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校 园] 7 星期二
2019 285 月年 日本版责编/吴旻 版式/王茜

ZHANGJIAJIE DAILY

课堂内外

书香童年

童年时光

Happy 星期八

寒窗夜话

校园诗廊

张家界新闻网 http://www.zjjnews.cn

如果时空可以穿梭，记忆可以倒退，那么，
我想去到上世纪 20 年代的北京，行走在城南那条
古老却热闹的街道，陪伴在那个小小的却十分勇
敢的姑娘身边。我想，那还是个平淡却温馨的地
方，更有一段笑语与泪水并度的童年时光。

初读《城南旧事》是在军训结束后的一个下
午，清风抚摸着秋阳，光辉印满了窗面，一个白壳
子蓝书皮的故事就这样悄悄地走进了我的时光，
不轻不重，恰击心房。

太阳透窗照着纸糊墙，棉衣棉裤还贴大火炉，
路旁干秃树上几只鸟，胡同口边淅沥井窝子⋯⋯
这是北京冬天的惠安馆，是英子来北方待的第一
个地方。不大不小，却亲近热闹。

早晨阳光照墙上，喇叭花朵朵开放，夹竹桃娇
艳含羞，爸爸细心地剪着花草，妈妈抱着小妹妹一
旁作陪，英子在门外飞奔玩耍⋯⋯这是北京春天

的新帘子胡同，是英子离开惠安馆后的第二个家，
结识了新的朋友，进入了新的学校，在厚嘴唇年轻
人、艳美的兰姨娘、老实却可怜的宋妈和最后爸爸
的离世中，英子似懂非懂地结束了属于她的童年。

这是一个忧伤中带着喜爱，喜爱里包裹着回
忆的故事，是一段同龄人回忆小时候的最美时
光。而作者以一个女性的角度将上世纪 20 年代的
北京的生活描述得如此贴切，不论是人、情还是
景，引得无数现代人憧憬回忆，融入其中。恰
巧，我便是这其中一员，是那个愿意踏上开往上
世纪列车寻找人性之美的姑娘。

2019 年，我二十岁，已步入成年人的行列两
年了，若说到童年，也是很久很久之前的记忆
了，甚至可能模糊不清，片段篡位，也可能一笑
而过，不了了之。可是在看完这个故事后，我的
童年记忆总会在不知不觉中涌入大脑，一点一

滴，格外清晰。童真是可贵的，无畏的勇气也是
后来的我错失在童年里的美好，那么英子的旧
事，也成为了我纪念童年的最好方式。

对于整本书，我想这样来表达：如果说英子
对于秀贞的感情是同情，那么她对于年轻人的做
法更多是不解。同时，兰姨娘的存在让她感觉到
家庭的危机，那么父亲的去世则让她懂得了什么
是责任，最后的骆驼离去就代表了她对童年的释
然。这是一个成长的必经阶段，情绪的丰满，感
情的递进，似乎总是在一件又一件事情之后，变
得有所不同。英子的视野和大人们的是不一样
的，她看到的秀贞是个美丽的可怜女人，所以她
努力帮她，而大人们仅仅只会用疯子的眼神来观
望她。英子无法理解偷东西供弟弟上学的年轻人
是好人还是坏人，可是她还是会去帮助这个弱小
的人。英子无意间发现父亲和兰姨娘的不同，看

到了母亲的悲伤，所以她悄悄地帮助母亲，撮合
了兰姨娘和别的叔叔。而最后英子以一个孩子的
身份见证了父亲的去世，在悲伤与懵懂中接受了
现实。这是一个孩子的成长，是所有孩子在童年
里都会走的道路，平坦或泥泞，终将到达尽头。

这是英子的童年，在春夏秋冬的更迭中一去
不还，而我的童年，也是此般。我们隔着一个世
纪的距离，却有着相似的情绪，我想，踏上上世
纪列车的自己，也能够找到我们的，也是所有人
的共鸣。

