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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舒懿（12岁）
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深圳中学龙岗学校
学生

春末，深圳，暴雨如注。教室窗

外，木棉树在狂风中起舞。雨渐小些，

看着答题卡上那刺目的红叉，我将它揣

入怀中，一头扎入雨幕。

忽然，一朵花砸中了我的肩头。我眯

着眼，抬头望去，只见木棉树在暴雨中抖

落红花，碗口大的花瓣裹挟着雨珠飘落，

“啪嗒、啪嗒”地打在伞面上，似是谁在急

切地叩门。一朵木棉花径直跌入我捧在胸

前的试卷，木棉鲜艳的红与试卷上的刺

目的红交叠，竟让那红叉不那么狰狞了。

跑到避雨处，我蹲在树下捡花，发

现每朵坠下的木棉花朵都保持着盛放的

姿态：5片花瓣倔强地绽放着，即便是

沾满了泥泞，花蕊仍然高扬着，指尖触

到花瓣厚实光滑的质地，忽然想起了考

前复习时，笔尖划破草稿纸的触感……

擦干花瓣上的雨珠时，我瞧见树干

上有道狰狞的伤疤。它呈螺旋状向上延

伸，树皮翻卷着露出苍白的木质，却在

伤口周围萌发出星星点点的嫩芽。那嫩

红的芽蜷成一个个蓄势待发的小拳头，

绕着伤疤，宛若给木棉树系了条缀满星

星的丝带。

雨停了，整棵木棉树似乎笼罩着一

层薄薄的水汽，身后传来“扑通”一

声，又是一朵木棉飘落在了水洼中。迸

溅出的水花，像阳光撕开云层，在散开

的水珠上折射出七彩的虹光。

晚上，我把木棉花夹在书页间，花

瓣已褪为暗红色，却依然是向上的弧度。

再次翻开错题本时，那红叉在花影的映照

下，竟与木棉的脉络有几分相似。

次日傍晚，离开校园时，木棉树在月

光中投下影子，我停下脚步，从包中摸出

成绩单，在背面一笔一画地写下：“木棉

落地时那么响，不是因为疼，是在告诉世

界——我曾热烈地盛开过。”

风轻掀纸角，似乎在回应远处夜莺的

啼叫。

而今再次路过那木棉树，我忽然明

白：红叉是坠落的木棉，拾起来便是成长

的养料。于是我开始在晨光中拆解难题，

暮色里重整思路，让每一笔修改都成为破

土的力量……

遇见木棉花

周子然（13岁）
湖南省永州市道县东洲学校学生

青春

颜料被打翻在天空
光影被剪成碎片
洒在校园的走廊
羽毛球穿梭在空中
打破了寂静
带来了欢笑声
和朋友一起在操场散步
谈论着各自的梦想
踩着影子
哼着小曲
微风徐徐吹过
夕阳勾勒出了青春的模样

故乡

树叶摇曳着身姿
火烧云急速变动
鸟儿飞向远方
风吹走了心中的惆怅
小巷里的孩子嬉戏着

少女们向往着远方
树下老人们下着棋
谈笑声此起彼伏
故乡早已变了
夕阳下的女孩也长大了
时光带走太多
儿时的故乡停留在童年
成长也在此时有了具象

告别
小学毕业的那个黄昏
我们相约着永不分离
时间冲淡了一切
槐树下的那盘棋局未完
你我却早已天各一方
学习任务变重
风吹乱桌上的资料
一张合影掉了出来
背景里的夕阳如此美丽
可你不再和我一起欣赏

照片受了潮气
一旁山茶的气味是白色的
苦涩在鼻尖弥漫
你我的友谊也画上句号

自由

桌上的试卷被风吹落
散了满地
教室里没有任何声音
光隔绝了一切
一只蝴蝶翩翩飞来
如此自由
停下笔，望向窗外
天空羞红了脸
窗外的学生笑容满面
我奔向树下
和朋友相拥
光下
我们自由如风

