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奶奶走了已
有八年多了，别的我记
得不大清楚，只有奶奶
的背影总是在我的脑海
中挥之不去。

奶奶个子不高，脸
长长的，尖尖的下巴似
乎能戳疼人，别看奶奶
个子小，背却总是挺得
直直的，站在那儿，像一
棵挺拔的松树，还有点
女兵的味道。

奶奶是位家庭妇
女，从来没有工作过，从
前只是爷爷工
作，奶奶在家
照顾姑姑、伯
伯、爸爸、叔叔
四姐弟，洗衣、
做饭、打扫都
干得有条不
紊，姑姑则在边上帮些小忙。由于爷
爷去世得早，因此爸爸经常带我去
看望奶奶。
在奶奶家的一段时间是我快乐

的童年回忆，在电视机前学《虹猫蓝
兔》舞剑，和奶奶打对手戏一直是我
的乐趣，我可爱的动作常逗得奶奶
哈哈大笑，可我自己却一本正经地
又发起招式，而每次奶奶都让着我，
不肯用木剑碰我，生怕不小心伤着
我，可我却使劲地用木剑刺她，结果
可想而知，每次都是我胜利，然后奶
奶就微笑着带我去利群超市买果
冻、饼干、饮料。两个姐姐都用嫉妒
的眼神看着我，而小小的我浑然不
知，仍兴高采烈地把买的零食分出
一大半给她们吃。
可是我在奶奶家的日子在我五

岁的时候就结束。那天我生病了，在
医院里挂点滴，上午，奶奶就急匆匆
地来看我，一直到中午才回家休息，
没想到不幸的事就在当天下午发生
了。我没有去见奶奶最后一面，那是
大伯伯最先发现的，那时奶奶突发
脑溢血，倒在了床前的地上就再也
没有醒来了。我得到消息后就愣住，
接着眼泪就无声地滑落，我无法想
象，上午还活生生地站在我面前的
奶奶怎么就悄无声息地走了……
这之后的八年里，我从未断过

对奶奶的思念，时常在梦中梦见我
那可亲可敬的奶奶。

! ! ! !夕阳的光晕注满
了凹凸的路面，氤氲着难
以言状的沧桑之感，古老
的街道在橙色中摇曳着，
似乎正在缓缓稀释着白天
的生气，行将入眠。
无意间瞥见了一家面

馆———没有柘木雕刻的华
贵招牌，更无美艳的霓虹，
惟有毛笔率性飘逸地写着
的“面馆”二字，孔武遒劲，
让我有种进去坐坐的冲动。
“师傅，来碗面条。”
“稍等片刻，炉火马上

升好。”是一位慈祥的老人
的声音，一口标准的普通
话，在我们这个方言纵横
的小城多少有点让人意
外。循声望去，一位老人正
在厨房里劈柴，虽系着一
面白色围裙，却依然流泻
出一种不同凡响的儒雅。
我有些生疑：在天然

气基本普及的今天，竟会
有人费力地使用老式炉
灶。坐在空荡荡的餐厅甚
是无趣，我索性走到厨房
门口，与老师傅攀谈起来。
“师傅，您为什么要用

柴火煮面？燃气
使用起来不是更
方便吗？”
老师傅抬起

头，面带几分得
意之色：“孩子，

你这就不明白了，燃气虽是便利，但火
势太急、太大，不易把汤熬鲜，又易把
面煮糊。而我这个老灶台，用起来虽说
有些麻烦，火量却恰到好处，而且柴火
燃烧面积大，汤锅、面锅不会受热不均
啊！”言罢，又埋头劈柴，留下我一人细
细品味着这一细节。
老师傅劈起柴来甚是熟练，柴的大

小、形状几乎完全一致，想必已有多年
的经验———他用手轻轻摩擦着木柴，寻
准位置，便操起斧子，向上一提，再猛地
一劈，粗而长的树棒便分成了均匀的几
块。木屑在空中纷飞，似岁月般渐渐积
淀成一条静谧的溪流。劈好的木柴被老
师傅填进灶台，炉火澄澈明亮，映照着
老师傅的双眸，熠熠生辉。
我在一旁，观察着老师傅劈柴，煮

面。不一会，汤锅沸腾，面条浮起。老师
傅取来一只碗，徐徐盛上香气四溢的
鱼汤面，撒上香菜，再用干布拭去不慎
溅在碗沿的面汤。
“小心，有些烫。”可真是一位细致

的老人呢！
迫不及待地坐下开始品尝美味，

文火炖出的面条分外爽口，香气沁人
心脾。老师傅见我享受的表情，面露喜
色：“当年我在学校教书时，我的学生
最喜欢吃我煮的面条了。”老师傅镜片
后深邃的眸子里，饱含着对过往岁月
的深情。我不忍心打断老师傅温馨的
回忆，索性埋头享用美食。

