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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娃撑小艇，偷采白莲回。”
小时候，我钓过鱼，爬过树，赶过
猪，可最有趣的，还是到荷塘偷采
莲子。

六月里，“接天莲叶无穷碧”，
片片荷叶尽情地舒展绿意；“映日
荷花别样红”，朵朵莲花轻盈地绽
放柔姿。那时，我不爱这夏日荷塘
美景，独被那莲蓬上青绿的莲子所
吸引。只要看那淡绿色的外壳，就
知道莲子有多清甜了。

我当机立断，趁着没人，带上
一把雨伞溜到荷塘后面不引人注意
的田埂上，准备偷一些可爱的莲子。

站在田埂上，望着那一个个缀
在荷叶丛中的莲蓬，我兴奋得好像
见了鱼的猫，三两下挽起裤脚，卷
起袖子，握着伞尖儿，拨开茂密的
荷叶，找到了一个比碗还大的莲
蓬。我目测了一下距离，嘿，正好
够得着!

我乐坏了，迫不及待地踮起脚
尖，身子奋力往前探，左手抓着荷
叶，右手拼命伸长，试图用弯曲的
伞柄勾那不远处的莲蓬。我使劲
地努力着，却总是还差那么一点

点。我再加了把劲，左脚用力支撑
着身体，右脚向后翘起，快够着了，
快够着了!我的汗水像荷叶上的露
珠一样滚落到了水里，僵硬的身体
快支挺不住了。就在一瞬间，我的
脚果断一蹬，手顺势往前准确一
勾，终于够着了！

我刚想欢呼，只听“哗啦”一
声，由于我的脚突然蹬起，身体失
去了平衡，像张大饼似的一下子扑
在了荷塘这个“黑锅”里! 好不容
易从水里挣扎着爬起，我抹了一把
脸上的泥水和黑土，拎了拎湿漉漉
的裤管，看了眼狼狈的自己哑然失
笑。索性撸起裤管，摘下一片荷叶
当篮子，蹚着及膝的泥水，在荷田
里快活地穿梭，像孙悟空摘蟠桃一
般随心所欲地把一个个看中的莲
蓬收落到荷叶包里。最后，我浑身
像个泥娃娃似的抱着一怀的莲蓬
满载而归了。

而今，每当品尝到又脆又甜的
莲子时，我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这
桩趣事。这次偷莲子的经历永远
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指导老师 朱冠东）

偷莲记
漳州市古塘小学 六年（2）班 蔡如萱

傍晚，从圆山脚下，从水仙花
广场上，从一条缓缓流淌的水渠
边，走来了许多人。绿油油的稻
田一下热闹起来，挂满谷子的稻
穗自然地弯向路边，对着人们轻
轻 招 手 。 路 边 ，有 小 孩 子 在 嬉
戏，有一些年轻人在拍照，还有
一些人在观赏水稻。大家快快
乐乐的，就像欢唱的小鸟。那快
乐的笑声，给稻田增加许多欢乐
的气氛。人们对着小花微笑，对
着田野高歌，对着天上的白鹭大
声问好。

晚风一来，我似乎闻到稻谷
即将成熟的气味，里面有花朵的
清香，有泥土的味道，有生命的气

息，这种感受让我心旷神怡。我
一边滑着滑板车，一边哼着《乡间
小路》。我的发梢在晚风中飘扬，
稻田也在晚风中沙沙作响，仿佛
在诉说着他们的童年。

夕阳很美。阳光不强烈，却
把稻田照得金黄，把水渠照得波
光粼粼，把天边照得红彤彤的，如
同仙境一般，人们都沉醉在这美
丽的景色中。天渐渐黑了，夕阳
快要躲到圆山后面了，人们有的
准备回家，有的还在悠闲地散步，
一直走啊，走啊，直到尽头。

美丽的风景似乎不会等待，
没过一会儿，便消失在夜色中。

（指导老师 邹文婷）

傍晚的稻田
漳州市实验小学 三年（6）班 高乔菲

我说你是人间的九月天；
凉意敲响了秋之门，
轻风在夏的余温中自由地跃。

你是九月傍晚里的炊烟，
夕阳夹着谷的甜，
风筝在云间追赶，
笑声回荡在耳边。

那黄，那沉甸，你是，
硕果累累的喜悦你怀着，
你是丰收，纯洁，

你是中秋的团圆。

麦田里那片金黄，你想；
枫叶盛放红的烈，你是；
萦绕缠绵桂香中包裹着你梦温暖
中清甜。

你是一簇一簇的傲菊，
是风在脸旁轻语，——
你是收获，是成熟，是期望，
你是人间的九月天！

（指导老师 江月华）

你是人间的九月天
厦大附中 九年（7）班 陈佳瑜

多年前，央视有一则令人感
触颇深的公益广告：一位患有老
年痴呆症的老人，在儿子带他外
出用餐时，他直接将餐桌上的一
盘饺子抓起，用颤抖的手塞在衣
服兜里。当他的儿子劝阻他时，
他却回答说：“这是我儿子喜欢吃
的啊！”当时，我对这则广告不是
很在意，甚至有点怀疑，但直到一
天，家里发生的一幕彻底改变了
我的想法。

