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去年暑假的一天，我拉着
表妹来到了游泳池，“扑通”一声

跳进水池，欢快地在水里扑腾起来。可
表妹却笨拙地套上了救生圈!扶着梯子
的扶手，一步一步慢慢地走下了水池。
我大声地呼唤：“妹妹，我来教你

游泳吧！”“好呀！”表妹高兴地说。于
是我先做示范，一边脚打着水花，一边
划动着双臂，嘴里叫道：“妹妹，快学着
我的样子做：蹬脚、划水……”表妹套
着救生圈练习，我在一旁纠正着她的
动作。虽然表妹的姿势不标准，但是节
奏很好。“妹妹，你游泳的动作已经挺
像样了，快把救生圈拿掉吧！”我鼓励
她说。“我可以吗？”表妹瞪大眼睛疑惑
地问。“你一定行！”我为表妹打气，并
拿走了她的救生圈。我在托着表妹的
下巴，她在水里蹬脚、划水。“一！二！

一！二！”表妹按着我的口令
做着动作。一不小心，她呛了
几口水，人也往下沉。我急忙
托住她，让她浮出水面，她一
脸委屈，咧嘴大哭。“我怕！”
说着就要逃走。我一把拉住
她，却被她重重推开，我也喝

了几口水。“你看，这下扯平了！”妹妹笑了，“你也
会喝水啊！”“游泳都会喝水，没关系，我们再来。”
我带着她小心往前，不一会儿，她的动作流畅了。
我放手让她自己游，表妹终于能浮在水面上做简
单的游泳动作，不再怕水了。“哥哥，谢谢，你真是
个耐心的好教练呀！”表妹一脸兴奋，感激地说。
被妹妹一夸，我还真有点教练的感觉。
正得意洋洋呢，一不留神，妹妹摔进了水

池，急得我赶紧跳下去。原来，当教练可不是那
么好玩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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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级的冬天，奶奶买了一件厚
厚的羽绒背心，它摸起来软软的，非常舒
服。我好奇地问奶奶：“这里面是什么
呀？”“里面是鹅毛。”奶奶随口说道。

那段时间，我正在看一部动画片
《小马宝莉》，里面有个动画人物经常拿
着一支漂亮的鹅毛笔，写出来的字特别
好看。我多想也有一支这样的鹅毛笔
呀！于是，我就想到了奶奶新买的羽绒
背心。

有一天，趁奶奶不在家，我拿出剪
刀，又拿起奶奶挂在椅背上的羽绒背
心，“咔嚓”、“咔嚓”，在背心上剪了一个
约两厘米长的口子，把手伸进里面，抓
了一团鹅毛，想找我的“鹅毛笔”。可是
找来找去，全是绒毛状的小鹅毛。我不
死心，又把剪出来的口子拉大一些，抓
了更多的鹅毛出来寻找，可是我失望地
发现一根大鹅毛也没有。反而，身上，椅
子上，地上……被我弄得全是鹅毛。

奶奶回来了，看见羽绒背心变了
样，再看到房间里一片乱糟糟的样子，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只好一五一十地

把事情告诉了奶奶。奶奶听了又
好气又好笑，她郑重其事地对我
说：“傻孩子，羽绒背心里面的鹅
毛都是小的绒毛，只有鹅翅膀上
的几根最大的鹅毛才能做鹅毛
笔。”我看着被自己剪坏的羽绒背

心，心里非常惭愧。
唉，我应该多看书，多掌握一些生活常识，就

不会再闹这样的笑话了！

! ! ! !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寒风呼
呼地刮着，树木都快要被吹倒似的，风
刮过窗户发出“呜———啊”，“呜———啊”
的声音。大雪漫天飞舞着，好像一根根
银色的羽毛飘落到人间，地上雪积得厚
厚的，足足可以把一个成年人埋到底
下。屋上结的冰棱子，看上去冰冰的、凉
凉的，没有一丝温度。窗户上结着一个
个晶莹剔透的霜花，雪窗里面暖暖的，
来雪窗的客人一边吃着可口的杂烩，一
边聊聊天喝喝酒，享受着火炉带给他们
的暖意。那黄澄澄的灯晕，给寒冷的夜
晚平添了一分温暖。

