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恐龙素描 》 翁悦茗（11岁）

在或平淡或波折的生活中，我选择用仪式感装点我有点乏味的生活，我选择心

怀美好与期待，去寻找隐匿于一点一滴中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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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糖牛奶布丁》 房琪(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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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听那残存的细雨，雨中没有蓑笠翁的匆匆脚步，也没有“叮叮当当”的细雨击打铁皮

的声音，只有平静的轻吟，回荡，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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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需要仪式感

那风光无限，那人声鼎

沸，那宁静清幽……交汇在

窗外，汇成那个我魂牵梦萦

的地方——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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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不过春日景，最暖不过春日事！在行

色匆匆的日子里，留心美好，感受春暖人心。

我的航天梦
无须扬鞭自奋蹄

《红葡萄》 聂辰熙（10岁）

透过一扇小窗望
去，清晨早餐摊的人络
绎不绝；下午的阳光筛
过树叶，照亮老爷爷们
斗棋的一番天地；夜晚，
牛奶般的月光倾下浸满
了小乡村，她在悄悄守
护村民们的美梦哩！

小窗，它是一扇坐
落于老家的小窗，它包
容万千景色，也蕴含乡
土人情。每回回去，我
总爱待在那个小窗边。
温一杯牛奶，写一天作
业，在那儿我似乎总是
不知疲倦。

看窗外，瞧！现在
是清晨，村里的广播声
伴随响亮的鸡叫，将人

们从美梦中唤起。辛勤的早餐摊老板
早已放好卖品坐在一条蓝色塑料椅
上，静静等待“打工人”的光临。此时
山也努力睁开了睡眼。调皮的太阳正
爬在它的肩头，将金灿灿的金子撒向
大地。枯萎的树干接收到信号，在金
光的照耀下也变得鲜活起来。村庄呼
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开始营业，一切都
是新生的样子，那么鲜活！

瞧！已经到了下午，村庄又疲倦
地合上了眼，开始午睡，周围被一群打
呼声包围，这时的山和阳光正鲜活呢，
它们你追我赶好不乐乎，惹得天上的
鸟儿喳喳叫，路旁的小草探着身子凑
热闹。而这嘈杂中总会有那么一方净
土——一片树荫、几条小凳、一张桌、
一盘象棋，几人围坐在一起，他们气定
神闲，一语不发颇有大师风范。

瞧！不知不觉夜戴上了神秘的
面纱，整个村庄陷入黑暗，只有几盏
星星点点的路灯和一弯新月照明。
夜总是静悄悄的，偶尔传来“呼呼”北
风。月光肆无忌惮地泻下，流向山
涧，为山披上一件银装；流向田野，抚
摸熟睡的生灵；流在窗上，皎洁又梦
幻。我伸手去摸，又溜过我的指尖，
抬头看看它好似调皮地对我眨眼睛，
它静悄悄地来又静悄悄地走，只为守
护人们一夜的梦。

瞧！窗外那风光无限，那人声鼎
沸，那宁静清幽……交汇在窗外，汇成
那个我魂牵梦萦的地方——家乡。

指导教师：姜见知

■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
诗路文学社 董家琪

天际，成片的乌云排山倒海地向地面
压来，厚重的水雾中隐隐闪现几道闪电，闷
雷的轰鸣犹如万马奔腾，从高邈的天际直
奔大地。

顷刻间，成串的雨丝被风截碎，窸窣地
敲打在叶片光滑的表面，发出“嗒嗒”的轻
响，宛如孩童“啪啪”玩乐的足音。那滴答
在树冠间的雨珠，在油亮的树叶丛中来回
穿梭，滚动，滴落，直到坠入湿泥，才发出一
声微弱的叹息。