我走进了英子的城南旧事里，也走进了我的
童年回忆里。如果童年是一棵会开花的树，那么
我想说：我怀念它，感谢它。

纯真无邪的岁月里，由暖阳微风陪伴，我们
一说一笑，桃花依旧。

（作者系湖南理工学院南院新闻传播学院学生）

童年是一棵会开花的树
——记 《城南旧事》

向钎钎

每年暑假，我们爷孙几人都要回乡
下祖屋住上一段时间。我虽出生在县
城，但不知怎么的，更喜欢这儿。

雨后的夏夜，深蓝色的天幕像一块
巨大的宝石，稀疏的星星俏皮地眨巴着
眼睛。萤火虫提着小灯笼忽高忽低地飘
来飘去。有时它们飞到我身边，围着我
绕圈圈。我追赶着，用手抓，用手捧，
它们却灵巧地避开我的手，飞向夜空。
老屋旁边的树林里，唱了一天歌儿的知
了们累了，纷纷进入了梦乡。晒谷场
上，人们享受着山村夏夜的清凉，爷爷
奶奶拿着大蒲扇边驱赶蚊虫，边与邻居
们谈论着他们和乡村的故事。

“ 刀 刀 ， 刀 刀 ， 刀 刀 ⋯⋯” 突 然 ，
几声婉转又略带悲伤的声音从密林中传
出，打破了夜空的宁静。“那是什么声
音？”我惊恐地问道。“别怕别怕！”奶
奶安慰我说，“那是刀刀鸟呢！”“什么
鸟？”我在惧怕之中没有听清。“刀——
刀——鸟。”“为什么叫刀刀鸟呢？”我
紧紧地依偎着奶奶。

奶 奶 给 我 讲 了 一 个 让 我 流 泪 的 故
事：“很久很久以前，一个小女孩因家
里太穷，父母实在养不活她，就把她送
给别人作童养媳。她每天早起晚睡，要
学 洗 衣 、 做 饭 ， 还 带 小 ‘ 弟 弟 ’（丈
夫） ⋯⋯穿破旧衣服，吃剩下的饭菜。
十二岁时她上山去打柴，看见天坑那边
有棵樱桃树，树上结满了红樱桃，就跑
去用刀钩，一不小心把柴刀掉进了天坑
里。回到家，狠心的公婆冲她吼叫道：

‘刀取不回来，就别回家！’天坑深不见
底 ， 山 上 有 豺 狼 、 老 虎 ⋯⋯ 她 无 家 可
归，绝望中，就上吊自杀了。死后她化
成了一只鸟儿，每到夏夜就倒挂在树枝
上 痛 苦 地 叫 着 ：‘ 公 要 刀 刀 ， 婆 要 刀
刀。想吃樱桃，掉把杉刀。我想去捡，
又怕猫猫 （猫猫——老虎，湘西方言叫

‘猫子’）。”
我的眼睛湿润了。奶奶讲完故事又

说：“格，现在没有童养媳那样的惨事
了。男女平等，女孩儿真幸福！不愁吃
穿，还都能读书，考大学⋯⋯好好读书
吧！”“记住了！”我回应着。

我转过头来问爷爷：“为什么前几
年回来没听到呢？”爷爷解答了我的疑
问。原来，这些年政府实行退耕还林及
保护生态环境的政策，乡亲们响应号召
都种起树来，人们保护森林和动物的意
识都增强了。原来那些光秃秃的山现在
是一片绿色的海洋。野果子，如龙船
泡、羊奶子、八月瓜应有尽有，那些快
要绝迹了的野猪、猴子、锦鸡⋯⋯大都
回来了，刀刀鸟就是跟它们一起回来的
⋯⋯

“刀刀，刀刀，刀刀⋯⋯”刀刀鸟
那特殊的叫声还在回响。鸣叫吧！刀刀
鸟！过去人们毁了你的也是他们自己的
家园，现在人们悔悟了，开始关注生存
环境了。多谢了！刀刀鸟，你的呼叫将
时刻提醒人们爱护自己的家园。大家一
起行动起来吧！让家乡的山更青、水更
绿、天更蓝！

（作者系桑植县澧源镇一小六年级
345 班学生 指导人：廖春雨）

鸣叫吧！
刀刀鸟！

廖格

这是一次特别的春游，它让我走进
了有着神秘色彩的苗寨，感受苗家的风
土人情。

经导游姐姐的介绍，苗族又分：生
苗和熟苗。生苗在很久以前是不服从朝
廷管理的，他们也只和苗族人通婚，不
和其他民族通婚，而熟苗恰巧相反。我
们今天看到的，是现在保存最好的“生
苗”苗寨——古丈夯吾苗寨。