（指导老师：何文斌）

夕阳下（组诗）

黄莞淘（14岁）
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新城初级中学学生

打开视频通话，第一句传来的，总是姥

姥温暖的问候：“闹甚呢（做什么呢）？你们

那儿那么冷的吗，多穿点衣服……”那是一

句带着浓郁北方气息的方言，高原味的关

怀，一次次勾起了我记忆中的乡情。

妈妈的老家地处内蒙古高原南部边

缘，一边紧挨着内蒙古，是河北省最北部的

坝上地区。以前，我每到暑假就会跟着妈妈

回老家。记忆里，那里的空气味道十分香

甜，鞋子踩在小石子路上，发出吱呀吱呀的

响声，风吹着两旁笔直挺拔的杨树林，沙沙

地唱着歌。姥姥邻居家有一个小哥哥，我

喊他亮亮哥哥。亮亮哥哥的妈妈总是天不

亮就出门打工，每当我早晨睁开眼时，他

已经站在我床边了。他会带我到小路边采

沙棘树上的小果子，那时的沙棘果总是绿

绿的，我鼓起勇气合紧上下门牙把小果子

咬破，顿时感觉全身都被酸倒了。亮亮哥

哥每次都说：“你要是秋天来就好了，等

到秋天这些沙棘果变成橘红色，就很甜

了。”还记得那时候，北方的地是非常干

燥的，田埂上总会有一片片龟裂的土皮，

我便跟着亮亮哥哥在田间踩土皮，听它发

出清脆的声音。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是每天上午卖东

西的吆喝声：“卖熏鸡，熏肉，火腿肠……”

起初，我实在听不懂，匪夷所思地问妈

妈：“这里还能卖‘凶器’？”好奇地跑出

去一看，原来是一车的熏肉，摆放得整整

齐齐，深红色的鸡，一条条的火腿肠，在

一阵阵柴火熏的香气中氤氲开来。小商贩

咧开嘴，露出洁白的牙笑问：“来点儿哇。”