老爹和狸—————车摊子雪
窗的老板和助手。老爹的额头
上布满一根根 "形的抬头纹，
仿佛他的额头都充满了盈盈的
笑意，嘴咧地大大地露出一口
稀疏的牙齿。伫立在窗前挥摆

着手，大声地嚷嚷着：“来呀，来呀！这里可有全世
界最美味的杂烩哦！”杂烩在锅里翻滚着，冒着咕
咕咕的热气，散发着诱人的香气。老爹的脸被那咕
咕咕热气熏得泛起两团红晕，挥摆着的手好像有
魔力似的，一会就把许许多多的客人召唤了过来。
而狸呢，就负责烧杂烩的准备工作。
自从狸被老爹选为助手了以后，狸每天都勤

奋地工作。虽然一开始当助手前，老爹跟他耐心地
一一介绍了每一个食材的名称，但它记性犹如金
鱼的记忆一样一晃眼就全都忘却了。鱼贯而入的
客人们纷纷入座，一位客人点了一盘芋头，这时老
爹已经忙地像一直不停旋转的陀螺，狸想我应该
帮助老爹，于是它摇晃着它那大扫帚似的尾巴，开
始在食材中埋头寻找芋头：洗芋头是我最擅长的
事，可惜众多的食材中我只认识它了，它的外面被
一条棕色的被子紧紧地裹着，狸想：我一定要洗好
一点，让那位客人常来。先将芋头泡入水中，用它
那长长的尖锐的爪子，把泥和芋头的毛一起工工
整整地剥了下来，发出“咳吱、咳吱”的声音。只见
那芋头，圆滚滚的，香喷喷的，摸起来滑滑的黏黏
的，好像一个椭圆的鸡蛋，迅速地剥好的芋头，狸
反复清洗好几遍，沥干后的芋艿递给老爹，加入锅
中，很快一锅热气腾腾的杂烩就出锅了。
等到老爹把最后一位客人送走之后，狸便对

老爹说：“我都来这么久了，你能不能教我再认一
次食材呀？”“当然可以，我很乐意。”于是狸立马奔
向厨房，飞快地把冷藏库打开，拿出了几个常用的
食材，整齐地排列在老爹的面前，老爹一个个说出
了他们的名字，狸呢，拼命地点头“嗯啊”应对，一
眨眼功夫，白菜哪一个啊、萝卜哪一个啊，狸已经
搞不清楚，到底谁是谁了，老爹摸着胡子笑吟吟地
望着它那抓耳挠腮的样子，黄澄澄的灯光下，两人
的身影映在窗户上，显出别样的温馨。

! ! !“《汉语词典》”———如有人问起最有韵味
的书是什么？我必将这样回答。当我掀开它
红色的硬壳封面时，我已俨然这一方天地中
一个渺小的孩子，为不经意间掘得的海贝而
惊喜赞叹。

我曾迷恋在词典里查询每一个耳熟能
详的成语，依着标明来由的小字注解找寻出
处。如果没有《汉语词典》，我怎可能认识一
个又一个的词语？又有什么勇气去阅读一本
本厚薄不等的书？我在字里行间找寻的不仅
是词语和典故，还是千年沉淀下的丰碑。回
首千百年来，多少雄踞一方的语言湮灭了，
仅余墓中字句残片。而汉文化浓墨重彩、阴
柔婉约，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
迹———汉语是庄周的逍遥之游，是阮籍的穷
途恸哭，是桃之夭夭的《诗经》，是魂兮归来

