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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坡下，传来卖杨梅的吆喝声。我伫立在摊
前，闻着那淡淡的杨梅香，恍惚间，意识到这香气早
已在心底深深扎根，于斜坡上、梧桐下、戏台前，伴
我走过年少岁月。

轻轻含一颗杨梅，酸甜的汁液滑过舌尖，涌入
心田，唤醒了童年的记忆，那时的杨梅味中夹杂着
清晨的雾气与夏日的懵懂。小时候，外婆常带我去
河边看潮剧。那是一种像木偶戏一样的表演，台下
的幕布后，是操纵着剧中人物的一根根线。年幼的
我坐在外婆的自行车后座，怀里抱着一小盆杨梅，
双手搂住她。外婆骑着车滑下斜坡，风呼呼地掠过
耳畔，杨梅的清香在鼻尖萦绕，笼罩着我和外婆。
那时我觉得，哪怕化作一棵树、一片叶、一粒种子，
只要有外婆在身边，心便安然无恙。

我还没说话，外婆就先开了口，她那沙哑却温
柔的声音在杨梅香中回响：“坐稳啦，别乱动。”我嘻
嘻一笑，随意地答应道：“好啦，知道了。”小时候的
我调皮顽劣，往往成不了“别人家的孩子”。每当别
人指点我时，外婆总是微微一笑，掏出几颗杨梅塞
进我嘴里，用粗糙的手捂住我的耳朵。那带着杨梅
香的暖意顺着她的手指传入我心底，涌起一片宁
静。那时的我不明白她为何如此做，只觉得心湖微
微颤动，一种暖意涌上心头。

不知不觉间，车已行至梧桐树下。那时的日子
仿佛走得很慢，慢到可以在梧桐树下、外婆的自行
车上，悠悠地度过一个夏天。外婆渐渐吃力地蹬着

自行车，斑驳的树影穿过枝叶洒在她花白的头发
上，如河面上的粼光，轻轻闪烁，淡淡的杨梅香萦绕
其间。口中的杨梅酸甜清冽，沁人心脾、那一刻，岁
月静好。

终于到达戏台前，我和外婆倚靠在栏杆上观看
潮剧。幼时的我并不在意剧情，反而是津津有味地
往嘴里塞着杨梅。红红的梅汁滴落在白衣上，仿佛
夏日时光在我身上留下的印记。外婆看见后，微蹙
细眉，轻声责怪道：“怎么吃得满身都是？”见我垂头认
错，她轻轻抿了抿唇，终究是心软了，眼中满溢着柔
情。她那满是皱纹的双眸倒映着我的模样，温暖的
笑意随之绽放。她微笑着将手中的杨梅递给我，轻
轻抚平我乱翘的发丝，那淡淡的杨梅香静静弥漫在
我们之间，诉说着难以言喻的温情。

日光倾洒，梅汁的酸甜在舌尖跳跃，夏风无声
地撩动衣角，带着那一丝杨梅香飘向远方。那一
刻，我知道，有外婆相伴，便是夏日最美的模样，是
生活中最甜的时刻。那淡淡的杨梅香随外婆温暖
的话语，渗入我心底，最是难以忘怀。

时光流转，七月的杨梅季已远去，风卷起落叶，
梧桐树已渐渐苍老。每当品味杨梅的酸甜，我总是
会想起外婆慈爱的面容。真想在这个秋日，捎上满
满的一小盆杨梅，寄去一封家信，告诉她，那淡淡的
杨梅香永远萦绕心头，不曾远去。

（指导老师：李小英）

最是杨梅夏日香
□江阴初级中学初三（10）班 张伊纯

爷爷是我们村木偶戏班子的班主。彼时，我们的
戏班子只有五个人。

朝涂曦霞，日染烟岚，小院亮起了吆喝声。
“嘉礼——起床耍木偶喽！”踏着呼唤，我套上衣

服，一溜烟儿蹿进小院，从比我高一尺的架子上取下
小女娃的木偶——红绳束双鬏，娇憨可爱。负责念
白、伴奏的，早已坐在吱吱呀呀的小木凳上，小院逐渐
充满“咚咚锵”的彩排声。

