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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书店协办

好书推荐好书推荐

《三毛流浪记》是一部很有趣味的小人书，也是一部给成人看
的警世书。三毛身上背负着沉重的历史阴影，也带来了深刻的历
史启示，向世界呼唤和平，呼唤公正，呼唤仁慈，呼唤同情，呼唤人
道，呼唤文明。

推荐书目：《三毛流浪记》张乐平 著

推荐：姜堰区教师发展中心小学教研部

在众多影评中觅得这么一
句话：凡人只能望其项背而兴
叹，却在叹过之后走向万家灯
火，开始各自热闹生活。

在影片带来的强烈震撼下触
碰到这句话，我感到心底一暖。

眼 前 一 直 回 放 着 一 幅 画
面 。 当 船 头 人 高 喊“America”
时，原本徜徉于音乐的人群蜂

拥而出，只余 1900（主人公名）
一人留于室内，伴着他的钢琴。

对比如此，暗自心酸。
如此人物，纵有经天纬地

之才，也只会被常人供奉为“只
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荷花一
擎。他注定是孤独的。他的所
有的音乐才能，凝结成一颗无
法触碰的闪闪明珠，化为玻璃

上揽也揽不到的清冷月光。而
那些在音乐奏响时看似众人为
他燃起的灯火，也只是他人的
室内一束灯，拥有不得。

万家灯火多么让人心生富
足，骄傲捧出一世辉煌，可终究
不是属于他的。

人都是趋向利己性的，那些
感叹着而不为他驻足停留的人，

那些拥着赶着追求自家灯火的
人，我们无法将过错完全归咎于
他们。他们只是甘于平庸，只是
将海上钢琴师这样的境遇视为日
常，或许他们连看都没有看到。

常人只是惊羡于烟花绽放
时的夺目，却少有人为落幕时
悄然的灰埃感慨。

于是看似温馨的万家灯火变
成了伤人利器，城市的格子间里
讲述着数也数不完的温馨故事。

令人伤感的是，有许许多
多“执拗”的“天才”，以常人难
以理解的追寻，以远离万家灯
火为代价，去装饰自己的精神
归宿。而对此种人而言，把酒
言欢者难寻，棋局博弈者难逢，

而懂得所弹高山流水的知音却
恰恰比万家赞誉弥足珍贵。

他一生未曾离海，以身殉
船。“陆地上的人浪费太多时间
在为什么上，冬天害怕夏天的迟
来，夏天担心冬天将至，永远在
追寻着哪里永远是夏天。”凝望
万家灯火，他看到的只有茫然。

他说，我不会让我的音乐
离我而去。

他说，我已经和这个世界
擦身而过了。

他曾受陆地上所谓大师的
挑战，第三曲慷慨昂扬，热汗淋
漓。现在想来，那是他在弹奏
他人生的乐章。

（指导老师 茅忠琴）

万家灯火万家灯火
——观电影《海上钢琴师》

叶凯莉 姜堰中学高三（9）班

星期天的下午，太阳出来
了，寒气也散去不少。我和奶
奶一起到田野里铲青菜。

来到地里，我习惯性地四
下望望。还是这些田地，一方
一方的菜畦紧挨在一起，田埂
还是弯弯曲曲地躺在地上。
可是再瞧瞧，又发现一切都变
了：春日的嫩芽、夏日的瓜棚、
秋日的金黄全不见影儿了。
远处，农田里的庄稼早已被勤

劳的农民收走了，留下一片裸
露着的黑黝黝的泥土。

我好奇地问奶奶：“那地
就 闲 在 那 儿 吗 ？ 什 么 也 不
种？”“傻孩子，你走到近处看
看小麦有没有开始拱嘴。”怀
着几分不信，我走近农田，呵，
真的，黝黑的泥土间，真的有
丝丝嫩芽已经破土！那芽儿
是那么嫩，绿中带黄，近乎透
明，稀稀疏疏地散在地里，难

怪从远处看不见呢！
一阵北风吹过，我不禁抱

紧双臂，那小芽儿却丝毫不
怕冷，俏生生地站着。我好
像 听 见 那 七 嘴 八 舌 的 嚷 嚷
声：“来吹我呀！”“来呀！”“北
风，我不怕你！”“来比比，看
谁更厉害！”

