日清晨，蒙蒙细雨，福建长汀钟屋村观寿公祠堂

门前的大草坪上，数千名红军战士默默站立，他们不少

人的军装上血迹还未干透。除了红军战士外，还有赤

卫模范连、少先队300多人也将跟随大部队一起转移，

开启一段艰险的远征。

长汀毛岭下的三个少年却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赶

上集结的队伍，此后结伴走上了追赶红军的道路。“河

边的烦恼”“庙里过夜”“关卡遇险”“毒蛇和大叶草”“雪

崩”“草地夜行”……一个个章节，将金花、小伟和罗矮

子漫长、艰辛和一波三折的追寻之路渐渐展开，我为他

们笑，也为他们哭。

他们未曾停下的脚步牵引着我们，进入了一个伟

大而壮丽的历史事件。

长征是红军用长长的、深深的脚印，写在中国大地

上的一部壮丽英雄史诗。据记载，红九军团是中央红

军四个军团中走的路程最长，达到三万七千公里，走的

时间最长，达到两年之久，途经福建、江西、广州等十几

个省。

可以想象，三个少年的小小脚印，在曲折追随中，

在与一个个红军将士的相识与离别中，在血与火的考

验里，渐渐变得明亮、勇毅和坚定。

合上书，我脑海里仍回响着三个少年坚定的脚步

声，那是他们永远的追随，从眼前一直撞响到遥远的明

天。战火硝烟虽已远去，红色精神仍熠熠生辉，我感觉

自己的心被一种浩然大气激荡着。

书中的金花、小伟和罗矮子只有十五岁，比我年长

几岁。他们已经赶上了太阳，而我也正在赶太阳的路

上。我想，不论这轮太阳是微小还是伟大，只要我们追

逐着光的方向，那束光便会在心间发光发热，散发温暖

与力量。

人生有涯，信仰无疆，少年与中国一起成长！

指导老师 郑纯洁

谈鹅色变
■温州市中通国际学校五（2）班 赵婉淇

鹅，实属一种看似绅士实则强悍的禽类。

爷爷家的楼上，养着一群大鹅。我以为它们和阿

猫阿狗一样温顺可爱，便铁了心地想去看看。上楼时，

父母像看笑话一般捂着嘴窃笑，还朝我抛来忠告。这

并没有影响我，好奇心如雨后春笋冒了头。

一打开门，满地狼藉：大白菜被啃了几口，杂乱地

躺着，鹅屎占领了每个角落，独有的臭味如钱塘江大潮

般席卷而来……天啊，看到这一番画面，我感觉肚中排

山倒海，差点就要呕吐出来。

在如此触目惊心的环境里生活，竟悠然自得，这鹅

大哥是何方神圣？它的适应能力真让人叹为观止。

呀，鹅先生入镜了，一个个戴着橙色的口罩，好似头顶

着美味的橘子。咦？都说色白如雪，翅膀尖怎么是棕

色的，像戴上了手套？大概是受楼上的环境影响吧。

它们走起路来屁股一扭一扭，高昂起的头让它的自信

如喷泉挥洒，像一位达官贵人隆重登场。张开翅膀时，

好像拉开两块幕布，又似飞机即将起航。

“啊！啊！”几声洪亮的叫声惊醒了我。这鹅发现

了我，一个个眼冒凶光，扑着翅膀，蓄势待发，随后朝我

飞奔而来。此刻，我的脑袋像丢入洗衣机短了路，全身

上下的血液好似在害怕地呐喊，身体抖如筛糠。潜意

识里，我的脑海如一块大屏出现了“逃”字，双腿便像安

了马达，拔腿就往门口跑。而大鹅呢，穷追不舍，嘴里

装着个喇叭叫个不停，好像在对我破口大骂，大概是怪

我没带吃的去看望它吧。

要不是爷爷及时赶到，我怎么可能摆脱这臭烘烘

的地狱？

现在，我还是谈鹅色变。即使看到那池中优雅的

天鹅，我的脑海也会浮现出被“泼妇”大鹅追赶的可怕

经历，不受控制地绕道而走。 指导老师 刘秋波

借
■温州市绣山中学七（2）班 夏梓芯

从历史中回溯记忆，从山村中窥见变迁，从孩子的

目光中，笃定人情世故带来的磨练与成长。它，《借我

一生》，记录了从自然中来，兜兜转转又回到生命开端

的文字。

读在曾经，是三年级。

当我从成堆落灰的书籍中将这本暗褐色又极富年

代感的小传取出时，翻开扉页，寥寥几行文字却带给我

一种前所未有的感受。借我一生，为什么是“借”？无

数个疑问促使我翻开此书，沉浸于生命与时代的变迁

之中，然而我稚嫩的目光，还无法读懂作品中蕴藏着的

酸楚与无奈，只觉得作者孩提时代与众不同的经历很

天真很质朴，就像吴石岭那座山的质实无华与水清见

底的美好，仅此而已。

再读之时，已然失去。

而第二次翻阅此书却是因为外婆的离世。要知

道，我的整个童年都是浸在老人家烧的纱面汤中的。

只是那时，汤还未凉，人却走了。外婆临终前唯一的托

嘱，便是要葬在家乡的山中，我不理解是为何，直到遇

见这段文字。

“我知道，这是因为他在感受生命暮色的同时，遥

望到了山际的晚霞。”

那是我第一次走进山中。从第一章带给我山的亲

切，到最后一桩桩生命的安息，都给予我极大的震撼与

感动。但直到我真正走进去，才感受到，在自然面前，

文字的片面和苍白。

外婆就停在一棵古树下。铭文里未提到任何关于

这位将家庭从贫困到小康，把三个孩子拉扯大读上大

学的祖母的事迹。但低头看向烛光中摇曳着的石板

时，泪水还是不自觉地涌出。

外婆的墓，从此一眼望去便是炊烟袅袅的老家。

山道两边，是两片斜斜的山坡，每座坟墓都是一段秘

语，写在草树茂密的书页上。这本书，有旧章又有新

篇，这是人生最终的归宿。

现在回看，此去经年。

最近一次再与此书相遇是最近老屋被拆。听到这

个消息，我忽觉心中最柔软的栖息地处被人挖走了一

大块。想到污水的大缸，空荡的床板，落灰的灶头……

这本陪伴整个童年小传里那一句，“借住了一生，还是

借住。”

借我一生，是作者对于人生无尽的感慨和灵魂浪

迹天涯、断桥故乡的深情。

人，从山中来，终要会到山中去。那些在作者童年

里曾经留下浓墨重彩的过客，兜转一生的重逢，却是在

山里无言的遇见。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人生的必经之

路与悲哀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