我们参观了老银匠铺子，苗族的银
饰从它诞生之初，就具有巫术的功能。
苗族先民相信，一切锋利之物皆能驱
邪，银饰是驱邪之上品，还可以消灾祛
病。我们在一位老爷爷那看了许久，那
里有头饰、面饰、颈饰、肩饰、胸饰、
腰饰、臂饰、脚饰、手饰等几个部分，
主要用于苗族妇女的审美装饰，我觉得
非常美。也佩服老爷爷的巧手艺，敲敲
打打洗洗磨磨，一个完美的手工艺术品
就在他手中活灵活现了。

下午，我们去了附近的茶山，这里
最有名的是古丈毛尖。漫步山下的小
路，弯弯绕绕全是茶树，下游有小溪，
清明前的一场小雨唤醒了茶树上的所有
绿叶和新芽，苗女们背着背篓有说有笑
的采茶。在鸟儿的欢叫声中，我闻到了
春泥的清香⋯⋯

农 舍 中 ， 我 们 一 起 看 苗 家 奶 奶 炒
茶，品着老奶奶已经做好的新鲜的绿
茶，感受着生活的美好。

春风拂面，美好的一天在老奶奶家
一锅美味的苗家秘制红烧鹅中畅快地结
束。

一 年 之 计 在 于 春 ， 一 天 之 计 在 于
晨。我和爸爸妈妈也体验了一翻制茶，
也知道了要怎么样才能把银饰做好的繁
琐工序。做一碗好茶，做一件漂亮的银
器，除了对事物本身要有敬畏心以外，
还需要认真用心的态度和过硬的技术。

回来的路上，我在心里默默念着：
好好学习，长大学好本领，加油吧，梦
妍！

（作者系张家界金海实验学校 1403
班学生 指导老师：张蔷薇）

走进苗寨
石梦妍

假期的早晨，还是习惯早醒。
儿子在床上叫着：”妈，给我倒杯

水。“
不行，这样的事不能代劳，不能养

成他的惰性。于是假装没听见。儿子见
没有动静，只好自己起床。

过了好一会儿，悄悄到客厅一看，
小小子正端坐在桌边奋笔疾书。原来作
业还是在他的心里。前两天的假期忙于
团聚，没做作业。儿子抬头见到我，放
下笔。“妈，我给你做早餐。”自从上小
学一年级后就不叫妈妈了，俨然一个男
子汉了。话音没落厨房里已经响起的乒
乒乓乓的洗涮声。锅子还没洗好，鸡蛋
已经打了，准备下锅。呵呵。还是老妈
我亲自指导才行。帮他准备好了东西，
小子煎好鸡蛋，煮好面条。再简单的早
餐，毕竟是自己做的，我们吃的也很开
心，边吃边交流。毕竟和儿子相处的时
间会随他长大慢慢减少，所以珍惜现在
的每时每刻。

吃完早餐，儿子把玩具倒了一地，
客厅好像已经没有我的容身之地了，好
吧，我去书房，我们各自为政，互不干
涉。“不过等下要打扫哟，各归各位。”
我这样说。

不知是什么时候了，“妈，家里已
经一水不染了。”儿子一手拿梳子，一
手拿一个小水瓶，不时往头上抹点水，
撩下他的头发。头微扬，露出飘柔般的
自信与我的地盘我做主的神情。

什么？一“水”不染？见我迷惑，
他拉着我，“请看，妈。”

的确，客厅干净整洁。尘有，但水
绝对没有。茶几上水果整齐摆在一支玫
瑰的四周，有意境！书包收好放在角
落，一地乱七八糟的玩具收在几个盒子
里藏在厨房。玩具车也给磕磕碰碰开进
了厨房还占了一席之地。餐桌上只有一
枝玫瑰，别无其他。转过去再看，一块
湿抹布放在桌子上。

“这是干嘛？”
“我刚刚擦了地板，再擦桌子。”
三年级的小男生还不太清楚主谓

宾，还不太分地板和桌子的区别。以为
一块抹布就是万能的，一切皆有可能
⋯⋯但是他已经创造了一个新词语——
一水不染。

三天的假期，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小
子带给我的快乐，用他日记里最常用的
一句话来说，我开心极了！