“‘嘉礼’这名是咱们木偶戏的别称呀！嘉礼，好好
练，你可要把这份手艺守好喽！”爷爷常对我说。“等我
长大，会让更多人看到咱们、看到木偶戏，您放心吧！
有朝一日我会成为咱们班的班主！”这是我自小的梦
想。每每闻此，爷爷的双眸总会闪烁希冀的光芒。

长乐巷，一条朴实无华、略显泥泞的小巷。
下午，长乐巷里，小戏台、平顶雨棚，吱吱扭扭地

支立起来了，雨棚上的油布因年迈早已破洞，爷爷每
次都用不知名的布料缝补起来：“不换！一场戏能得
几个子儿？还得撑着这木偶戏班。”

巷中不止锣鼓声，还掺着大人的呼唤。“别只顾看
戏呐，娃子，来抬抬面粉袋。不干活，过几天可吃不上
东西喽！”“爷爷，如果大人们也能来看咱们的戏，这份
艺术才能被看重呢！”我不禁道出心中感慨。“大人们
忙着养家糊口，哪还有工夫看戏？”爷孙俩一齐叹了口
气。

“庆——元宵——”爷爷那浑厚的吆喝穿梭于各
条胡同，伴随清脆锣鸣，引来孩童驻足。

待七八个孩子坐定，我和爷爷并排站于戏台后，
手腕翻转，纤细繁杂的丝在指尖跳跃。红布前的一胖
娃、一金狮，活泼泼地踩着鼓点，在欢笑惊呼中或摇头
摆尾，或筋斗连翻。

不料雨落，发梢有晶莹水珠摇摇欲坠，鼓号声在
急促雨点中逐渐褪去喜庆的味道。雨声蓦地大了，雨
点狠狠敲砸地面。雨棚又漏了！小观众们叫着嚷着
提起各自的小板凳，捂头躬身，一边向附近狭窄屋檐
下逃窜，几声埋怨刺入心间，引得我鼻子酸涩。

归途，伞下，失落占据全身，装着道具的木箱压得
臂膀酸疼。如果能在大城市里的剧院演出，何惧风雨
呢？

撕下的一页页日历成为手中木偶更复杂的线
绳。又年正月，那个扑面而来的消息，在鞭炮声中格
外响亮，“嘉礼，今天城里来了一位领导，说带我们实
现户户小康来了！”“小康！”我激动地喊出那个在收音
机中播放无数遍的词语，那意味着结实的木凳、崭新
的雨棚……“他听说了咱们木偶戏班子，打算给我们
建个小剧院，说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一定要让它熠
熠生辉！”铿锵有力，振奋人心。

那番话掷地有声，两个月后，爷爷在新剧院的匾
额上写下“嘉礼”二字，苍劲有力。小心翼翼踏入新剧

院，白墙、瓷地、圆桌、雕梁画栋，戏台上罩着的红绒布
多细腻啊，泛着点点光泽。仿佛踏入了雨天收摊回家
时，对未来的美好幻想。

小院里，鼓号依旧，只是观望的陌生脸庞多起来
了，他们来自村外，将我们手中的艺术带去大千世界
的角角落落……

平坦宽敞的舞台上，原本爷爷的位置站着数十个
风华正茂的青年。一只金狮在我手下翻滚，蓬松的狮
尾摇摆成一朵怒绽的花。幕后十余人的鼓号伴奏气
势恢宏，伴随金狮提爪、瞪目、接绣球，曲调攀向高潮，
金狮蓄力一跃，身姿矫健地叼住绣球，一套行云流水
的动作，与我心中木偶戏应有模样完美重合。在这场
拿手好戏《庆元宵》里，“赏灯队伍”热闹起来了——何
不是庆一个更为伟大的新年！台下，瞧见一张张熟悉
的面容：面店老板、餐馆小二、各位村民……曾经那些
为了撑起家庭无暇休息的人们，终于如我祈愿般，开
始走近嘉礼、欣赏嘉礼、热爱嘉礼。