他一边给姥姥找零钱，一边夸我：“外孙真

亲。”故乡人对每个孩子都叹“真亲”。在南

京，我也时常听到吆喝声：“卖酒酿，桂花酒

酿，小元宵……”接着，“卖熏鸡，熏肉，火腿

肠……”便会在耳边不时回响。

去年夏天，妈妈又带我回了一趟老

家，绿油油的莜麦田、高大的风车让人眼

前焕然一新。路边的蒿子草长到了我的腰

部，车子只好远远停在外边。我们刚到，

坐在村口的佘奶奶便起身相迎。她摇摇晃

晃地站起身，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向我

们走来。推开锈迹斑斑的小铁门，那咯吱

咯吱的声音仿佛也在述说它好久没动弹

了。稀稀落落的几户人家，大多是老人带

着小孩，一下就出门围了过来。“都长这

么高了！”大家不住地感叹。我们还没坐

稳，住在同排的邻居就把家里做好的油

饼、黄米糕、莜面都端了过来，那黄澄澄

的面食，还散发着阵阵的热气。也许是因

为坝上地区常年寒冷，莜面成了主食中的

主食，抗寒，耐饿。至于黄米糕，以前可

是逢年过节的美食。谁家有什么重要仪式

时，周围邻居都会来帮忙炸糕，刚出锅的

炸糕金黄、圆溜，咬一口又香又糯。总要

在第一时间给邻居们送一碗炸糕，我不由

想起小时候小心翼翼地端着碗给邻居家送

糕。从自己家院子里出来，顺着隔壁姥姥

家院墙，用膝盖顶开小木门，走到邻居家

门口时，我得更小心地跨过门槛 （这门槛

主要是用来拦住小鸡小狗的）。隔壁姥姥

一看到我总是惊得不行：“哎呀，你咋给

姥姥送糕了！”于是，在回去的路上，我

的口袋里便会塞满姥姥给的零食。送出去

一碗炸糕，那时的成就感足以让我开心一

整天。跨越山海，我现在依然怀念家乡人

们互相送饭的情景。

春耕夏耘，秋收冬藏，记忆中的乡

情，有乡音，有乡味，更有乡人。我们出

发回城时，佘奶奶又出来送到了门口。佝

偻的身躯一年比一年更显单薄，要强了一

辈子的腰杆，不断地前倾，前倾……故乡

似乎越来越远了，记忆中的乡情，裹挟着

那大青山的清新气息，逐渐浸润了我的

心，忽又飘散到了很远的地方。

留在记忆
中的乡情

周清越（12岁）
河南省洛阳市偃师区实验小学学生

“咕噜噜——”锅里的气泡上下翻滚着

冒出来，妈妈正在熬红枣山药粥。我趴在

灶台边，看着粥面上凝结的那层薄皮子，

突然想起奶奶熬的那碗粥，想起那个藏在

河南与安徽交界处的小村子，还有那些被

粥香熏染过的温暖时光。

爸爸在离老家好几百公里外的乡镇工

作，那几年，我还在上幼儿园，总盼着假期

回老家玩。记得好多个早晨，天还没亮，爸

爸就会把我从被窝里抱出来，穿好衣服，先

坐公共汽车，之后又坐上绿皮火车，这家伙

“哐当哐当”地喘着粗气，力气很大。我靠在

爸爸温暖的怀里，看妈妈变魔术似的从包

里掏出小面包，奶油夹心的甜味儿混着车

厢里奇怪的味道，竟成了我记忆里独特的

“旅途味道”。我把脸贴在蒙着雾气的车窗

上，看着路边的电线杆拖着长长的尾巴往

后跑……直到星星挂满天空，才终于听见

奶奶的呼唤：“妮儿回来啦！”

那时，奶奶的厨房里飘着柴火香，土灶

上的铁锅“咕嘟咕嘟”炖着粥。掀开锅盖的

瞬间，红枣的甜香裹着山药的气息扑面而

来，粥里的红豆、绿豆、花豆像彩色的小

珍珠，在红红的粥汁里跳着舞。最让我惊

喜的是粥面上那层薄薄的“粥皮子”，奶

奶总说这是粥的“帽子”，用白瓷勺轻轻

一挑，就像掀起了红盖头。我张开嘴巴吹

一吹，再“啊——”地一声接住，软软

的、暖暖的，从舌尖一直甜到脚后跟。

晚上睡觉最是热闹，我像夹在中间的

糯米团子，左边把爸爸的胳膊当枕头，右边

让妈妈的腿当靠垫，爸爸把奶奶晒得蓬松

的被子盖在我们身上，阳光的味道裹着柴

火的气息，把我们烘得像刚出炉的烤红薯。

后来爸爸工作调动，到了河南偃师城

区，我们搬进了有暖气的楼房。奶奶拎着大

包袱来住的时候，带来了老家的铁锅和晒

干的红枣。我天天缠着奶奶熬粥，看她在

厨房慢慢搅动铁锅，阳光透过纱窗，落在

她银白的头发上，像撒了一把碎星星。可

奶奶的粥还没喝够，她就生病了。临终

前，奶奶用布满老茧的手摸着我的脸，说：

“妮儿长大了，要学会自己找甜味啊。”

奶奶走后，我们好几年没回老家了。后

来，再次回到老房子时，墙角结满了蜘蛛

网，曾经蹦跳着迎接我们的大黑狗不知去

了哪里。姑姑在土灶上熬粥，我盯着锅看

了又看，却再也没等到那层红红的粥皮

子。“现在讲究健康，不能放那么多糖

了。”姑姑的粥里，红枣还是那个红枣，

山药还是那个山药，可粥面上的“帽子”

不见了，我的心也空了一块。

去年清明，我偷偷在妈妈熬的粥里加

了一大勺红糖。看着粥面慢慢结出薄皮，我

小心翼翼地挑起来，放进嘴里细细品尝，却

再也没有当年的滋味。妈妈摸着我的头说：

“奶奶的粥里，藏着她对我们的牵挂，就像

老房子的阳光，永远晒在我们心里。”