不觉间，那细密的雨丝已被汇成铜线
眼大小的水球，倾盆而下，冲着街道慌乱奔
跑的行人呼啸而去。连成线的雨水像潮水
般在灰蒙的天空下冲刺。风被白线缠住，
狂躁地肆意怒吼，东一头，西一头地乱撞
着。惊得屋檐下的躲雨人高耸起双肩，拼
命地将头往后缩着，生怕光裸的脖子被这
乱风包裹。

各家各户的玻璃窗皆是畏畏缩缩地摆
正了不断向外拐的头，却没能耐得住雨的
咆哮，雨点癫狂地拍打紧合的窗门，“铛铛
嘭嘭——”，丝毫不逊于摇滚乐队的高分贝
演奏。

蓦地，那激进的乐曲戛然而止，只留下
余音在这不小的天地间游荡。屋瓦间成柱
的水流只剩余韵，几许水滴轻盈滑落，稳落
在栏杆上，摔开成无数的小弹珠，回弹，化
为数滩小水渍。

不远，恢复如初的雨丝轻柔密集地落
下，房顶上，街道上，飘起一层白蒙蒙的轻
烟，宛如缥缈的白纱，不时一阵风刮来，那
白纱袅袅飘去，那种细碎而又轻巧的“沙
沙”声，是狂暴后的平静，奏出一长串湿润
轻盈的音符，滑入心底，沉淀出暴雨压抑后
的风平浪静。

放下手中的茶盏，我望向窗外，陷入了
沉思。我已多久没有静下心来品一场雨；
我已多久未曾如此酣畅淋漓地听一次雨落
下的声音。忽然想起电影《无问西东》里的
一个片段，一间间茅草屋里，专心致志的学
生认真地听讲。只是雨声渐起，老师不得
不提高嗓门上课，学生不得不倾斜身子只
为听清老师的话语，随着愈来愈大的雨声，
老师干脆在黑板上写下“静坐听雨”四个
字，和学生们一起正襟危坐，细听雨声。打
开窗，映入眼帘的是大雨倾盆，而在这白色
雨幕下，水花翻溅中，有蓑笠翁狩猎而归，
有教师带领学生雨中奔跑，模糊又响亮的
口号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如此情景却深深撼动了我的心，也许，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西南联大茅屋铁
皮顶里的学生们伴着无数次的雨击铁皮声
努力地学习，听过无数次的雨落……

再听那残存的细雨，雨中没有蓑笠翁
的匆匆脚步，也没有“叮叮当当”的细雨击
打铁皮的声音，只有平静的轻吟，回荡，回
荡。

指导教师：姜见知

■ 陕西省西工大附中分校初三（A3）班
白宛禾

三月的风，不骄不躁，沁人心脾；四月的阳，和
煦温暖，心旷神怡。

我是极喜欢春天的，认为它有“春色满园关不
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俏皮可爱，认为它有“好雨
知时节，当春乃发生”的生机活力，也认为它有“竹
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自然风趣。在
我心中，春就是降临人间传播希望的使者。

在一个春日午后，我在院中漫步，想要寻找春
天，收集春日美好。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将光辉
洒落在地，光影浮动，尽显灵气，微风吹散午后的
倦意，撩拨着人们的心弦。早春最值得一看的便
是迎春花，嫩黄如米粒般的小花肆意地吐露着春
天的芬芳，让人眼前一亮，路边无名的野花如繁星
般洒落在草丛中，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几朵白玉兰
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早早地便绽开笑脸，散发魅
力。

复行数十步，在长椅处落座，准备接受阳光的
洗礼，抬眼望去，斑驳的树影中走来两位老人。老
奶奶的银丝闪烁着光辉，她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紧
紧握住老伴的手掌，步履蹒跚，但相互扶持的两人又显得如此坚
定，他们在我对面的长椅坐下，我欣赏着春光，也欣赏着两位老
人，在暮年时，他们慢慢享受着生活中的岁月静好，我的嘴角不
禁泛起一抹微笑，一股暖流涌上心头。

