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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黑是我家曾
养过的一只温驯乖
巧的小狗。它的毛色
乌黑光亮，像一块上
好的光滑的绸缎。它
有一双大而明亮的
眼睛，时时闪烁着警
觉而又狡黠的光芒。
那是一双令我难以
忘怀的温暖的眼睛，
每当想起小黑，在我
眼前浮现出的便是
那双星星样明亮的
眼睛。
第一次看见它，
是在一个柠
檬 色 的 清
晨。那时候，
它还是一只
很小很小的
狗。尖尖的
耳朵，时时
张开的小嘴

中露出一口雪白而尖利的牙
齿，眼中洋溢着天真与朝气。它
的毛乌黑蓬松，远远望去毛茸
茸的，活像一只会动弹的绒毛
玩具。它在阳光下蹦蹦跳跳，像
一个撒着欢的孩子。一见到我，
它就连续不断地冲我汪汪着。
奶奶说，它还不认识我，所以会
这样。当时我想，它一定是一只
尽职的小狗呢。

小黑是一只勇敢而善良
的狗。那是一个蜜糖色的午
后，从补习班回来的我看见妹
妹与别的小朋友起了争执，满
脸委屈。我刚想上前去问明情
况，只见小黑冲上前去，横在
妹妹和那个小男孩之间，冲着
男孩凶狠地吼叫了两声，然后
转过头来，舔着妹妹的手，以
示安慰。阳光下，它幼小而单
薄的身影竟让人觉出几分威
严。可是在端详妹妹时，它的
眸子里竟又绽放出一种柔和
的光彩，令人倍觉温暖。那一
刻，我觉得立在那里的不是一
只小狗，更是一个纯净而又美
丽的灵魂。

仍记得我看它的最后一
眼。那是一个玫瑰色的黄昏，我
刚出家门时遇见了它，我回过
头去看它，它亦转过身来看我，
在夕阳的余晖中，它孤单地站
在巷口。不知怎的，小黑在夕阳
中的剪影突然让我生出了一种
寂寥的况味，我仿佛看到了它
明亮的眼睛中盛满了不舍。我
与它对视着，千言万语仿佛从
它的眼中流露出来……我未多
想，向前走去，不知它在这个最
后的黄昏中伫立了多久。晚上
回家时，它已孤单单地躺在它
小小的窝里，僵硬而又冰冷的
身子再也不会像平日看到我时
那般蹦蹦跳跳，明亮的眼睛再
也没有睁开。

更可悲的是，我们都不知
道它突然逝去的原因！我突然
明白了我们分别时它的眼神，
莫非它已预知到了自己即将
离去？而我竟未作出一点表
示！想到这里，我被淹没在了
铺天盖地的悲伤之中。奶奶把
它埋在月季花下，娇艳的月季
月月绽放，那朵朵炫目的花儿
是否是小黑生命的另一种表
现形式？突然，我想起季羡林
有一篇文章的题目———“园花
寂寞红”，不正应了此情此景
吗？小黑，此刻的你是不是很
孤单寂寞？

或许有一天，你会被时间
彻底掩埋，完全淡出大家的记
忆，但我始终会记得，有那么一
只小狗，它很勇敢，很善良，很
聪明，陪我走过了我生命中最
明媚的时光，让我第一次品味
到了面对死亡的悲伤。
狗狗，天堂安好！

! ! ! !林清玄有一句很有名的话：
“常想一二，不思八九。”意思是人
如果想要活得幸福，活得快乐，那
么就多想一想那些生活中快乐的
事吧。毕竟，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
八九。但是作为一个普通人，应该
怎样去想那“十之一二”呢？