还是老师傅打破了寂静：“唉，今
天的人们总是太着急了。其实，慢工出
细活，不讲究细节怎么会出精品？”
享用完毕，我恭敬地把面钱递给

老师傅。我想我应该称呼他老师———
因为他教给了我很多生活的道理。

! ! ! !平生第一次出门学农，
这里的乐趣确也不少———
今年 !月，我们八年级

学生，来到学农基地，住上一
宿，体验一下农耕生活。
当天下午，我们班开展

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模拟“插
秧”比赛。事前，我们认真听
取了老农对插秧的种种要
求。这是够新鲜够刺激的比
赛。因为我们的父辈们大多
没有经历过，更何况我们又
生活在大上海，只能偶尔在
电视里看到。好在这次插秧
用的是“道具”秧苗，不
是真刀真枪在水田里
进行，我们也来了兴
趣。我们分成四个小组
进行竞赛，我和小 "分
在同一小组。她是第一
棒，我是最后一棒，我
就有机会看她怎样保
持“株距”，怎样保持“行距”，怎么
左右手配合运作，将秧苗插直插整
齐。我在田岸上看得一清二楚。等
我第四棒上阵时，我信心满满，弯
下腰去，手执秧苗，从右向左“嚓、
嚓、嚓……”又后退半步（实际上是
前进），“嚓、嚓、嚓……”啊：我终于
引领其它三组首先到达了终点！
哈！我也终于尝到了“插秧”

的乐趣！
第二天上午，老农带我们到

一片农田前，让我们摘蚕豆。他没
有说摘蚕豆的要求，让我们自己
领悟。开始摘蚕豆了，我拿着篮子
开始摘蚕豆。刚开始，我什么也不
懂，一株上的蚕豆从上面摘到下
面，不管大的小的，全都收入囊

中。这时小 "走了过来：“你
不能把一株上所有蚕豆都摘
下来，上面的蚕豆还小，摘下
来了也不能吃，你应该摘下
面的大蚕豆。”我听得汗颜，
便问小 "：“你怎么知道这么
多？”小"诡秘地一笑，用右手
指指着自己的脑袋说：“只要
用这个想一想就知道了！”我
又涨红着脸，弯下腰去，细心
观察着，有时也会用手摸一
摸，我终于悟出了摘蚕豆的要
领，把饱满的蚕豆摘下来！
哈！我也终于尝到了“摘

蚕豆”的乐趣！
接下来的一个农活是：
用小竹扁担把采摘下
来的蚕豆挑回驻地去。
这对我们这些“手不能
提，肩不能挑”的城市
女生来说，更是一件重
活。我又问小 "：“怎么
挑呀？”她说：“把你摘
的蚕豆放在这个箩筐

里，把我摘的蚕豆放在那个箩筐
里……”她又掂量了一下，把她摘
的蚕豆往我的箩筐里匀了一点，
我明白了（因为她摘的比我多）。
接着，我又在小 "的示范下，将
扁担搁上了自己的肩上，又自己
前后平衡了一下，然后伸出右手
把住前面的绳子，伸出左手拉住
后面的绳子，然后慢慢站起来，迈
开了第一步……（看）、（悟）哈！我
终于学会挑担了！
此时，我情不自禁地朗诵起

晋代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草盛豆
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
足惜，但使愿无违”的诗句，嘿嘿！
这里真是也有乐趣！

! ! ! !这是加拿大最
大的城市，这是一座你一
踏上就会爱上的城市，这
里是多伦多。

这里不乏高耸入云的
摩天大楼。当我们坐车在多
伦多城中穿梭时，一幢幢拔
地而起的高楼从我们身边
呼啸而过，而最为奇特的是
它们中的大部分都采用了
玻璃幕墙，在阳光照耀下显
得分外耀眼夺目。
我们来到这里最著名

的景点———#$ %&'()*

加拿大国家电视塔参观，
它曾经是世界第一高楼，
现在是世界第三高，在加
拿大享有极高的声誉。搭
乘世界上最快的电梯之
一，我们来到了 ++,层观
景平台。“哇！”我禁不住叫
出声来，透过玻璃窗，整个
多伦多尽收眼底，高楼大
厦显得如此渺小，空中还
飘浮着朵朵白云，美丽至
极。下到 ++-层，
这里有电视塔最
著名的玻璃地
板。我们小心翼
翼地走上玻璃，
尽管腿有些发
软，那一瞬间，我
还是感觉自己就像站在整个城市之
巅，心中不免有些得意。
回到地面，街上随处可见红花绿影，

就连最不起眼的小角落也栽种着植物。
我们来到多伦多中心公园野餐，那是一
座湖心小岛，与国家电视塔隔水相望。我
们的野餐地点就是一块大草坪，周围环
绕着棵棵大树。老师们忙着准备烧烤，男
孩子们踢足球，打篮球，女孩子们荡秋
千，扔飞碟……在市中心能有这样一块
静地，远离城市的喧嚣，感觉真好！

等老师们满头大汗地烤好香肠，
我们也玩累了，大家围坐在松软的草
地上，享用着老师们辛苦做的美餐，抬
头望去，高耸的大树似乎插入天际，可
谓“树天相连”。我陶醉在与大自然亲
密接触的氛围中……
短暂的多伦多之行结束了。作为

