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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于云南大理，众多景色令

我目不暇接，似乎不能确定有哪一

处美景能真正让我心满意足。

就在我纵览诸胜之时，总有些

瞬间，会将目光投在那碧波灵动的

洱海。唯有它的韵律，能将我贴近

于“水融于天，天融于水”的境界

里。

清晨时分的洱海，静静地躺在

大理古城的身边，像一个安静的女

孩，仰望着无垠的蓝天，看花开花

落、云卷云舒。我也安安静静地，

守候着那一汪碧波。随意漫步的

足音，也轻悄悄地。岸边，柳树扶

风，绿叶轻摇，一切的一切，都那么

静谧、幽深、美好……

终于，守候来了朝霞。它仿佛

也被安静的洱海所吸引，从远方奔

袭而来，越过空旷遥远、隐晦含蓄

的山峦，鲜红的云霞平放在水中，

那分明是一场霞光与湖水的亲

吻。顿时，激情流泛，金波荡漾，一

切都交织于淡红与碧蓝的渲染。

缓缓地，迎着风，缕缕轻纱似骏

马一般奔腾于湖面。浪花簇拥着这

缕洁白的锦缎，将其融入于无垠的

水天交界线。天边的云，在湖上形

成了乱真的倒影。晨曦欣赏着云在

水中的嬉戏。转瞬间，一道艳丽的

霞光划破天际，红日顶着晨曦破茧

而出——那恢宏壮丽的美，淌进了

每一个观赏者的胸襟与视野。

狗在一旁兴奋地摆尾，不停吠

叫；草地上的牛，以一种严肃庄重

的姿态望向天边……是的，那期待

已久的光明终于顶破蓝天。每一

种动物的双眼，都悄悄酝酿着而后

的万里晴空。

岸边，草尖的露珠映出一轮鲜

红的朝阳。微风挟着暖意，小心翼

翼地涌进属于太阳的舞台，顺便带

走了仅剩不多的白云。举目远眺，

蒙蒙的雾纱已经散尽。海平面上，

湖山相连，水光一色。透亮的视野

里，鲸状的云在水中轻轻游荡，慕

名前来的候鸟用翅膀剪断云彩，剪

断叶片，剪断风雨沧桑。还有湖上

浪花翻腾的细语，与游客闪动的拍

摄镜头、连声的赞叹交融于水光山

色。

细细的白浪漾起了浪漫，也漾

起了唯美。一点一点，悄无声息。

远方唯一留下的只有水天相接的

纯真与温柔。当鸳鸯浮出水面，鸣

蝉吸食雨露，当所有动物突然惊醒

——蔚蓝清爽的洱海，一轮喷薄的

红日，掀开崭新的一天！

重庆市江津区四牌坊尚融小学
2018级5班 赖奕含

指导教师 施崇伟

糖人徐？是不是一个糖人的名

字？NO，NO，NO，其实这是我爷爷的

绰号。因为我的爷爷是画糖人的高手，

而且又姓徐，所以被人称为“糖人徐”。

我的爷爷已年过花甲，可身体却十

分硬朗，健步如飞。他头上似乎堆着一

团雪花——是的，他头上全是白发，在

太阳的照射下，闪烁着熠熠的银光。一

条条深深的沟壑爬满了脸庞，眼睛却依

然澄澈。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那张嘴

——黑黑的，用洗洁精也洗不掉，爷爷

说是因为吃太多的桑葚把嘴给染黑

了。从此，我便对桑葚的兴致缺乏，我

可不想成为大黑嘴，一笑起来，让人感

觉阴森恐怖。

今天，在我的纠缠和央求下，爷爷

终于同意带着我一起去卖糖人。我蹦

蹦跳跳地跟着爷爷来到街上，我们刚摆

好摊，一个幼儿园的小朋友路过这里，

眼睛就一直盯着，跟妈妈嚷嚷着要买；

一个小学生路过这里，赶紧翻着口袋，

找了找零钱；一位中年男子路过这里，

咽了咽口水，也慢慢地靠了过来。

不一会儿，人群就里三层，外三层

的把这个小小的地方围得水泄不通。

我心想，今天的生意可真好啊！爷爷张

开大黑嘴，露出焦黄的牙齿，眉头扬了

起来，眼睛开心得眯成了一条缝。他忙

着把麦芽糖拿出来，放在保温炉上，笑

着说：“别急、别急，排好队，都有、都

有。”一边说着话，一边熟练地拿起勺

子，舀了一些麦芽糖，然后聚精会神地

盯着冷却板，待麦芽糖稍微冷却了一

些，娴熟地将麦芽糖慢慢地倒在冷却板

上，动作衔接得天衣无缝。

爷爷的手如行云流水般，悠然摆

来，悠然摆去，如同伴着鼓点，和着琴

音，虽然没有音乐，但是我仿佛听到了

麦芽糖在冷却板上清脆悦耳的声音。

此时的爷爷似乎不是在做糖人，而像是

一个优雅的指挥家，手指上下翻飞中如

同画出一道道金色的音符。

不一会儿，一个栩栩如生的“龙”