的《楚辞》，是香炉紫烟，是
银河飞瀑，所有的典故汇
成这本《汉语词典》。令人
越读越有味。词典的韵味中，典故不可或缺。

然而，汉文化中并不全是精华，它也是
八股取士的之乎者也，是范进中举的痴狂疯
癫。于是———五四的号角便吹响了！文言古
语脱下了长衫，蓄起了额前的鬓发，摇身一
变成为了简练洒脱的白话。我在阅读词典中
的微言精义时，也会怀揣复杂的心情向括弧
中的古体字行注目礼。凭借方正繁复的横竖
撇捺，思绪可追根溯源，甚至回到一切开始
的地方———安阳的甲骨文、殷商的实证，古
体字是支柱，也是桎梏———他们是变革遗下
的风霜，古体与简体汇成这本《汉语词典》。
令人越读越有味。词典的韵味中，历史的积

淀必不可少。
《汉语词典》之韵不止于此。当我在字斟

句酌地写文章时，忽然觉得一处不够有表现
力，而反复推敲起被选的词来。既然无法确
定，就去查查字典罢。待到依书觅得两词间的
差别，应选用哪一个就显得格外明朗，已通顺
的句子踏着如歌的行板从笔尖流淌出来，我
真真切切地觉得这些词是可爱的，是鲜活的。
《汉语词典》浓缩了汉文化，他的每言每语都
涌动着不可遏制的生机，使中国人读起她来
分外亲切———词汇与注释、典故与出处、古体
与简体汇成这本《汉语词典》，这本《汉语词
典》亦汇成了世人的寻常日子，解读词典的
韵味，就是在解读我们的生活。

空闲时，请在窗台边坐下，翻开一本红
色的《汉语词典》。就让它的韵味在阳光中氤
氲开来吧。越读越有味，恍惚间仿佛有一个
苍老而又年轻的声音在耳畔回响，呢喃着词
典中再熟悉不过的词语……

! ! ! !车水马龙的喧嚣都
市中，好像总缺了些什么，是羁旅
游子平静的心，还是万家灯火中
的一隅安静？
从上中学开始，生活就成了

家和学校的两点一线。早晨的阳
光吞没绿荫，铺满通往学校的路。
到了学校的第一件事是放下书
包，冲向操场，开始晨跑，耳边萦
绕的是一遍遍循环的英语听力。
上课铃下课铃此起彼伏，一天就
如此毫无波澜的过去。平
静，却不安静。

在深夜时坐在书桌
前，人常道夜深人静，但我
的心却一直静不下来。偏
过头仔细地看从窗帘缝隙
透进来的一小团星月的光影，桂花香猝不
及防地撞上鼻尖，心头也为之一振。
窗外是万家灯火，头顶是明月，落落有

个女孩儿坐着认真地想# 她有多久没仔细
听过桂花开花儿的声音了？
八月十五，正是桂花时节。老家院子里

有棵桂花树，爷爷总是在树下看报，我就在
一旁拿着蜡笔胡乱涂画，一时寂静无声。

那天傍晚，爷爷突然说$“听，桂花开
了。”我侧耳倾听许久，却只听到鸣蝉声嘶
力竭的声音。以为那便是桂花开的声音，兴
致勃勃的告诉爷爷，他笑起来，打破盛夏的
宁静。
安静，就是这样简单而美好。
老人爽朗的笑声仿佛穿透时空，蓦然

在耳边回荡，之后又是一刹的安静，像是凝
进了落落月色中的祖孙剪影。
后来我终于知道，桂花开花没有声音

的，在安静中绽放，凋落。本该是这样，似一
幅失声的美景。但混着蝉鸣的桂花香早已
烙进梦里，蝉鸣过后的安静，是世上最美的
风景。
安静真美，即使只是喧嚣过后一刹的

无声。将窗户打开，楼下烤肉摊的谈笑声和
桂花香一起飘进房间。关上窗户，便只看得
到对面高楼的万家灯火和摊子上人们的笑
颜。像是一出哑剧，又拿捏得沁人心脾。安
静真美，隔绝开是两个世界，合起来是太平
盛世的海晏河清。桂花树下的一隅安静，何
苦去繁华人市寻求容身之地，有个女孩儿
把她一直珍藏在心里。混着桂花香的蝉鸣，
总是安静的序曲。
车水马龙的都市，喧嚣过后的安静也