在我眼里，人的一生有三类人
尤为重要。
第一类，陌生人。平时见到的都

是一群陌生人，在现在这个社会，人
与人之间彼此的不信任日益加深，
伴随着的，是幸福感的一路走低，因
为无人可信，最后终于不信人，只信
“利”。可能有一种感觉，走在大街
上，人挤人，心情烦闷，但如果你在
这时突然看见有一个陌生人微笑着
看着你，那么也许你就会将心中的
阴霾一扫而空。那就是人与人之间
的亲近，一种小小的幸福。看到这样
一篇文章，讲述的是人心中的一种
“幸福之篮”，里面装盛的，是一幅又
一幅幸福画面，也就是那些“十之一
二”了。而装满这些篮子的，恰恰是
在大街上的陌生人之间的温馨幸

福。因此，和陌生人之间
的信任、友好，就会让人
获得幸福感。

第二类，是朋友。人在年轻的
时候，总会遇到各种人，也会交到
各种各样、可以陪伴一生的好朋
友。在你遇到各种挫折后，仅仅是
朋友的一句玩笑打趣的话，也会使
郁闷之情一扫而光。友情是幸福、
宽厚的，是高山上的雪莲，是生命
的蜜和盐。
“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

无故人”，是离情依依，豪情浓浓；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
情”，是一往情深，深比潭水；“野火
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是离情，是
友情，是谁也阻遏不了的。古代文
人墨客的大量诗篇文卷，都讲述了
关于友情的意义，而有了友情，也
就意味着拥有了幸福。

第三类，最最重要的，是家人。
因为只有父母才能给你一个家。拥
有一个家就相当于拥有了每时每
刻无处不在的小幸福。读初中时，
我骑自行车出家门时，偶尔不经意

地回头一瞥，发现老爸在背
后的原地怔怔地看着我，顿
时，一种幸福的感觉涌上心
头，令人长久回味。还有一
次，因晚自修回家太晚，被夏
季短暂的倾盆大雨困在了教

室，只能无奈地等待着。雨停了之
后，刚出校门就看见了一个熟悉的
身影———父亲。却见他傻乎乎地冲
我一笑说：“呵呵，本想给你送伞
来，没想到雨停了。”顿时心中一
暖，一种亲情带来的幸福不觉洋溢
在心头。亲情带给你的幸福弥足珍
贵，是冬日的阳光，是夏日的绿荫，
是黑夜的星火。

这三种人，在生活中常常可以
给我们带来一点一滴的小幸福，令
人温暖。我想这或许就是人生中的
“十之一二”吧！

天得一清，
地得一盈，
人得一福。
幸福是什么，是地上的泉水，

在饥渴时填满人心。
幸福是什么，是天上那一片

片飘渺的云彩，能让人得到心灵
的满足。

幸福，心灵的家园，幸福就是
要———“常想一二，不思八九”！

! ! !万家灯

火传!懒起

卷帘! 旧梦依稀终

难圆" 皓月当空谁

与共!低眉恋欢"

!!!题记

初三了，本以
为再也没有机会在
晚上望月了，在荷
塘边静静坐着。谁
知，这天比较清闲，
便收拾了一下散落
了一地的愁绪，带
着平静去了。
月，时圆时缺，

而其圆缺与我何
干？它每日变化，我
却不能每日看它，
或许望月
只是享受
一种无所
事事的感
觉罢了。
入夜，

更深露重，鲜有人经过，只留
下我与月与水与风。凉风袭
来，吹散了额前碎发，我依然
痴痴地望着月，仿佛这一切
的一切从未曾改变。
几年前，与好友一同相约

在那儿赏月，没有路人会亵渎
那一片美好，没有了喧闹，只
留下飘逸。一时兴起的我吟起
了苏轼的《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

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
年……”说着，举起手中的杯
子，邀天共饮，又自饮一口，
便模仿“一尊还酹江月”的场
景，将水洒入荷塘之中。
吟于荷塘之边，舞于天

地之间。问自己，醉了吗？醉
了。酒不醉人人自醉。望着月
笑，越笑越痴，越痴越笑，笑
得无忧无虑，笑得风轻云淡。
或许早就以为自己疯了吧，
或许就从来没正常过。又或
许这不是疯，而是痴，痴迷，
痴恋，痴念。我就是一个痴
人，世事能奈我何？
随着年龄的增大，悠然