就做好了。爷爷放下勺子，将“龙”插上

竹签，又将一些麦芽糖滴在上面，使竹

签粘得更加牢固，然后笑眯眯地把它递

给了第一个小朋友。爷爷这里有个规

矩：只要做出来的糖人和图案不一样，

不仅不要钱，还倒赔一个。那个小朋友

接过来，双眼看了看，又埋下头瞄了瞄

图案，小脸乐开了花，笑着说道：一样

的，一样的！然后胖乎乎的小手举着

“龙”，蹦蹦跳跳地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而爷爷则一脸自豪地拍了拍手，拢了拢

衣袖，周围的人都投来赞许的目光。

看着爷爷苍老的脸庞露出自信满

足的微笑，我心里一股自豪感倏然炸裂

开来，像烟花般绚烂。我敬佩我的爷

爷，不仅敬佩他的技术，更敬佩他的自

信和自然、恬静、满足的心态。

洪雅县实验小学
紫薇文学社 徐一涵
指导教师 余建霞

“哇！魔方终于被我复原了！”

我兴奋地喊道。魔方是我的好伙

伴，是我课余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

部分，只要有闲暇，我就会拿起心

爱的魔方转来转去。

有一天，在学校课间闲聊时，

我偶尔看到同学手里拿着一个正

方体，远看就像一个方形的小蛋

糕。仔细看，这个正方体有六面，

共有六种颜色：红色、白色、绿色、

蓝色、黄色和紫色。同学能把打乱

六种颜色的小格，一眨眼工夫就完

成六面同色。他那娴熟的动作看

得我眼花缭乱、目瞪口呆，顿时，我

对魔方产生了兴趣。

一个星期天早上，我瞒着爸爸

妈妈，拿出自己平时积攒下的零花

钱，到文具店买了一个魔方。回来

一路小跑，我进入房间坐在桌前，

把打乱的魔方放在手里，上下左右

转动，半小时过去了，魔方不仅没

有复原，反而更乱了。

这时，一向争强好胜的我在那

抓耳挠腮，发出急躁不安的声音，

并且不停地敲打着桌子。爸爸听

到我房间不正常的声音后，推开房

门，看到眼前的情景后，笑着说：”

就为这点小事发这么大脾气？以

后怎么去干一番大事业？”说完关

上门就出去了，也没有留下一句安

慰的话。

我仔细一想，爸爸这是激将

法。他说的话多么有道理啊！我不

能被眼前的困难吓倒，更不能放弃。

于是，我冷静下来，把说明书

图纸拿过来，一边看图纸，一边转

动魔方。先把白色的四个方块转

到黄色方块上，再转下来，再把白

色的四个方块转回原位，这样白色

一面就复原了。以此类推，其他几

个方块就迎刃而解了。

“哇！魔方终于被我复原了！”

整整一个小时，我聚精会神，专心

研究魔方的归位规律，但是不够熟

练，仍要继续练习。午饭时间到

了，爸爸做好饭后喊了三遍叫我吃

饭，我都没听见。然后他推门进入

我房间，看见满脸欢喜的我，他也

欣慰地笑了。

我来到饭桌前，看到面前摆的

跟每天中午没有什么两样的饭菜，

但今天吃起来却感觉格外的香甜。

我不仅学会了玩魔方的简单

技巧，还从中悟出一个道理：无论

做什么事情，失败后都不要气馁，

要有信心、耐心、决心，这样才能成

功！

江苏省东海县开发区富华路小学
六年级 朱睿

指导教师 徐兴法

我学会了玩魔方

点 评

作者玩魔方找不到规律急得团团转时，爸爸采取激将法让他不
断战胜困难，终于学会了复原魔方，同时作者也明白了“做任何事情
都要不怕困难，有耐心就能成功”的道理。

夏天的夜晚是美丽的，特别是荷塘，

月光早就给荷塘穿上薄薄的“婚纱”，星星

也给荷塘的天空画上漂亮的妆。

忽然，一阵风吹过，仿佛舞蹈教练在

指挥一场表演，荷花荷叶随风舞蹈，鱼儿

看见水面荡起波纹，心想：一定是有美味

的食物吧！它们快速浮出水面，向着闪动

的波纹游去，却什么也没找到，扫兴地摆

着尾巴，潜入水底。

风停了，荷花停止了摇摆，亭亭玉立

在水中。只见荷花绽开着粉色的笑脸，她

的肌肤柔软而光滑，像丝绸一样，金光的

花蕊在月光下一闪一闪的，仿佛在问我：

“你觉得夏天的夜晚美，还是白天美呢？”