家有小儿
胡英

爸爸我想对您说：为什么别人家的
孩子一做完作业就可以出去玩，而我就
不行呢？

爸爸你看，他们玩得多开心呀！而
我的作业做完了却还有您出的题目；却
还有您给我买的试卷；却还有您给我买
的字帖⋯⋯

为什么别的孩子都可以快快乐乐、
开开心心地玩，而我只看他们玩都很困
难。每当听见他们快乐的欢呼声时，我
的心里甭提有多羡慕了！我的心里甭提
有 多 惆 怅 了 ！ 我 的 心 里 甭 提 有 多 委 屈
了！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能玩而我就不
能玩，为什么？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能
像小鸟一样在天空中遨翔，而我却只能
被关在像笼子一样的房间里？

爸爸，您常常教导我说， 花盆里长
不出苍松，鸟笼里飞不出雄鹰。可是您
把我栽在花盆里却想让我长成苍松；您

把我关在鸟笼里却想让我长成雄鹰。是
您折断了我的翅膀，却想让我飞翔。

爸爸，我想对您说：其实您也很疼
我，给我买文具时是最大方的，每次我
要吃什么，您千方百计都会给我买来，
也从来不许我买垃圾食品。您为了我，
为了我们这个家，操不尽的心，头发都
开始白了。我看着您，也很心疼您呀，
爸爸！

爸爸，我想对您说：我很感谢您，
每次上课我有一些题没听懂，您等我回
家都会给我讲懂，我真的很感谢您！我
只希望以后的作业能少一点，以后玩的
时间能多一点。

爸爸，亲爱的爸爸，可以吗？
（作者系张家界崇实小学南校四年

级 2 班学生 指导老师：赵春燕 全美杰）

童年，既有欢乐，也有烦恼。我们有引人入
胜的动画片，也有令人厌倦的补习班。那以往的
童年又是怎样的呢？读了作家曹文轩的小说 《草
房子》，我仿佛穿越时空，回到了以往的童年世
界。

这本书让我爱不释手，又令我懂得了很多道
理。让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桑桑，他十分调皮，他
将放碗的柜子改成了鸽子窝；把妈妈的蚊帐做成
渔网来捕鱼；又在夏天穿着棉衣棉裤拿着杆子乱
耍，吸引别人的注意力。不过虽然他经常做出一

些出乎意料的古怪事情或搞恶作剧，不过大家都
知道桑桑内心是一个很善良的孩子，他的善良、
勇敢、敢作敢当都是值我们大家学习的。

书里的小学生活，桑乔是油麻地小学的校
长，也是桑桑的父亲；秃鹤的原名叫陆鹤，因为
他是个秃子，所以叫他“秃鹤”；纸月是个文静
乖巧的女孩，因为板仓小学有些调皮的男孩子欺
负她，所以纸月来到油麻地小学读书；秦大奶奶
是最令我感动的，她的脾气挺倔犟，秦大奶奶先
救了一个叫乔乔的女孩，最后她为了别人捞一个

南瓜，掉河里淹死了，这些人物的特点都让我刻
骨铭心。

油麻地没有电视，没有电脑，甚至没有电，
但油麻地的孩子们依然快乐，因为他们真诚地对
待每一个人，勇敢地面对每一次挫折。在 《草房
子》 里，我找到了父辈成长的足迹，也得到了健
康成长的道理。

读完了 《草房子》，我明白了，童年就是一
间充满阳光的房子，童年的我们有快乐、有难
过、还有和同学之间的矛盾⋯⋯

虽然我的童年已经过去了，但每当看到这本
书，总会想起童年的，点点滴滴，时哭时笑，十
分难忘。

（作者系桑植县思源实验学校 1803 班学生 指
导老师：向晓波）

读 《草房子》 有感
刘乐

我家住在桑植县官地坪镇靠近集
镇处，是一个典型土家族风格的农家
小院。从小到大，我一直在这里居
住。

这里有自然美丽的田园风光，有
新鲜优质的蔬菜水果，有勤劳善良的
人们。每天公鸡一打鸣，天就开始亮
了，太阳也会缓缓从东方升起。平常
的每一个读书日，我都要听着鸡鸣起
床赶去学校上早自习课。一路上，我
徜徉在花红柳绿的五彩缤纷中，惬意
地呼吸着最清新最舒畅的氧离子。