一去不返了，有太多情感，太
多牵缠，再无法回到从前。而
好友也因为家庭原因，搬走
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依旧如
初地望月。

原本能把酒尽余欢，笑
谈世事的我，也只能举杯邀
明月了。
不知可还有痴人愿与我

一同赏月，一同开怀？

! ! ! !“叮铃铃。”电
话铃响了，我接电话：“喂？”原
来是春姐姐打来的，她说要
和我捉迷藏。我问：“世界这
么大，我到哪去找你呢？”春
姐姐笑着说：“别急，我带你去
上海鲜花港！”“好哇！”我兴奋
地回答。刚说完，我就浮了起
来，一眨眼，我到了鲜花港。
“哇！真美呀！”我忍不住

赞叹起来。放眼望去，竞相绽
放的郁金香五颜六色，有亮黄
色的黄飞腾、绯红色的
伯奇哥、纯白色的阿洛
比罗……它们千姿百
态，各有特色，有的似酒
杯，有的如飞鸟，有的像
皮球……其中，我最喜
欢“天然水仙”，它的花是紫色的，周围
有一圈白色的边，就像一个小姑娘穿着
一条镶着白色花边的紫色连衣裙。我就
喜欢这种独特花瓣的花，一层裹着一
层，好像当中的花瓣是国王，其余的是
他的百姓。国王出宫亲自看望百姓，百
姓自然要围着国王，一圈围不下围两
圈，两圈围不下围三圈……
逛完花展，我没有找到春姐姐，失望

地回家了。“叮铃铃。”这次不是电话铃
声，而是门铃响了。我打开门一看，是位
美丽少女。我问：“你是谁？来我家有什么
事吗？”少女笑着说：“我就是春姐姐呀！
其实你刚才已经通过郁金香花找到我
啦！现在我又要藏起来了，等会儿你再来
找我，看看我在哪？”
转眼间，我又飞到了鲜花港。漫步

在花的海洋里，听着小鸟叽叽喳喳的
叫声，看着蝴蝶上下飞舞，我突然发现
身边来来往往的人们，男女老少都脱
掉了那厚重的冬装，换上了轻便的春
装。老人们穿着蓝的、黑的夹克衫；年
轻人穿着红的、绿的休闲衫；孩子们穿
着粉的、白的毛衣。湖里有人在划船；
草地上有人在放风筝；林荫大道上有
人在骑脚踏车……每个人脸上都洋溢
着灿烂的笑容。原来春姐姐无处不在，
我不禁大喊道：“春姐姐，你好！”
“叮铃铃。”这次既不是电话铃声，

也不是门铃响，而是闹钟。我揉了揉眼
睛，坐了起来，自言自语：“这原来是一
场梦啊！”这时，妈妈走进来，亲切地对
我说：“悠悠，明天妈妈带你去上海鲜
花港玩好吗？”我什么也没说，惊讶地
张大嘴巴，心想：“不会吧，又要去啦！”

! ! ! !午后，路过武定门，才发现自己
已经很久没有到古城墙下走一走了。
爬山虎郁郁葱葱，有点霸道地覆

盖着大半个城墙，远处街道的嘈杂早
已听不见了，只有风吹过树梢发出的
轻响，一切照旧。

偶尔有几个人匆匆路过，也有结
伴而行，像我一样漫步在城墙脚下，仰
头看看，时不时说些什么的。我沿着城
墙向前走去，小路蜿蜒向前，曲径通
幽，微风轻拂，白云悠悠。

“城门城门几丈高，三十六丈
高，骑大马，带把刀，走进城门瞧一
瞧……”脑海里再次回想起这首熟
悉的南京童谣。小时候，外婆常常带
我到武定门、中华门散步，城墙根一
带锻炼的人很多，我最喜欢拉着外
婆的手蹦蹦跳跳，一起漫步在鹅卵
石小道上。