荷叶欢快地抖动着，我好像看到青蛙坐在

上面呱呱唱歌，歌声吸引了萤火虫，围着

它不停地转啊转！

轰隆隆！雷公公打起了鼓，吓得鱼儿

躲到了荷叶下面。淅淅沥沥的雨像断了线

的珠子落了下来，噼里啪啦，雨点打到荷叶

上发出美妙的声音，仿佛在开一场音乐会。

清晨，太阳迈着沉重的脚步，慢慢地

登上了山，朝霞把天空的颜色染成橙的、

黄的、红的、紫的，多么绚烂，也给荷塘镀

上了一道亮闪闪的金边。

成都市龙江路小学
四年级 周桐羽

指导教师 罗爱华

“历劫易翻沧海水，浓春难谢

碧桃春”这副对联的主人是一位大

文豪、大企业家，也曾经担任过成

都的副市长，他是谁呢？他就是全

能大家——李劼人。

进了东门市井，走了一段古色

古香的小路，“小雅菜馆”四个字就

出现在我的眼前。据说李劼人是

一位美食家，夫妻肺片、厚皮菜烧

猪蹄都是他的拿手好菜。

又沿着一条弯曲的小路向前

走，我们顶着烈日来到了一座高大

的门前。官帽般的飞檐，如同鸟的

翅膀高高翘起，“菱窠”两个大字在

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光。朱红挺

拔的立柱像巨人一样支撑着，上有

一块精致的匾额，写着两个大字

“菱窠”。菱是生长在水中的草本

植物，窠是鸟窝，李劼人之所以起

这个名字，表达了他在乱世中只想

寻求一份简单的平静安稳。

映入眼帘的是满树的桃子和

梨子，沿着石板路向前走，我们来

到了李劼人的汉白玉雕像前。作

为用地方方言写作的大文豪，他写

过《死水微澜》《大波》《暴风雨前》

等作品。他还是大企业家，担任过

嘉乐造纸厂总经理，在抗日战争期

间冒着被轰炸的危险，艰难支撑着

企业，负责供应西南地区的纸张。

他还当过成都市副市长呢！要不

是他，人民南路不会像今天这样四

通八达，气派开阔。据说，当时很

多人说修10米宽就够了，而他坚持

要修60米，因为他看到了成都辉煌

的未来，一定是车水马龙、高楼林

立，他的预测真是太准了。

“自成一家以立言，极尽四时

之所乐”，李劫人用四川方言来写

文章，描绘独特的巴蜀文化，他在

故居度过了无数个快乐的春夏秋

冬，值得我们永久瞻仰怀念。

成都师范附属小学华润分校
三年级 竹新茹

指导教师 罗爱华

夏日荷塘

点 评

作者在夏天的夜晚来到荷塘边，通过视觉、嗅觉等多种感官获得具体感知，运用动态
和静态相结合的手法，写出了荷花摇曳的身姿，淡雅的芬芳。

糖人徐糖人徐

一说到烧包谷，有人可能就会

问：烧包谷是什么？烧包谷就是烤

玉米。我的家乡在凉山州会东县的

一个小镇上，那里虽无都市的繁华，

却有着独特的乡村韵味。

就拿家乡的烧包谷来说吧，这

是一道令人迷恋的美食。家乡盛产

玉米，尤其是在七八月份，玉米成熟

了，一个个玉米棒子胀鼓鼓的，只要

轻轻拨开它的外衣，一排排整齐的

玉米就展现在你的眼前。

终于放暑假了，我不停地催促

着妈妈回老家。我们从攀枝花开了

4个多小时的车，终于回到了老家。

我放下书包，说干就干，直奔后院，

用砖垒了一个烤玉米的架子。

准备开烤时，我没有拿引火的

东西，于是我捡了点麦秆；回到烧烤

架前，我刚准备点火，我忽然又想起

没拿木柴。唉！真是心急吃不了热

豆腐，我只好匆匆地拿上木柴，这回

可全了。把火柴轻轻在火柴盒上一

划，火柴就点着了，把火柴放在麦秆

下面，火苗慢慢变大，哇！太兴奋

了，在我激动之余，忽然听到一个声

音，“快加木柴！”原来是叔叔在叫

我。我只好加了些木柴，然后把玉

米放在架子上面慢慢地翻滚……

我想起妈妈常告诉我：有好东

西要分享。我就去邀请小伙伴一起

来吃。等我们到家时，玉米已经烤

好了。我们把玉米拿起来，发现好