外婆也是一名老年痴呆症患
者，早在两年多前，她的病情就发
展到十分严重的程度——除了我
外公之外——其他的人她都记不
得了。现在，她每天都会黏在外
公身旁，一刻也不能分开，只要外
公一消失在她的视线外，外婆就
会急得团团转，直到找到外公。

有一次，我们一大家子在外
公家里聚餐，以庆祝新春佳节的
到来。大家在厨房里热火朝天地
准备各色菜肴。为了不给大家造
成麻烦，外公就先将外婆带到楼
下散步。

夜幕降临，大家已将晚饭准
备好了。这时外公和外婆也回来
了。外公先回卧室换身衣服，外
婆就坐在客厅的摇椅上，笑眯眯
地看着大家。也许是闻到了美食
的香味，这时，外婆从摇椅上慢慢
地直起身子，撑着扶手，从椅子上
慢慢站起，缓缓地向餐厅走来。

外婆慢慢悠悠地走到餐厅，
看着餐桌上的饭菜，缓缓地把手
伸向了桌上的大虾。看样子，外
婆应该是想吃虾了。为了哄外

婆，我先将外婆安顿在一张椅子
上，然后小跑向厨房，拿出一副碗
筷，打算给外婆剥虾。我回到了
餐厅，这时外婆已从靠椅上站起，
双 手 端 着 那 盘 虾 ，准 备 离 开 餐
桌。见状，我急匆匆地放下碗筷，
快步走到外婆身旁，试图将虾从
外婆手中拿走，但外婆的双手将
盘子抓得死死的，无论我怎么劝
说都不松手。外婆还用她自己的
语言，夹杂着一些肢体动作，郑重
其事地告诫我。虽然我无法理解
她的话语，但能大致猜测出她并
不想让我打扰。没办法，我只得
停止了与外婆的争夺，由着她将
虾端走。

我不放心外婆，悄悄地跟在
外婆身后，仔细观察她到底要去
哪儿。只见外婆双手紧紧抓着盘
子，一步一步地蹭到了客厅，缓缓
转 动 头 部 ，不 知 在 寻 找 着 些 什
么。可能是没有找到要找的东西
吧，外婆又缓缓地向卧室走去。

走到卧室门口，外公正在房
里换衣服，一见外公，外婆不由地
加大了步伐，走到外公跟前，将整
盘虾端给外公。外公见状，接过
外婆手里的盘子，将其放到一边，
开始哄外婆。可没想到的是，外
婆又将那盘虾端起，递到外公嘴
边，还一边念叨着“你吃，你吃！”这
时我才想起，外公是挺爱吃虾的。

没想到外婆虽然记忆力衰
退，已不再记得我们，却仍能记得
外公喜欢吃虾。可能，这就是外
婆记忆最深处对外公的爱吧。

（指导老师 卫 保）

记忆深处的爱
厦大附中 高二（1）班 吴宇轩

看了电影《夺冠》后，我很感动。1980 年前后，郎平和自己的同伴们一起
练习打排球，她自己体格差，没有别人强壮，袁伟民教练给她安排了一项任务：
举重。青年陈忠和也来到女排队伍，当陪打教练。袁教练说：“当你的判断成
为下意识的时候，你在赛场上才可能出现在正确的位置。下意识怎么来？训
练来的，不是一般的训练，而是千百次、上亿次不断重复的训练！”这句话很有
力量，对女排们启发很大。有一次，陈忠和陪打完之后，看见郎平吃力地举重，
他就哈哈大笑：“你别练了，待会儿我跟教练说你都会了。”郎平不服气，“啊”的
一声，把杠铃举得高高的，陈忠和非常生气，大喊：“你的腰不要了？！”从此以后，
他们每天都一起练习，终于，到了中日对决那天，中国女排赢了！