慢慢走近，眼前的城墙千疮百
孔，凹凸不平，块块城砖都被风霜雨
雪侵蚀，渐渐失去了当年的光彩。我
凝视着城砖上点点青苔，墙缝中杂乱
的野草，随处可见坑坑洼洼的弹孔，
唯有感叹。世事沧桑，斗转星移，如
今，在现代化都市包围中，城墙已不
再具有防护作用，而是成为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带给老南京人无数感
慨。城墙，见证了古都金陵的雄浑气
势，在高楼大厦之中，巍峨耸立，彰
显岁月沧桑。城墙，历经岁月的洗
礼，目睹了南京从繁华到衰败，再从
衰败到振兴，静观其变，默默无言。

六百多
年前，明太祖
朱元璋下令修筑城墙，兴建了“东尽
钟山之麓，西阻石头之固，南临长干
而秦淮贯其中，北依狮子、覆舟之山
而控后湖”固若金汤的城墙，绵延逶
迤，成为当时世界之最。

据说朱元璋对明城墙的建筑质
量要求极为苛刻，所有砖都要求质地
坚硬，声音清脆。南京城绵延千里，曾
有成千上万个大小不一的砖窑，工匠
们围着火炉，夜以继日地取土烧制，
十几年间一直没有停息过。

仔细查找，你会发现一些城砖
上刻有名字，记得外婆曾经告诉我，
当时采用了“实名制”的方法，每一
块都刻下了烧制负责人的官职和姓
名，这也是明城墙的一大特色。

韶华易逝，岁月匆匆，六朝金
粉，十代王朝，曾经的过往，如沧海
一粟，过眼云烟，当年的盛况，当时
的场景，在历史的风尘中黯然消逝，
随风飘散。

神思飘渺间，我抬眼望去，不远
处的秦淮河就是曾经的护城河，如今
依旧缓缓流淌，阳光下泛着点点余
晖，岸上垂柳依依，灌木丛生，河畔连
着城墙。这，是一种古老、沧桑的美，
更是一种不施粉黛却卓尔不群的美。

不知不觉中，我已走到小路尽
头，过了街就是中华门了。风打着旋
儿轻抚我脸颊，古城墙上的爬山虎绿
意正浓。

! ! ! !寒假里，学校组
织同学自己动手做灯笼庆祝
元宵。开学第一天，当我们把
这些灯笼高高挂起时，学校
里一下子充满了浓浓的年味
和元宵味。
红的、绿的、黄的、蓝的，

长的、方的、筒形的，有蛇形
图案、蝴蝶图案、公鸡图案、
花卉图案，也有吉祥如意、福
字图案，各式各样的灯笼挂
满了门厅。

这些灯笼里，有
一只小蛇灯笼最吸
引我。今年是蛇年，
而且小蛇还是用一
只只环保纸杯做成
的。作者用 !只纸杯
子做成了小蛇弯弓
似的身躯，再用一个纸杯剪成了小蛇圆
圆的头和尖尖的嘴巴，还用红色卡纸剪
成了它鲜红色的小舌头。小蛇灯笼在微
风中轻轻摇摆、扭动着身子，远看还以
为是一条真的小蛇，把我吓了一跳。
欣赏过这些精美的灯笼，我十分

佩服这些心灵手巧的同学。我发现大
部分灯笼都是用废纸、盒子等被人们
使用过的物品制作的，也让我意识到
环保的重要性。随着科学发展，我们不
停地向大自然索取资源，导致世界各
地常常发生自然灾害。我们为何不能
少用一张纸、少砍一棵树呢？瞧，这些
灯笼就是最好的例子。一只废纸杯经
过涂色剪裁就可做成一只漂亮的小蛇
灯笼。“变废为宝”是身边每个人都可
以做到的。

我爱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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