一戏终了，掌声如雷。“不愧是班主手底下的金
狮，可谓栩栩如生！”——是的，我与梦想在这个剧院
终于撞了满怀。透过人声鼎沸的观众席，我瞧见了木
偶戏班与这座村庄未来盛世的蓝图，这是盛世赐予的
一份嘉礼！

木偶蹁跹，怀憧憬无数，追逐梦想，赴小康之路。
（指导老师：张小波）

嘉 礼
□江阴初级中学初二（2）班 苏砚文

阳光穿过指间，斑驳绚丽，静谧而温暖。我倚在
走廊栏杆上，目光停留在那一串紫藤萝上。紫藤花透
着淡淡的紫，优雅而不张扬，像宗璞所写的“瀑布”，不
见开端，也不见终结。沐浴在阳光中，紫藤泛着点点
光芒，宛如夜空中闪烁的星星。

上课铃声响起，我回到座位，拿起笔端坐，开始听
数学课。讲台上的她穿着紫色长裙，干净利落，手持
粉笔和直尺，写下今日的题目。她扎着高马尾，眼神
中透着一丝严肃，举止中带着不容置疑的“王者”风
范。她的讲解深入浅出，学生们都屏息倾听。翻书的
声音轻柔回荡，每一个知识点，每一道题，都在这音律
中生动展现。课堂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悄然溜走。

晚自习时，她招手示意我过去。桌上摆着改好的
作业本，她细致地画图、讲解，一笔一画勾勒出解题的
思路，每个步骤都充满智慧，像夜空中璀璨的星辰。
她耐心倾听我的想法，细致解答我的疑惑。

紫藤萝的花语象征着奉献，或许也代表着老师们
的关心与呵护。她们把学生当作自己的孩子，每一堂
完美的课堂背后，是无数次灯下备课的身影，试卷上
的批注，书页中细致的思考……她们不言艰辛，只希
望我们记住每一道题的解法，留下深刻的印象。

我仿佛明白了什么是传承。传承是无私奉献，是
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师者之心。教师是我们求知之
路的引路人。春蚕的消逝带来新蛹的绽放，落红归土
孕育新生，而教师用粉笔为我们绘制蓝图，书写芳
华。我也想延续这份事业，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去培
养新一代，谱写属于他们的华章。

清晨的阳光透过窗户，带来温暖与希望，轻抚我
的前额。我坚定了目标，勇敢地朝未来前进。

（指导老师：夏怡）

花开有时 润物无声
□江阴初级中学初三（1）班 陈思涵

一滴水珠从小渠汇入黄河。年初，我随父亲回
到老家，盼着寻根祭祖、走亲访友，尝一尝令人垂涎
的饸饹面。

爷爷奶奶仍住在村中最老的房子里。寒冬腊
月，屋外笼起了轻烟，几棵老槐树守着喧闹的猫
狗。院子里是座窑洞，绿色的帘子在门口微微晃
动。门窗上贴着喜庆的装饰，风尘掩不住浓浓的年
味。

掀开厚厚的绣花帘，扑面而来的是面香，满屋
皆是亲朋。我久别的玩伴们也都长大了，彼此望着
怔了怔，随即开怀一笑。父亲千里归来，脸上掩不
住喜悦，放下行囊，紧紧拥抱着亲人。

摆好几张简单的木桌，不一会儿，热腾腾的面
条被端了上来，黄色的面条泡在褐色的汤里，青葱
和豆腐点缀其中。大家围桌而坐，埋头大快朵颐。
父亲举起酒杯，一饮而尽，满怀的思念与祝福溶于
杯中。阳光下，酒杯透亮清澈，杯中满是对亲友的
祝愿。无须多话，只需一句朴实的方言：“滋（做）地
撇着（好吃）么？”