国际大都市，它摩登现代的一面让人
赞叹，而它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一面更
让我难忘。

! ! ! !夜阑人静，打开电脑，最喜欢
听的歌当属李健之歌。李健的歌，
曲调中弥漫着唯美、浪漫的气息，
温柔而不失柔韧，可以静静哼唱，
也可以闭目静听。尤喜这首被天后
王菲在 ./+0年春晚上演绎的《传
奇》，旋律响起，天籁之音在耳畔回
旋：“呜———啦啦啦啦啦……”，伴
着林间溪水淙淙的流淌，爱情、誓
言，那一瞬间的美好，在音符的跳动
中渐渐走进我的内心，呼唤朴素情
感中沉淀的那一份欲语还休的美。

一首《传奇》从心湖掠过，还原
了心中对纯爱所持有的那份刻骨

铭心的留恋，空灵、清澈，认真而简
单。想起无数个不眠的夜晚，听着
这首歌，让我走进诗意的梦乡，梦
中是青青的草地，翩然飞舞的蝴
蝶，还有静静的溪流上闪着的点点
微光。幻想一个美丽的少女与之擦
肩而过，眸子里流露的纯真在心田
轻轻掠过，美好而真切。这应该是
属于我的《传奇》，与李健的歌声在
时光中碰撞后的心海回音。

听李健的歌，能感受到他嗓音
中那迷人的磁性，《云上的日子》
《抚仙湖》《风吹麦浪》……歌词总
是那样地富有诗情，呈现画意。听

着 他 的
歌，就像
是在欣赏
青春旋律
织就的美
好画卷。

好久没有这种可以动心的感觉，为
一种声音而陶醉。就像回到了十年
前的大学时代，那个不大的男生宿
舍，几个无心睡眠的男孩，听着随
声听播放的流行音乐和轻音乐。那
时，李健还是水木年华的一员，那
时，他和卢庚戌一起在演唱《一生
有你》。这一晃，就是十年。

其实，从李健开始单飞，我就
一直关注着他。他是一个用心做音
乐且有浪漫气质的歌手，暗合我的
审美。喜欢听李健的歌，更多的是

喜欢他音乐里所散发出的诗人气
质。《传奇》《向往》《为你而来》……
一首首歌更像是一首首诗。词在曲
中荡漾，曲在词中跳跃。

夜深人静，心无旁骛，听李健
的歌，内心可以更纯净，心情更舒
畅，从而可以更真诚地去拥抱眼前
的生活。《松花江》让人陶醉，听《绽
放》，需微闭着双眸，聆听这美妙旋
律的每一次传递，《父亲》《温暖》，
是那样地纯净，而《小鸟就在我身
旁》，仿佛黎明亲吻清晨的露珠，阳
光拥抱林间的绿色。是啊，夜深人
静听李健，在李健的歌声中渐渐学
会了微笑着去面对生活，面对爱
情、亲情、友情，随缘，去倾听，去品
味，去领略心湖里那一声声感恩的
鸟鸣，真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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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作文 /
! ! ! !一天早上，小主人刚刚出门。笔
杆左思右想，决定跳出笔筒，好好在
家里逛一逛。穿过客厅，笔杆走进了
书房，突然，一个长方形长得凹凸不
平的东西出现在眼前。
“你是谁？”笔杆好奇地问道，

“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你？”
“你竟然没有见过我？告诉你，

我就是键盘，小主人专门用我来写
作文、写信，还用我和朋友们一起聊
天呢！”键盘骄傲地回答。
键盘继续说：“你是笔杆吧？我

早就知道你，在没有我的时候，小主
人最喜欢的应该就是你了，可是自
从有了我，我已经取代你了。小主人
再也不会喜欢你了！”
“才不是呢！”笔杆生气地说：

“我知道你了。现在小主人每天都用
我来写字的，怎么会不喜欢我！”
虽然笔杆这样说，其实伤心极

了。他想，自己曾经陪伴小主人一笔
一画学习写字，而小主人现在也许
真的再也不需要他了。于是，他决定
把自己悄悄地藏起来。
晚上，小主人回来写作业，突然

找不到笔了，只看到键盘在那儿。小
主人着急地问妈妈，难道有了键盘，
我们就不需要笔杆了吗？

妈妈告诉他：笔的祖先是毛
笔，这也是笔杆的一种，被中国古
代文人誉为“文房四宝”之一。毛笔
记载了中华五千年历史，如果没有
笔杆的存在，我们也就不能够了解
从古到今的事情了。而电脑是在历

史积累、科技发展中发明的东西，
是为了更好地为人们服务。键盘如
果不连接电脑，就只是一块塑料板
子而已。
听了妈妈的解释，小主人恍然

大悟，原来笔杆和键盘都不能小看。
藏起来的笔杆也听到了妈妈的

一番话，非常惭愧：原来没有谁瞧不
起他，是自己小看了自己。在又一个
家里没有人的早上，笔杆悄悄回到
了笔筒，还要像以前一样陪小主人
写字、做功课。

童言童语 当笔杆遇上键盘
刘偲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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