现在每次喝到粥，我都会想起奶奶的

厨房，想起摇晃的绿皮火车，想起那个暖烘

烘的被窝。粥皮子会消失，老房子会破旧，

但奶奶的爱就像粥里的红豆，永远沉在最底

下，只要轻轻一搅，就会泛起甜甜的波纹。

原来，有些味道不是留在舌尖上，而是

融化在心里的。就像奶奶熬的粥，虽然再也

喝不到一模一样的，但每次想起，我心里都

会暖暖的，就像她从来都没有离开过。

（指导教师：刘丽敏）

奶奶熬的那碗粥

阙语涵（12岁）
辽宁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学生

学校门口栽了一溜儿海棠树。

和匆匆忙忙跑去上学的学生一样，海

棠树一定也是有着自己的任务的。春天，要

学习怎么开出好看的花和怎么长出绿油油

的小叶；夏天，要学习如何给每一朵花办一

场惊艳的谢幕，如何把叶子长得更加绿油

油；秋天，要学会给叶子镶上诱人的焦糖色

金边儿，同时提防饥饿难耐的小虫；冬

天，要干干净净地把叶子落光，然后，藏

着这一年的回忆与又长了一圈的年轮，好

好睡一觉。除此之外，还要学习风儿的语

言，学习怎么和小鸟儿打招呼，学习怎么

和吵得受不了的蝉友好相处……

然后，又是一个春天。

这样看来，海棠树好像也挺辛苦的。不

知道学生们上课走神儿、发呆望着窗外

时，海棠树会不会羡慕他们可以自由自在

地玩耍，而它却只能木讷地站着？

不过，海棠树也可能压根儿就不会这

么想。它会想：“哼！你们都得乖乖坐

着，而我却可以在最鲜甜的空气中自由地

挥舞我绿色的手！”

海棠树在春天开出的花确实很好看。

桃粉色的花儿，开久了就变成柔和的粉白

色。一树繁花压弯了纤细的枝条，夺目的、

星星点点的、大团大团的粉红色中夹杂着

小小嫩嫩的绿叶子。走近了，细细地看，

每朵花都将蓬松多层的薄纱裙摆轻轻撑

开、优雅拢起，好像一只只大蝴蝶，各有

各的婀娜多姿。这一定是春天最美的花，

自由、热烈，又有些少女的、青春的羞涩。

但是，花的生命很短。这真残酷，尤其

对一朵天真烂漫的海棠花而言。

一朵海棠花能感受几个春日呢？可能

昨天还在枝头肆意地笑着闹着的花，一夜

大风后，就成了地上的残瓣。也许，这是因

为花儿生来就是春的精灵，她注定要在最

美的青春中结束生命。于是，面对注定的结

局，海棠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场轰轰烈烈

的谢幕。在一场倾盆大雨中，这些春的女儿

用尽全力、毫不疼惜地将自己从枝头撕扯

下来，闭上眼，把自由的翅膀交给了风……

于是，那一刻，一只只自由的蝴蝶伴着雨

点，伴着激动，飞向了梦过无数次的蓝天。

那样美，那样伤感，像对世界最后的告别。

用一个春天的寂寞与平凡，换一次刻

骨铭心的谢幕。至少，海棠花觉得这很值。

人这一生，又能感知多少个春天呢？

海棠花可以看晚霞，可以嗅到清晨空

气中湿润的草香，可以在风中翩翩起舞，可

以对蝴蝶说“你好”，可以品尝新鲜的露珠，

人也可以；而且，人还可以仰头眯起眼看云

怎么飘，可以在空旷的草原上飞跑感受生

命的律动，可以大笑，可以大哭，可以感受

到浓烈的情感，可以吃到好吃的食物，可以

与好多好多花说早安，可以对一只小虫述

说自己的心事……可以做很多很多。

海棠花对自己短短的、精彩的一生很满

意。那么，我们也要让自己长长的一生称心

如意，用自己的方式，去获得简单的快乐。

海棠花会凋零。但是，根据能量守恒定律，

没有什么是会彻底消逝的。海棠花也是。每一

朵落下的海棠花都会化作泥土，然后为下一

次生命的绽放提供养分。所以，你打过招呼的

每一朵海棠花，都不只是盛放于此刻，更是无数

记忆与过往的延续。她们一定记得你呢。

看吧，海棠花在春风中点起了头，她在

对你说：“你好！还记得我吗？”