我的爷爷，这桌手艺的传人，总是守在灶旁，看
着我们吃得开心，他也喜得眼边泛起泪花，急忙用
围裙角拭去，继续默默注视着我们。

父亲常说，面是北方的“金子”，长长短短的面
条陪伴着一生的喜怒哀乐。它见证了北方一代代
人的变迁与情感，简单的喜爱和习惯汇成一脉，连
接血缘、家庭，传承不息。

再看看碗里的面条，筋道有力、韧性十足。这
是山西尧都人的特质——沉稳坚韧，如黄土地养育
的人们，不忘根祖，在绝境中找寻生机。那生机是
黄土堆上的麦田喷香，是滚滚黄河渐清的河水奔
流。面，是黄土的血脉，是北方的“金子”，名副其
实。

当槐叶归入黄土，瑞雪覆盖大地，屋内热闹依
旧，我仍在大快朵颐。亲朋满目，笑意盈盈，像春日
花开般灿烂。这里的春天，不远了……

一碗面承载血脉，万缕情愫铸成脊梁。春风拂
面之时，山花遍野，生生不息。

（指导老师：顾彩华）

面上脉络
□江阴初级中学初三（6）班 刘诗语

轻抚墨绿色的军装，我仿佛看见了红旗下外公
挺拔的身影……这是他给予我的珍贵回忆。

冬日寒冷。外婆翻着箱子喊道：“老头子，快去
把阁楼上的大衣拿来给孩子盖上。”原本还和我们
闹着的外公忽然愣住了。他走到窗边，默默掏出
一支烟，深吸一口，眼中似有思绪浮动。他低声说
道：“那件衣服……不行。”话音虽轻，却透着一种
坚定。

“算了算了，我去拿。”外婆自顾自起身，转身上
了阁楼。楼梯上，“噔——噔——”的脚步声，仿佛
一声声敲在外公心头。他望着我们，又看了看楼
上，欲言又止，最终只是摇了摇头，发出一声轻叹。
烟缓缓燃烧着，他的目光凝重而深沉。

不一会儿，外婆捧着一个红色的包袱下来了。
层层包裹，外婆一剪子剪开了紧缠的绳结，军绿色
的布料露了出来。外公起身，悄悄离开了房间。

那是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墨绿色军大衣，八颗
金色扣子左右对称，五角星熠熠生辉。翻开衣角，
依稀可以看到“师长王某赠”的字样。那份情感和
记忆，深藏在每一道折痕之中。

搬家之后，外公家里装上了新的电视机。每周

一早晨六点半，央视播放的升旗仪式总是与朝阳一
起如约而至，外公站在客厅中央，目光炯炯，仿佛身
在广场上，笔直而坚毅。

他的爱国情怀甚至引来了记者采访。“请问您
心中的信念是什么？”镜头前的外公身着军装，神采
奕奕：“我爱我的祖国，爱我的部队和战友们。这份
情感，我会永远传承下去！”铿锵有力的话语响彻房
间。

春去秋来，岁月悄然流逝。虽然容颜已老，外
公的信念却从未改变。

“选上了，表哥要去服兵役了！”电话里传来大
姨激动的声音。我抬眼看向外公，只见他缓缓起
身，走进房间，取出一张泛黄的照片和一本旧旧的
入伍证。照片中，年轻的外公穿着军装，笑容灿烂，
宛如昨日。

表哥入伍那天，墨绿色军装映衬着他的笑脸，
外公看着孙子，嘴角微微扬起：“稍息！立正！敬
礼！”两代军人朝着基地的红星敬了个礼。秋风拂
动红旗，纵使外公已不再挺拔，但那颗炽热的心依
旧如初。红旗下两道军人的身影，熠熠生辉。

（指导老师：赵亚）

外公的军大衣
□江阴初级中学初三（11）班 何岳霖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贴春联，
过大年。当墨香陶醉了鼻息，中国红愉悦了眼眸，
年味便从这一刻浸透了中华大地。

小时候，过年的记忆始于春联。清晨，我早早
穿上新棉袄，拉着爷爷的手，伴着晨光去买春联。
小摊前人头攒动，摊主是位慈祥的老人，一边听着
乡邻们的寒暄，一边挥毫泼墨，一副副春联在他的
笔下跃然而出。新年的祝福、热闹的笑声、鞭炮声
交织在一起，奏响了年味的序曲。