二十几年过去了，郎平当了美国的排球教练，陈忠和当了中国的排球教

练。一次，美国队与中国队比赛，中国队输了。郎平当了中国排球队教练后，
带领中国队去参加比赛，前几次都输了，面对各种质疑和不理解，郎平顶住压
力，鼓励队员：“有外国记者问我，你们为什么这么在意一场排球的输赢？是因
为我们的内心还不够强大，如果有一天我们内心强大了，就不会在意输赢，会
更在意是不是快乐地打排球。使命和包袱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结束，你们就
是要快乐地打出属于自己的排球。”郎平是让运动员不要忘记打排球的初心。
2016 年里约“大冒险”那次，中巴大赛的最后一球，中国队看准时机，“啪
——”把球打在巴西队界内，出其不意，中国队赢了！

“祖国至上、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永不言败”的女排精神，我想我永远也忘
不了。 （指导老师 司 娟）

闪耀着的女排精神
——电影《夺冠》观后感

东铺头中心小学 三年（2）班 张玥然

老 家 在 海 门 岛 ，是 个 小 渔 村 。
从爷爷奶奶年轻时所建旧厝后面的
羊肠小道往南小坡走，越过一个低
矮的小山丘，一片宽广的海便迎面
而来。

小时候，一到夏日，我就被爸妈
送回渔村与爷爷奶奶住上一两个星
期。有一天，晚餐吃完后，我躲到庭
院里的香蕉树下，边吹风扇边叹气，
说这天怎么如此闷热，连一点风都
没有。奶奶说，要不你去后垵的海
边吹吹风？我说，那里有风吗？奶
奶笑道，可凉快着哩。

好！趿着拖鞋就走了。厝后的
小坡不陡。先得走过一片龙眼树
林，树林里有许多坟墓，埋的绝大多
数是本渔村的先民。我的心差点跳
出嗓门来，赶忙低了头快步小跑。
奶奶在后面喊，哎慢点、慢点，待会
儿把你给摔了！如今长大了，再看
那些墓时，还是原来的样子，却不怎
么怕了，反而对他们的存在颇有兴
趣，甚至仔细看看墓志，与奶奶在树
下边走边评头论足：哪座墓是哪个
朝代的，是哪个皇帝在位时期的，是
哪个宗亲房系的后代的？又从地上
聊到头上，这是谁家的龙眼，什么时
候才能吃，哪棵总熟得比较早。

过了龙眼林，紧挨着的是一片
竹林。小路的右手边有几处农舍，
里 面 养 着 家 鸡 ，每 天 天 刚 亮 就 打
鸣。左手边有一块小小的田地，里
头有时候种着蔬菜，有时候什么都
不种，长些杂草，有鸡群在那里跳来
跳去，摇头晃脑寻着草籽。这时，海
浪拍打礁石的声音，轮船的鸣笛声，
往来渔民的谈话声，声声入耳。往
前拐过一条不到五米长的小道，挤
挤挨挨的野花迎风舞摆在脚跟边，
广阔的大海在面前缓缓铺开，胸口
一下大起来。后来读到了“柳暗花
明又一村”，猛然就想起这片海。

海 边 有 座 小 庙 ，叫 后 垵 公 庙 。
渔民出海或渔获归来，总要前去祭
拜一番，祈求行船平安和有所渔获，
或者表达心中的感激。小庙门口有
棵百年台湾相思树，树下有一方石
椅。我满心欢喜，坐到石椅上，有一
搭没一搭地晃着脚，环视大海，看云
在海面上努力摆出各种造型。现在
人长大了，石椅的高度已经不允许
我晃着脚，但我仍喜欢坐在石椅上，
看晚霞染红海边一角，看远方的海
面在夕阳注视下波光粼粼，看近岸
时船只的辗转徘徊，看海水被风慢
慢推到沙滩，形成一朵朵的小浪花，
轻轻地卷着米黄沙粒，海风徐徐，好
不自在。

我常到沙滩上去捡拾贝壳，这
里的贝壳种类虽然不多，通常也只
有一种颜色，不算好看，但形状各
异，我很喜欢。

奶奶有次指着远方的海说，以
前这里没有大桥也没用轮船时，海
里总有一种会鸣叫的“傻鱼”，它们
喜欢逐浪，经常来到附近的海面上
跳来跳去，还会喷水呢。我哈哈地
笑了，向奶奶解释说，那不是大鱼，
它叫白海豚。如今，我也只是从网
络信息了解到厦门港海域有这么可
爱的灵性动物，它们一点也不“傻”，
说实在的，我挺想在这里看到白海
豚的踪迹。