海 棠

吴守珈（14岁）
北京市汇文中学学生

长白山里的冰泉，我去过两次，一冬一

夏，都瞧出了些不一样的滋味。

冬季，冷空气无孔不入，钻进骨头缝

中。沿着谷边的巨石行进，隔着老远就听

见水声，踩着路上的碎冰，一汪清泉撞进

眼中。泉水是那种泛着蓝的绿，沿着泉眼

处的一圈石头边儿结了冰。从岸边向泉眼

看去，汩汩泉水越过冰面，轻轻拍打岸边

的岩石。脑中想起有人说：“这泉，别看

它气势不大，可百年未干呐！”

望着碧绿翡翠般的水面，映出我的倒

影，不禁伸手触碰。手指刚探进去，跟针

扎似的发麻。取了水滴落在掌心，像沉睡

在海底的珍珠，圆润，素静。

夏季，城市酷暑难耐，想起记忆中冷冽

的冰泉。于是再次踏上旅途。依旧沿着巨

石的指引，拨开灌木丛，清凉拂面而来。

阳光透过绿叶洒在水面，光影斑驳。走近

蹲在潭边，发现没了冰雪的封印，不光水

流得更欢快了，连青苔都扒着石头长出来

了。伸手触碰，才发现这水比冬日来时更

温柔了。突然，一只小蜻蜓闯入我的视线，

跌跌撞撞地像是受了伤，落入水中。只见它

掸掸翅膀，扒着青苔稳住身形，稳稳立在水

中，借着水势流向远方。忽然发现水中躺

着半块石头，靠上的一面应是它本来的样

子，干裂布满缝隙，如几条蚯蚓交错匍匐

在石头上面，浸在水中那部分却光洁湿

润。只觉有什么东西在心间潜滋暗长。

这水看着柔，却将石头的棱角都磨圆

了。我伸手捧起一汪泉水，不过半刻，它

就顺着指缝溜走了。惊觉，真正的力量从

不只是硬碰硬。泉水不跟石头较劲，却用

千百年的时光磨平棱角；小蜻蜓不逆着水

流抗争，反而借着水势远行。就像我们总

认为一股脑向前冲才能解决问题，是否有

时思考时带点“柔”的智慧，问题反而能

迎刃而解呢？

站在泉边，再回望眼前的一切，我

想，泉水总是这样，在沉默中积攒力量，

始终千百年如一日，汩汩流淌。我们也应

如泉水般，以“柔”包裹着“刚”，不惧

时间的长河，始终坚持自我，用我们的方

式，默默地滋润和改变周围的一切。

这也许就是我们不断踏上旅途的意义吧。

（指导教师：吕佳琳）

旅 途

写作是漫长的旅程，每一笔都是起步。本期，7 位 10 后根据自己的
感受，写下了独属于这个年龄段的细腻情思。这或许是他们人生中的第一
篇见报稿，但他们在字里行间的每一次尝试，都是向着文学星空迈出的勇
敢一步。让我们用温暖的目光，守望他们在文学之路上的成长。