随着年岁渐长，街巷里手写春联的摊子渐渐不
见了踪影。春节临近，我只能退而求其次，到商店
里买印刷的成品春联。将春联贴好，红灯笼依旧高
挂，爆竹声声响亮，然而年味却仿佛少了一丝温
度。爷爷站在门口，轻轻叹道：“没有以前的味道
了。”他凝望着那副丝绒布的春联，神情中带着些许
怅然。

今年除夕，我抱着一丝期待，挽着爷爷再度踏
上老街。绕过南门牌坊，几家手写春联的小摊突然
映入眼帘，意外的惊喜涌上心头。晨光中，排着队
的人们不急不躁，和周围的人热络交谈，乡音格外
亲切。拿到春联的人，甚至不急着回家，而是站在
一旁，兴致勃勃地与摊主闲聊。我望着眼前的景
象，心中那久违的雀跃之情逐渐复苏，流淌开来。

经过一番等待，终于轮到我和爷爷。凑近一
看，写春联的竟是我的同学！四目相对的惊讶在他
的微笑中化解。他告诉我，他得过书法比赛一等
奖，今年报名参加了写春联的志愿活动。说话间，
他提笔书写，笔走龙蛇，一副春联跃然纸上：“诗书
修德业，麟凤振家声。”他将春联递给我，笑道：“老
传统，新流行。希望你有一天也能加入我们！”我郑
重地点了点头。阳光下，金粉熠熠生辉，他的笑容
也格外明亮。

接过这副满载新年祝福的春联，回到家，轻轻
展开，刷胶贴好。墨香再度萦绕，火红映亮双眸，年
味再次在家门前升腾而起。手写的春联，是一份墨
香，是一份心意，是一份温情，亦是那流淌的年味。
此刻，我心中燃起了一个坚定的念头，转头对爷爷
说道：“爷爷，我要重新开始练习毛笔字。明年的春
联，我们自己写！”

（指导老师：黄嫣兰）

流淌在春联里的年味
□江阴初级中学初三（17）班 张馨元

大雨倾盆，地上腾起一层白雾。
父亲站在河边，衣服早已湿透。

“爸，快躲伞下。”儿子踩在草地上，脚步声在雨
中清脆作响。

父亲似乎没有听见，依旧目光凝视着远方，那
是河流的上游。

儿子忙把伞举过父亲头顶，望着那张被雨水打
湿的脸：“爸，要不您听家里人的话，别再做这护河
的工作了。他们都说，又苦又累是小事，守着这条
河没什么意义……”

父亲没有回应。他低下头沉默片刻，眉头紧
锁，双唇微抿，来回踱了几步，眼神却始终不离远处
奔涌的河水。

夜深时，雨终于停了。河道安然无恙，父亲的
脸上浮现出如释重负的神情。回到家里，少言寡语
的父亲和儿子聊了很久。

他说：“你祖父也是在河边长大的。那年大旱，
小河干涸，眼见庄稼就没水可用了。干部组织青壮
年开通水道，把水引入河里……”

儿子仿佛看到了祖父，他肩披麻布，赤膊上阵，
挥舞铲子，脚下一踩，铲满泥土。烈日之下，祖父埋
头苦干，直到铲柄被汗水湿透打滑，才甩下麻布擦
拭。

那一夜，儿子做了一个梦。
他梦见黄昏时分，河水奔腾，在夕阳下泛起红

光。乡民们沸腾了，欢呼雀跃，疲惫一扫而空。
他梦见村干部将修缮河道的重任交给祖父，祖

父激动的神情跃然脸上。他好像见到了年轻时的
祖父，听到了他铿锵有力的声音，梦境真实而清晰。

第二天清晨，父亲要去跑步。他的路线始终不
变，沿着河堤往返。儿子笑着说：“爸，你哪是跑步，
分明是在巡河。”父亲总是笑笑回答：“一举两得，一
举两得。”