再看菜畦里，一片深绿的
青菜伸直腰迎风舞蹈；菜畦边
上，一排青碧的小葱儿挺着柔
弱的身躯扭着秧歌儿……

噢，冬天的田野一点儿也
不冷清，庄稼们都正攒着劲儿
在长呢！

（指导老师 蒋小兰）

冬日里的田野
王梦佳 东桥小学东板桥校区六（1）班

我以为的陪伴，该是像花
儿一样姹紫嫣红，或像鸟儿一
般啼叫啁啾。陪伴应热热闹
闹的，只有这样才能让被陪伴
的人满心欢喜。

爸爸对我摇头：“你太小
了，你不明白。真正的陪伴是
默默相对，但心中氤氲着幸福，
就连空气里也弥漫着温暖。”相
顾无言，多冷清寂寞啊！我不
相信这是真正的陪伴。

爸爸也不辩解，拉着我出
去了。

春天的夜晚仍有些微凉，
寡淡如水的月光落在我的肌
肤上。我坐在车上，晚风轻柔
地拂过我的脸颊。爸爸的背

影厚实，像大山一般让人心生
踏实。明明四周那么静谧，但
是我感受到了从心底升出的
一缕安稳、幸福。

也许，真正的陪伴真的不
是 热 热 闹 闹 的 。 这 个 念 头

“突”地一下冒泡出来。
“咦？这不是往老家的路

吗？”我发现了不对劲，连忙问
爸爸。爸爸没有回答，只是告
诉我：“下车吧，到了。”

我走上小路，来到老家屋
子的窗边。透过已有些年月
的窗户，我看到了令我永生难
忘的一幕。

室内亮着小巧的“喇叭
灯”，昏黄的暖光浅浅淡淡地

映照着爷爷奶奶饱经风霜的
脸。爷爷戴着老花镜，面色安
详地翻看着手中的报纸。奶
奶眯缝着眼，一手拿针，一手
捻线，将针孔放在晕染开的昏
黄的暖光中，将线头对准针孔，
一下，没进；两下，又没进。奶
奶叹了一口气，爷爷放下报纸，
微笑着接过线与针，扶了扶老
花镜，一下便穿过去了。

爷爷依旧看报，奶奶开始
补衣裳。虽然默默无言，我却
体会到了他们心中氤氲的幸
福，空气中浮动的满足。

原来，真正的陪伴，是相
对无言，而彼此相知。因为心
意相通，才能在一片静谧中获
得最真的陪伴。

我释然了，蹑手蹑脚走开——
我不想打扰爷爷奶奶。回过
头，爸爸在路的尽头笑着向我
招手。 （指导老师 徐秀忠）

陪 伴
王宁苏 张甸初级中学九（1）班 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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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比我小八岁，是个乐
天派，整天唱啊跳啊，楼上楼
下来回蹦跳。每到我放假时，
妈妈总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把
妹妹送到老家去，和爷爷奶奶
一起生活。

我让妈妈不要这样做，妈
妈说：“妹妹在你身边，只会影
响你学习。你要利用假期看
书、练字、做习题，这样才能提
升自己，使自己更优秀。”我听
惯了这套说辞，决定试试“软”
的方法，便撒娇说：“好妈妈，
你就不要把妹妹送走嘛，我保
证，要是她有一点影响我学
习，你就立刻将她送到老家

去，好不好？”妈妈神情严肃，
斩钉截铁道：“不行，就是不
行，不管你说什么，我是坚决
不会同意的！”我很生气，但也
无奈，泪水无声无息地坠落。

妹妹虽然好动，但她聪明
机灵，讨人喜爱。当我聚精会
神地思考作业时，她自娱自
乐，或看电视，或拼图、搭积
木；当我肚子饿了时，她会拿
着好吃的零食送给我；当我做

完作业时，她便在我身边跑前
跑 后 ，一 个 劲 儿 地 叫“ 姐
姐”……我们的关系实属唇齿
相依。

再过几天，寒假来临，我
可爱的、懂事的、乖巧的妹妹，
又要随爷爷奶奶一起回老家
过一阵子了。

有什么办法能让妹妹不
离开我呢？我真的很无奈。

（指导老师 仲秀凤）

我真的很无奈
陈静羽 实验小学北街校区五（4）班

今天下午，“跳蚤市场”开
市了，同学们把玩具、文具、书
本等拿出来义卖，所得捐给山
区儿童。

操场上人头攒动，家长带
着孩子挑选中意的东西。“南来
的、北往的，走过的、路过的，爷
爷奶奶、叔叔阿姨，你们好！请
停下您匆匆的脚步，请用您的
慧眼选择我的特殊商品。”