而 周 末 ， 则 是 我 自 由 支 配 的 时
光。我家屋后是一座大山，春末夏初

的山上长满了竹笋，在怪石丛生的土
壤里长成修竹。记得竹林里的竹笋自
家总是吃不完，除了送给亲朋好友，
还有一些就让奶奶拌些菜叶煮成熟食
喂了猪栏里的几头猪。每次，我都会
帮奶奶喂猪食。有一次，我给它们喂
食时，有两头猪吃得急，吃完后把头
一甩，嘴角的猪食全甩在我脸上和身

上，狼狈不堪的我只能朝它们干瞪
眼。还有一回，我倒猪食时有一头迫
不及待的猪把脚站入食槽，结果一瓢
猪食全倒在它的脑袋上烫得直叫唤，
笑得我和奶奶都直不起腰了。

去年，年迈的奶奶没养猪了，我
家猪栏也成了两只鸭子的住所。一公
一母两只鸭子从去年下半年养到现

在，母鸭已经开始下蛋了。每一周，
奶奶都能捡拾 5 个鸭蛋。有了这些鸭
蛋，在妈妈的帮助下，我还学会了腌
制咸鸭蛋的技术。

农家的故事还有很多，就如同一
年四季的春夏秋冬总是在循环一样，
一个故事过去了，又有新的故事发
生。我爱我的农家，爱住在这里的点
滴时光。

（作者系桑植县官地坪镇中心小
学 141 班学生 指导老师：钟阳）

农家小记
邱琳芸

我家有一只博美，它叫小奶油。
小奶油全身雪白，它有一对水灵

灵而且黑漆漆的小眼睛，那小耳朵总
是警觉地立着，它还有一个乌黑乌黑
的小鼻子。小奶油的腿很短，大概是
它身体小的缘故吧，它还有一个毛茸
茸的小尾巴。

小奶油爱吃骨头，每次我吃完排
骨，它就用它那闪闪发光的小眼睛盯
着我手中的骨头，眨都不眨。

小奶油爱玩小树枝，当它没事干

的时候就叼来一根小树枝站在我面
前，我自然能够猜得出，它是想出去
玩了。我接过它嘴里的小树枝，就领
着它出去了。到了外面，小奶油的眼
睛时时盯着我，我说：“小奶油，来

个金鸡独立，我就跟你玩。”小奶油
听懂了我的话，马上站起来，把前腿
抬起，来了个“金鸡独立”。

“放下来。”我说道。等小奶油趴
在地上了，我就把树枝使劲一扔，小

奶油就像马一样飞快地跑了起来，过
了一会，小奶油回来了，它把小树枝
完好无损地交给了我。

我说：“小奶油，太热了，我们
回去吧。”小奶油汪汪地叫了几声，
意思是它答应了，回到家以后，它就
睡觉了。玩了那么久，小奶油一定也
困了、乏了，它真该好好地睡一觉。

这就是我家的小博美，可爱吧！
（作者系张家界崇实北校三年级

1 班学生 指导老师：何峡莲）

我喜欢的博美
全思源

如果夜晚，将你的童话遮挡
父母的影子尚未停靠在故乡
请用你的目光
去翻开关于明天的愿望
而头顶，
正排版的内容，可以
任云朵删除月亮
但你要认真盯住星星
如盯住的粉笔头
在天空的黑板
书写着一系列微小的光芒
闪闪烁烁，好比
一串泪珠，翻过你浅浅的眼眶
却是为了
练习如何飞翔。哭泣过的小孩
你可知道
泪水，其实也可以展开翅膀？
在童年的窗口，仰望夜空
星星，不正像飞得很高的泪珠吗？
一颗星辰，不因孤独而低头
一天星辰不因灿烂而跌倒
它们身上释放的每缕星光
都像你日记里反射的坚强
读着你的成长时光

星光
——写给孩子们的诗

黄伟

爸爸我想对您说

赵俊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