临近黄昏，吃过晚饭后的小朋友们出来玩了，寂静霎时间被
打破，欢声笑语让春天更添一丝活力，望着他们嬉戏打闹，一阵
微风袭来将我的思绪带回童年，那时几个尽显稚嫩的小女孩在
傍晚共享时光，或许那已是暮春时节，夜来香散发阵阵清香，在
凉风的吹拂下，明月的映照下，我们捉迷藏，寻野花，在小径中奔
跑玩耍，爽朗的笑声让那个夜晚不再孤单，思绪缠络，记忆交错，
不变的只有埋在心底的快乐与天真，在这美好的晚上又一股暖
流直上心头。

春振人心，它如刚睁开眼看世界的小孩，让人感到希望与动
力；春沁人心，它如涓涓细流流淌过人们心房，带给人们纯洁与
明净；春暖人心，一幕幕美好悄然在春天上演，让人心头一颤，温
暖人心。

最美不过春日景，最暖不过春日事！在行色匆匆的日子里，
留心美好，感受春暖人心。

指导教师：惠军明

■ 陕西省旬阳市白柳初级中学八（2）班 朱香林

我有一个梦。它是风，吹拂过我的心田；它是火，点燃了我
的热情；它是光，照亮着我前进的方向……

那是七年级学习《太空一日》时，读着航天员杨利伟的文章，
看宇航员太空失重漂浮的画面，我突然产生了做宇航员的冲
动。我想知道失重是一种什么体验，我想从外太空俯瞰地球，我
想看看银河系是怎样的灿烂……总而言之，我想一飞冲天，我想
在太空里遨游！

正是有这样一个梦，每当仰望夜空时，那漫天星斗总能让我
心驰神往；每一次中国太空探索事件，我都格外关心。

我出生于2007年，是个懵懂无知的少年。可是，凭着我对
航天事业的热爱和向往，我如饥似渴马不停蹄，向老师、书籍、网
络学习，了解我国航天事业成就。我对我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历
程更是耳熟能详：从14世纪明朝人万户勇做“火箭”不幸摔死，
到1970年的“东方红一号”进入太空；从2003年的神舟五号载
人航天飞行，再到2013年的嫦娥三号月球软着陆的无人登月探
测器成功着陆……一次次里程碑式的发展，让我追梦的心怦然
心动。

我的梦也一天天更加坚定。我的偶像——女航天员刘洋。
她曾说：“航天员并不像大家看到的那么绚烂，背后有太多需要付
出、努力坚持的地方。如果没有热爱，在追梦过程中遇到挑战和磨
砺很可能让你坚持不下来。”刘洋为了祖国的航天事业放弃了自己
的乐趣，奉献了青春，每天坚持着艰苦的训练，最终飞向太空。

我想要成为她！虽然在实现梦想的道路上，必然要面对一
些困难和挫折，但我不会轻言放弃！我现在不是航天员，航天员
每天面对的是各种训练，而我每天面临着的是学习上的困难和
挫折，我要勇敢地用心去征服它们，让它们成为我成长的基石！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总有一天，我会在祖
国大地上，一飞冲天，九天遨游！

这就是我的梦，我的航天梦！
指导教师：陈恒

■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
诗路文学社 秦思捷

天边的云还没睡醒，熹微的晨光
也未渗透屋顶。我们却早早地背上书
包，迎着凛冽的寒风走在上学路上。

匆匆挂上校卡，大步迈进校园，
迅速地跨上几级台阶，不经意的一
瞥，我看见七年级的教室里灯光明
亮，学生们齐齐早读。

我确实有些愕然。现在不过六
点半，却早已有学生来到教室早读。
回过头，从那一个个只争朝夕的身影
里，我仿佛看见了当年的自己。

刚迈进这座校园七年级的我，满
怀对新生活的期待与憧憬。和大家
一样，早起、到校、读书、上课，午饭后
又一番奋笔疾书。

紧接着，初中的第一次月考不可
避免地来了。考完后，抱着既激动又
担忧、既期待又害怕的复杂心情，我
看见了自己的成绩——科学85分。
在整叠的白色试卷与错杂的黑色字
迹中，我只看见那个鲜红的数字——
85。我呆住了。