植树、引水、修堤、宣传环保、阻止工厂乱排废
水、清理河道垃圾……还有每天的巡河，这些就是
父亲的日常。父亲乐在其中，这份平静的快乐也渐
渐感染了儿子。

“你看啊，孩子。”父亲嘴角微微扬起一丝笑意。
儿子顺着父亲的目光望去——田野、河流，两

岸的绿树、天上的白云、温暖的朝阳……
“儿子，你看，这是不是像一幅画？咱们的河，

是这幅画的灵魂。有了这条河，这画才有了生命。”
父亲的声音满含温情。

儿子点点头，似乎被这幅美景深深吸引。他注
视着不远处的一棵小树，那是父亲不久前亲手栽种
的。

父亲跑步经过那棵小树时，脚步不由自主地放
缓，一边跑一边回头细细打量着它。小树纤细而挺
拔，在晨风中微微摇曳，显得生机勃勃。

儿子凝望着父亲的背影，低声喃喃道：“我也要
做一棵树，长在这幅画里。”

（指导老师：吴辉群）

河
□江阴初级中学初三（22）班 臧梓丞

初春时节，我漫步湖畔，晨曦微露，洒在叶间，渗
到树下。恍然间，我发现一抹青翠隐在树下，被阳光
点亮。见它生得娇嫩可爱，我便生出养它的念头。于
是，我小心翼翼地捧起些泥土，将几棵铜钱草栽入书
桌前的一只石瓢中。“我会好好待你的。”轻抚那几近
透明的嫩叶，我呢喃着，似在许下郑重的承诺。

然而，随着古筝考级的临近，备考的繁忙让我疏
忽了对铜钱草的照料。我埋首在“宫商角徵羽”的音
符之间，竟渐渐忘了书桌角落里的那抹绿意。

待我再次闲下来时，铜钱草早已不复来时的青
翠。叶片垂落，干枯焦黄，仿佛在控诉我的疏忽与不
在意。石瓢中水早已长满青苔，浓重得化不开。我忙
着清理、换水、移植，才发现原本郁郁葱葱的铜钱草如
今只剩三株，其中一株的叶边也已焦枯。看着曾经生
机勃勃的铜钱草成了孤寂的几片叶子，我心中充满了
惆怅——这，不正是我违背了承诺吗？

愧疚无用，唯有改变。从此再忙，我也会留出片
刻时间，静静地栖息在它的叶片下，放空思绪，给予
它细致的照顾。每隔两天换水，石瓢中不再见青苔
的痕迹。随着气温升高，石瓢里渐渐冒出新的嫩绿，
重新铺满了春意，那抹青翠也成了我生活中的一丝
亮色。

铜钱草的叶片慢慢舒展开来，绿意像一缕清墨，
悄然洇染开去，将枯黄逐渐逼退。它那小小的叶片
在晨风中支棱起来，如一把撑开的绿伞，朝着阳光微
笑。作业写累了，我会停下来，望着它，仿佛能感受
到它的生机为我洗去心中的浮躁。生活在这片绿意
的陪伴下变得安静而祥和，那抹嫩绿似乎也是它的
承诺——好好活着。

又是一场考级来临。我将铜钱草置于古筝旁的
窗台上。在旋律流转中，我偶尔回头望向它，它在风
中坚定地挺立着，仿佛那撑起的小伞能撑起一整片
天。那一刻，我意识到我所爱的，正是它那顽强的生
命力，那种直面困难、不屈不挠的勇气。

曲终，窗外春光洒满，它未开花，却以蓬勃的绿
意，表达着对美好的追求，回应着我对未来的承诺。

我们也应如铜钱草一般，只需一点阳光，便能支
棱起一片天；只需一缕微风，便能摇曳出一个梦。不
负韶华，不负春光。即使未必成花，只要立于生活，坚
毅向前，便是对生命的最好承诺。这，是铜钱草的承
诺，也是我的承诺。

来吧，少年，乘春风，绘就属于你的盛世繁华。
（指导老师：吴建婷）

这就是我的承诺
□江阴初级中学初二（5）班 耿子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