是绝美的图卷。万家灯火，明月落落，安静
之美抽枝发芽，如盛开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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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它，是万物生长的
季节。它，为大自然带来生机。它，
唤醒了沉睡的世界，让大地重新
焕发出闪耀的光芒。它，就是惹人
喜爱的春。
走进春的世界，一股清新甜

润的空气扑鼻而来，令人心旷神
怡。一阵阵春风吹来，柳枝欢快地
跳起了舞。花儿们绽开了张张笑
脸，它们有各种各样的颜色，连成
了一道亮丽的“彩虹”。这不正是
大诗人朱熹所描写的“等闲识
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
春”吗？
苏轼曾在他的诗中

说过：“竹外桃花三两
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在
这春天的图景里，怎么能少
了愉快的鸭子呢？它们成群结队地游到河
里，在春天那温暖而清澈的水里欢快地嬉
戏，还不时发出“嘎嘎嘎”的叫声，仿佛在
说：“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看着这一幅春之画卷，我的心情无比愉
悦，我要敞开胸怀，迎接春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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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翻开相册，有一张
照片吸引了我，妈妈告诉我这张
照片背后的故事。那是在我未满
三周岁时发生的趣事。

幼时的我长得虎头虎脑，十
分可爱。我喜欢戴各种各样的帽
子。爸爸妈妈给我买了许许多多
帽子，我从不嫌多，却会喜新厌
旧，常常一顶新帽子戴了两天就
不肯戴了，我喜欢新的，别人没
有的帽子。于是，我家里堆满了
各式各样的帽子。那年夏天很炎
热，为了解暑，爸爸买来一个大
柚子，那只柚子的溜滚圆，又特
别大。爸爸把柚子皮完整地剥了
下来，很像一顶帽子。我看见那
顶黄色的“帽子”，喜欢极了，伸
手就往头上戴，爸爸说皮里
有汁水，小心辣了眼睛，
被他一把拉了下来。
没戴成“柚子帽”，我

气呼呼的，心里一直惦记
着这事，想弄一顶新奇的
帽子来戴。第二天下午，
我们一起吃了半个西瓜。吃完后，我发现那
半个西瓜也是圆圆的，当中是空的，和帽子
像极了，便趁家人不注意，拿起半个空西瓜
扣在自己头上。可是，没有想到西瓜太大
了，遮住了我的眼睛，更可笑的是，西瓜里
还有西瓜籽，没吃完的瓜囊，红红的西瓜
汁，一股脑儿全粘在了我的脸上。一刹那，
我的脸上红一块，黑一块，汁水流下来，把
我整个脑袋画成了一幅彩色地图，家人看
到我那滑稽的样子，都笑得直不起腰来。我
眼睛被汁水糊住，又痛又难过，终于哇哇大
哭起来！
妈妈连忙按下快门，留下了这张照片。
照片上的我又哭又笑，头顶半只西瓜，

那样子不知有多狼狈。每次看到这张照片，
我都会不禁笑出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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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上海的古猗园是个美丽的大公园。
一进古猗园的大门，就是竹林。踏着五颜

六色的花石小路，观赏着挺拔的竹子，只见
大片大片的竹子挡住了天空，阳光从竹林的
缝隙里渗透下来，仔细端详，有的粗而挺拔，
似乎狂风暴雨也阻挡不住它的生长；有的细
而娇嫩，斜着身子，像一个翩翩起舞的少女，
有的又矮又细，叶子不断地从尖儿上冒出
来，急切地想要长大……如果你从远处朝它

望，只见一片绿色，生机勃
勃！穿过竹林，往前走，就是
盆锦园。坐在亭子里往外看，
到处都是诱人的色彩。向前
看，是一条小河，里面漂着许
多摇曳的水草；向左看，是一

片常青草坪，绿茸茸的；向右看是白得像雪，
红得像胭脂的各色花，还有披着绿色外套的
柏树。整个场景像幅优美的山水画。

古猗园里还种满了各种各样的植物，通
过园丁们的精巧设计，处处充满了艺术的生
机，真希望你有机会也来细细游赏！

幸福列车 游古猗园 张浩然

上海万里城

实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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