——《中国青年作家报》编辑部

汪昭余（15岁）
西南大学附属中学学生

重庆的雨是自由的，潇洒的，无论

春夏秋冬，都可以见到它随意的身影，

或淅淅沥沥，或倾盆而下。它穿梭在重

庆的街头巷尾，山野沟壑，大江大河，

不时勾起人们心中一点淡淡的、叫不上

名的情绪。

通常，重庆的雨很懂人性，先是不

慌不忙地滴下几滴，给户外的人们提个

醒，等你找到伞，或者一个可以遮风避

雨的落脚点，才开始连贯起来。就这

样，沉浸在雨雾中的重庆开始营造它独

具一格的景象。

到过重庆的人都知道，重庆举世闻

名的，并非麻辣沸腾的火锅，而是地势

不平造就的“8D魔幻”，也因此多有台

阶和洼地。倘若雨下得大了，会把一级

又一级台阶变成一帘又一帘小小的瀑

布。一点又一点水花溅落在台阶上，迫

不及待地汇聚到一起，再挤到台阶边沿，

向低处顺流而下，形成一道银白色的小瀑

布，隐隐勾出台阶的形状，洒脱中还带了

那么点细腻。当人们沿着这连绵的水帘一

步步或上或下，很能品出几分韵味。这个

时候的洼地，则积出了一个又一个小小的

水坑，银亮银亮的。街道旁有多而茂盛的

小叶榕、法国梧桐和黄桷树等，深绿和淡

绿的叶子重重叠叠映在一起，与一幢又一

幢楼房交相辉映。小水坑里的积水，并不

喜静，它们是好动的，带着细细的波纹，

显得从容不迫，精致淡雅，成为车轮和脚

步下最独特的剪影，装点山城在迷蒙的水

雾中，露出几分魅惑。

重庆是雾都，又是山城。下雨时，最

好的享受是坐在长江或嘉陵江高处的某家

小店里，要一杯热茶，在缭绕的雾气中，

一边细品，一边看雨中别样的山城。记得

那次黄昏，在万千来渝游客必去打卡的洪

崖洞，处身于吊脚楼的世界，微微抬头，

便是古色古香的楼角构成的一幅境界重重

的画。最近的是一张方桌，一碗晶莹剔透

的冰汤圆，带着一点未化的碎冰，水果块

色彩鲜明，鸳鸯锅冒着丝丝热气，照例有

蒸荞麦茶。再往远处，是闪着点点灯光的

其他吊脚楼，在朦胧的雨雾中渲染着几分

温暖的人间烟火。

随后，我离开洪崖洞这诗画般的世

界，站在临江门边沿，远望江上的游船张

灯结彩。江水透着点点彩光，小雨把色彩

洗得十分干净，眯眼细看，还看得出银丝

点点垂于天地间。再往远看，就是绵延的

群山，它们用苍翠和墨青的峰峦包裹着这

座闻名的城。从上往下，颜色逐渐深重，

林木间偶有清澈的光挤出来，山间的薄雾

向远方延伸，慢慢就看不清了……这些景

象组合在一起，成就了烟雨中的山城，仿

若一幅浓墨重彩的绝美山水画。这时候，

你会发现都市的灯光色彩和自然的江水山

川并不冲突，它们水乳交融在一起，竟然

散发出了一种特别的意味。

当然了，如果你不喜欢热闹，还可以

选择在朦胧的雨雾中攀登与青城山、峨眉

山并称为“蜀中三大宗教名山”的缙云

山。那里才是真正的自然之境，青竹万千

竿，根根植山间，长得极高的各类树木被

雨水刷得发亮，不用细嗅，就能感受到草

木沁人心脾的清香。低头，你会发现各种

蕨苔，被充盈的雨水滋养得十分茂盛，一

片片叶子上挂着晶莹的雨珠，再凑近些，

看那细密的枝叶，能清晰地看到泾渭分明

的叶脉。雨珠上映着叶子的颜色，微微一

晃便挂不住身体，“哧溜”一声掉在地上

的丛丛苔藓中，并未被泥土完全吸收，盈

润在嫩绿的苔粒上，变成了更小的水珠。

傍晚，站在狮子峰最高处，此时身于

山中，近处是山，远处还是山。禁不住收

了伞，任雨凉凉地、温柔地洒落在身上，

俯瞰城市的灯火在远处闪烁，内心会感到

无比安闲。就这样，与大山一起站立在天幕

下，油然而生一种博大的境界——雨水可

以洗刷一切尘埃，但不会忘记的历史与今

宵相合，山记得，每一棵树记得，每一片叶

记得，雨更是记得……时间不会停下脚步，

它会一直向前，指不定又有多少场雨或沙

沙或哗哗落下，又会翻开多少新的篇章。

就这样，身处在重庆雨的世界里，看

着它停了下，下了停，或淅淅沥沥，或

倾盆而下……不离不弃地陪伴着这座独

特的城，更是陪伴着生活在这里并热爱

这里的人们。

重庆的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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