几 声 吆 喝 ，人 们 纷 至 沓
来。“听故事，一则 0.5 元；听歌，
一首 0.5 元；二胡独奏，每首 1
元；电子琴伴奏，每首 1.5 元；跳
舞，一支 2 元”……看着价目牌，
大家满目狐疑，我耐心解释这
是卖“艺”不卖货。

“那就听个故事吧。”一位
大 叔 最 先 购 买 。 我 满 脸 堆 笑
着询问：“讲个《九色鹿》的故
事咋样？钱随便给就是。”大
叔说：“拿语文书上的忽悠我
啊 ？ 懒 得 听 。 讲 个 古 代 的 加
倍给钱。”“好好好！”大家跟着
起哄。

第一桩买卖哪能拒绝？想
起爷爷曾经给我讲过《“花痴”

巡抚唐训方》的故事。我旋即
开讲：“话说道光年间的湘军将
领，同治年间的安徽、湖北巡抚
唐训方，颇爱花花草草，他的诗
文 涉 及 花 草 的 就 有 十 多 个 品
种。”我拿腔作调学起说书的，
想多赚几个彩头。

“有例考证吗？”一位六年
级大哥哥迅即追问。我真想骂
他个狗血淋头，可做生意的讲
究和气生财，只得佯装欢笑：

“这位大哥哥听好了，‘开尽繁
华一霎中，半浓半淡醉春风’就
出自唐训方的《咏海棠》。”见大
家啧啧称赞，我不妨妄议一番：

“古人飞花摘叶皆文章，真值得
我们细细品味……”

旗开得胜后，家长接二连
三购买了我的电子琴伴奏《乡
间的小路》、二胡独奏《二泉映
月》……我赚得盆满钵满。

你以为钱就这么好赚？非
也。家长同学并非十分想听我
的什么故事、歌之类的，还不是
借机献献爱心呗。卖艺的关键
就一个“义”字了得。

（指导老师 朱龙贵）

卖 艺
王馨怡 行知实验小学五年级

旅行（蜡笔画）

周千惠 桥头中心小学六（1）班 指导老师 卫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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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一首寥寥绝句——
《苔》，忽地走出了阴暗，拥抱
了春光。央视节目《经典咏流
传》的舞台上，乡村教师梁俊
和他的学生，用动听的旋律、
真诚的心灵告诉人们：苔，亦
有花期。

起初，我只是被山里娃纯
真清澈的歌声所打动。后来
在《阅读年选》上识得了《〈苔〉
背后的故事》，才完全读懂了
他们的演绎。

五年前，梁老师夫妇和一
位岑姓老师前往石门坎新中
小学支教，那里是全国最穷的
地方之一，条件极端恶劣，山
民淳朴却愚昧。梁老师决定
改变些什么，他为许多诗词谱
了曲，教给学生们诵唱。孩子

们渐渐爱上了诗歌，自己也开
始创作。梁老师将他们的作
品结集出版，书名为《乌蒙山
里的桃花源》。

说来，背诗者多，唱诗者
却少见。乌蒙山里的苗族娃
们，春吟“绿遍山原白满川”，
秋诵“一江明月一江秋”，夏歌

“露顶洒松风”，冬唱“风雪夜
归人”。那情景必然很有趣
呢！久居城市，我只能从衣物
增减中窥得季节变换，而山野
的儿女们，每天都拥抱着自
然。春花秋月，夏日冬雪；平平
仄仄，自是成歌。诗词让一草
一木皆被重新定义，也教会他
们从自然中汲取智慧和宁静。

这个大山深处的故事，还
告 诉 我 诗 词 美 在 信 念 的 力

量。新中小学的孩子们三分
之一都是留守儿童，他们一度
自卑过。梁老师便教大家唱

《苔》：“白日不到处，青春恰自
来。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
开。”山谷里回荡着歌声，宛如
天籁。于是，国色天香的牡
丹，抑或看似不起眼的苔，都
没那么重要了。大家都一样，
心儿热热闹闹向阳，才能构成
完整的春天啊！孩子们唱着，
一直唱到了央视的舞台上。