多地方都烤焦了，但我和伙伴不在

乎这些。我们把玉米扳成两半，一

人一半。我咬了一口，香喷喷的。

我看到小伙伴嘴巴旁全是黑漆

漆的，但她露出了洁白的牙齿向我

微笑。这种分享东西给别人的感觉

和烧包谷的味道都让人念念不忘。

我爱吃玉米，就像老鼠爱吃大米一

样。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你

如果也想来尝尝我们家乡的烧包

谷，我会在这里给你烤最香、最糯、

最甜的一个送给你。

攀枝花市仁和区东风小学 陈曦
指导教师 薛加春

点 评

爷爷的手艺名不虚传，是难得
的奇人。作者不仅因爷爷的手艺敬
佩，更敬佩爷爷的自信、对生活的满
足。

老家的老家的
““烧包谷烧包谷””

点 评

作者用朴实的文字记录了
回老家和小伙伴烧包谷的具体
过程，把自己对家乡的怀念和
喜爱通过烧包谷写了出来，字
里行间流露出浓浓的真情实
感。

第一次用钢笔

点 评

作者在文中回
忆了自己第一次用
钢笔时的情景，重
点关注了自己复杂
的心情及其变化，
描写生动，充满童
真，真实有趣。

今天，那支陪伴我两年的钢笔

在一次意外坠地后，再也写不出字

了。握着它，我心里百感交集——

因为它是我人生的第一支钢笔。

记得那是三年级的事了。进入

三年级，同学们就可以用钢笔来做

作业了，这是大伙儿都非常期盼的

事。不过，文老师却说他还要再观

察一下，要写字工整、很少涂改的同

学才能首先用上钢笔。

开学一周后，文老师告诉大

家，再过两天，他就要宣布用钢笔

的同学名单了。我很期待老师的名

单里有我，因为我觉得用钢笔的人

非常厉害，很酷。那个星期，我做

每项作业都特别认真，连写字的姿

势也很注意，交作业时就更紧张

了，生怕老师说我的作业书写不

好。

尽管这样，可老师公布的第一

批和第二批用钢笔的名单里都没有

我，我很失望。家里有支旧钢笔，妈

妈不许我用它来写字，我只好晚上

偷偷地把它拿到书桌上摆着，深情

地看看它，轻轻地捏在手里假装做

做动作，过一下钢笔瘾。

直到有一天，文老师突然对我

说：“张翔喆，你可以用钢笔了，

要慢慢写哦！”听到这句话，我兴

奋得差点跳起来，心里不停地喊

着：“我用钢笔啦，我用钢笔啦

……”但是，这猝不及防的通知也

让我不知所措——因为我今天没有

带钢笔呀！

于是，欣喜若狂的我四处借笔，

到处求人，好不容易才找到一支钢

笔写作业。第一次用钢笔，我心里

那个激动啊，把钢笔握得紧紧的，全

神贯注地盯着笔尖，没写几个字，手

心里就全是汗了，手腕也酸了。尽

管最终还是打了个墨疤，但总归是

我第一次正大光明地用钢笔做作业

了。

那天放学后，我兴奋地去文具

店选了一支黑色的钢笔，并暗暗下

定决心，一定要认真练字，让我的书

写变得更漂亮。

虽然这支钢笔今天就正式“退

休”了，但我会好好保存它。我要用

它随时提醒自己——记住当初第一

次用钢笔时的“初心”。

都江堰市北街小学
四（9）班 张翔喆

指导教师 文涛

点 评

从静谧的清晨，到云霞出
现，到日光冲破云层，作者以
时间为序，用眼仔细观察，用
心慢慢体会，用笔美妙描摹，
把洱海日出带给大理古城的
风景、赠予观景之人的喜悦抒
写得细腻而唯美。

游李劼人故居

点 评

炎炎夏日，作者走进李劼

人故居，仔细观察亭台楼阁，
一草一木，将对联诗句、名人
故事灵活运用于习作中，在行
走中记录，在思考中想象。

拂晓观洱海拂晓观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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