傍晚时分，石椅上坐着，总会遇
见忙碌的渔民，边收着网边抬着头
和我们打招呼。“啊呀，恁也来海边
走走哦（闽南语）！”他们喜欢这样
问。“是啊，海边凉快呀！”奶奶喜欢
这样答。有时他们也会提到我，“哎
呀，这不是你那个住在城里的小孙
女，这海边她也敢来？”

以前，不懂人情的我，会把脸撇
到一边去，心里还颇有些愤愤然，觉
得这么好的地方我咋不能来呢。

沿着海岸，潮落时往右走可以
到达我们姓氏先祖最早来到渔村居
住的残址，我却一次也没有去成。
每次缠着要奶奶一起去，奶奶总说
潮还没退到底，得再下次来，等下次
她还是说退潮不到底，好像海永远
是涨潮的样子。而往左边走是峭
壁，这边没有沙滩，人少了，树也少
了，海边红色礁石变多了，海水一次
一次撞击岩壁，撞出了一层层白色
的浪花，夕阳之下少了几分平静，却
多了几分“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
起千堆雪”的豪气。

与夏日的海相比，冬日的海就
清冷许多。冬日的海总是雾蒙蒙
的，远处的大桥和轮船轮廓在大雾
的渲染下变得模模糊糊。夜晚，厦
漳大桥上的灯高高亮着，在雾中晕
出了淡黄色。冬天，披着冬衣坐在
石椅上，不远处几艘渔船在海中沉
沉浮浮，身后的犬吠或近或远，唯有
海边那几枝枯木挺拔着身姿，不为
所动，似乎在等来年的春暖花开。

如果有一天，一家人都要远离
渔村长居城市直到老去，我的后辈
是否还会来看看这里的海，找找我
曾经留下的足迹？爸爸常对我说：

“家乡的海岛形状真像你奶奶说的
‘ 傻 鱼 ’，只 是 这‘ 傻 鱼 ’越 来 越 少
了。我们回到海岛次数越来越少
了，到底是‘鱼傻’还是‘人傻’呀！”

（指导老师 方达明）

到后土安去看海
龙海一中 高三（2）班 许登婕

有一个地方让我流连忘返，让
我时刻挂念。

放眼望去，一片碧绿的丛林映
入眼帘，那是柚树的海洋。春天清
香扑鼻的柚花，笼罩着乡亲们的家
园。夏天圆溜溜的柚子爬满枝头，
和柚叶一起披上绿装。秋天黄澄
澄的柚子在柚叶的衬托下，像金灿
灿的黄金一样，闪闪发光。丰收的
喜悦，让农民伯伯挂上满足的笑
容。冬天的柚树脱下带果的黄衣，
开始准备来年的开花结果……

在柚树的海洋中，一栋栋别墅
显得格外优雅、美丽！天空也是一
碧如洗，像透明的蓝宝石一样晶莹
剔透。小河边上的草地，像绿油油
的毯子，放学回家的孩子，在草地
上放风筝，在那做游戏，自由自在、
无忧无虑！河边上的野花弥漫着
清香。河里的鱼儿游来游去，青蛙
总在夜里鸣唱。

夜幕降临时，广场上的公园热

闹非凡。有打篮球的中学生，有凉
亭纳凉聊天的爷爷奶奶，有跳广场
舞的中老年阿姨，有坐碰碰车的儿
童……灯火辉煌中充满欢声笑语。

克拉克瓷公园见证了陶瓷艺
术的经典，小桥流水，鸟语花香。
小瀑布和搞怪的大嘴猴、山羊、野
猪这些石造景观，点缀着空寂的山
景。每当夕阳西下，一群中年人会
带着朋友或自己的孩子，来到公园
的河流中游泳。这些天然的游泳
池，里面的水都是高山上流下来
的，所以没有被人为污染。碧绿的
池水总是把蓝天倒映在水中。大
小泳池分明，儿童都会在水位不深
的池中，带上游泳装备尽情游泳或
玩耍。水位略深的池子则是大人
们的天地。

总之，我喜欢那个生我养我的
地方，那个清纯无污染，美丽脱俗
的故乡——平和。

（指导老师 沈其伟）

我的家乡
漳州市通北中心小学 四年（6）班 曾欣渝

参观文明动物园参观文明动物园
芗城实小 二年（7）班 胡品楠 （指导老师 谢予珊）

水仙花开两岸香水仙花开两岸香
芗城实验小学 四年（3）班 许星岚 （指导老师 赖小梅）

萤火虫萤火虫
金峰实验小学 一年(6)班 肖林恺 （指导老师 王秀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