那次考试于我而言无疑是个巨
大的打击。我无论如何也不敢想象
自己一个月的努力竟只换来这样的
成绩。一股无尽的恐慌弥漫在我的
心头，不安、茫然，亦不知前路在何
方。

我甚至焦急地向科学老师询问，
但老师的笑容与安慰只是悄悄告诉
我不必急。

于是，往后的每天，我开始更严
肃地对待学习：早到时，便放声朗读
科学；课后，认真思考作业，即使自己
做得不快；自习课上，有不懂的地方
就跑办公室。在数次考试与习题中，
我不羡慕别人的光鲜耀眼，也不担忧
自己成绩的起伏，只是默默努力着、
前行着。

论基础，可能许多同学早已在暑
假预习过知识，而我却不曾碰过一
点。但七年级第一学期的期末，我考
了年段第三。

即使这已是“陈年往事”，即使优

秀的人还有很多，但于我而言，这点
成绩却是我进步的见证。

其实重要的并非成绩，而是往事
历历在目时，回想起那些自己曾努力
过的时光、有所进步的地方，以及在
奋斗过程中练就的宠辱不惊的心境，
我便深深感悟到何谓“不比基础比进
步”，并因此砥砺前行。

愿我们重拾“不比基础比进步”
的那一份朝气，永远拥有不屈不挠的
学习动力，在学习生涯中“无须扬鞭
自奋蹄”！

指导教师：姜见知

■ 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初三(4)班
杜家慧

有人说：“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我眼中，诗
和远方并不仅是漂流过海的旅程，一
个又一个的物质满足与享受，还是善
于捕捉美好的心灵和积极乐观的生活

态度。在这里，我要称它
为“仪式感”。

生活需要仪式感，古
人“沐浴焚香，抚琴赏菊”
以追求生活的仪式感。而
如今的我们，同样以各种
各样的方式在追求仪式
感：写作业时收净桌面，带
来更令人集中精力的环
境；吃饭前精致摆盘，使食
物更加诱人食欲；用相机
记录下愉快的瞬间，为未
来的回首储蓄下美好的回
忆……仪式感往往存在于
不经意的小举措间，让我
们在平凡又琐碎的日子里

找到继续前进的动力，找到温暖生活
的微光。

生活需要仪式感。疲惫后的赋闲
时光，点上一支蜡烛，播放一首歌曲，
享用一份或许不必太丰盛的晚餐，这
样的仪式感不仅舒缓了一天的疲劳，
还让生活更加的有滋有味；晚自习
后，暮色沉沉，遥望天边最后一抹日

光跌落地平线，欣赏着霞光艳艳的黄
昏。仪式感让我们体悟到更加本真
的生活，让生活的乐趣与情怀来填补
身心的倦意，让生活的颜色更加丰富
而多彩。

生活需要仪式感。而仪式感却
不止于“仪式”。拜谒长辈是仪式，对
长者心怀诚挚的尊重才是仪式感；成
年礼是仪式，意识到作为成年人的责
任与义务才是仪式感；中秋赏月是仪
式，体悟到习俗深处的传统文化才是
仪式感；升国旗是仪式，对国家发自
内心的热爱才是仪式感。仪式感赋
予了繁复礼节以存在的意义，营造了
仪式的氛围，让我们感悟自己作为社
会的一员，让文化与礼仪在真情中得
以流传。

在或平淡或波折的生活中，我选
择放肆涂抹旅程的色彩，我选择静心
体悟礼仪的内涵，我选择用仪式感装
点我有点乏味的生活，我选择心怀美
好与期待，去寻找隐匿于一点一滴中
的“诗和远方”。

指导老师：洪晔

■ 浙江省新昌县七星中学
诗路文学社 张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