眼眶湿润，《苔》背后的故
事竟有这么多。知识、传承、
温情皆化为春风，吹进了乌蒙
山。山深处苔花在顽强绽放，
星星点点，向着希望，不负生
命，亦不负春光……

（指导老师 申云峰）

苔花亦不负春光苔花亦不负春光
——读《〈苔〉背后的故事》有感

周知然 实验初级中学八（18）班

兴泰中心小学校训：克勤求真 传承创新

校 训 长 廊校 训 长 廊

“克勤求真 传承创新”旨在既要将二适的勤真文化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承
下来，让兴泰的代代学子从中受益；同时又要不断创新，不断融入新的具有时代气息的
内涵，使之不断拓展，永葆青春活力，永远发挥激励功能。

在浏览网络上的视频时，
总见许多网络写手自诩为作
家，凭着写过几百个章节的小
说、破万的点击量，就洋洋自
得。殊不知，他们这种仅是为
了名利而成的作品是成不了
经典的；而他们自己也顶多是
个文字记录者，还没有称为作
家的资格。

真正的作家，文字是发于
内心，流露指尖的。他们之所
以能写成经典，是因为他们的
信仰。他们誓将人类真善美
传递给读者，用字字斟酌的文
章打动读者的心灵。于是，陈
忠实成就了《白鹿原》；莫言打
造了《红高粱》；曹文轩、杨红
缨为孩子们营造了一个爱与
温暖并存的空间；张嘉佳、韩
寒为惆怅迷茫的内心找到了
真善美容身之地。

信仰是他们心中最崇高、
最神圣的地方。那里住着他
们的灵魂，存着一方不可剥夺
的净土，老舍先生也用他的投
河自尽高扬心中的信仰大旗。

拿破仑曾言：不想当将军
的士兵不是好士兵。同样，没
有信仰的作家也成不了好作
家。唯有心中存一方信仰净
土，文字才具有其真正的价
值。一旦文字与金钱、利益挂
上了关系，文字也不是真正的
文字，而造就这文字的人也称
不上是作家了。

悲矣！在这个利益名声日
趋重要的时代，太多太多的作
家逐渐失其本心，忘了自己为
何而写作，为何坚守于文学之
列，开始用金钱来衡量文字，当
然，他们也已然成为伪作家了。

作家所写之作是用来洗

涤世人心灵的，而不是要与之
同流合污的。越来越多包裹
人内心的糖衣炮弹出现，慢慢
地腐蚀着人们。我们都知道，
物质缺乏并不可怕，精神匮乏
才是致命之击。而唯具有信
仰的作家写出的文字才是化
解糖衣炮弹的灵丹妙药。

仍坚于信仰，在信仰一线
奋 力 拼 搏 的 作 家 也 不 必 担
心。你们那些根植于信仰净
土的文字，终会开花结果，有
属于自己的一片未来。只要
你们的信仰还在指尖，世人的
心灵必会纯化，得到洗涤；我
们国家的软实力也必会立于
不败之地。

同样，坚守于信仰的你们
终会得到回报；那些信仰孕育
出的文字也终会成为真正的
经典。

作家的信仰作家的信仰
周文娟 姜堰二中高三（7）班

“啊——是谁带了芥末！”
看 到 这 里 ，你 一 定 会 想

问，好好的教室里怎么会有芥
末？因为我们班做了一个“食
物的酸碱性”实验。

首先，张老师亲自给我们
做示范。她从袋子里掏出一
张黄色的试纸，举起来给大家
看了看，随后拿来一瓶苏打
水，把试纸浸没在苏打水里。
就在那一瞬间，试纸开始发生
变化，绿色迅速在试纸上漫
延，先是淡白色，一秒后又变
成了淡绿色，拿出来时已经变
成深绿色。宛如哈利波特的
魔法一般，大家都惊叹不已。

“为什么试纸会变绿呢？”
张老师将试纸高高举起，“那是
因为苏打水中含有碱性物质。
在运动时，人体内会产生酸性
物质，导致肌肉酸痛，而苏打水

中的碱性物质可以将酸性物质
融合再降解，所以许多运动爱
好者都喜欢喝苏打水。”

接着，大家如火如荼地开
始了实验。

叶子神秘地从课桌里掏出
了一盒不明物体，用手紧紧地
遮着封皮。“装什么神秘！”申桂
铭一把将小盒子抢到手中，只
见盒子上写着“牛奶”两个字。

我拿出科学工具袋里的
试纸，小心翼翼地沾了一点牛
奶。“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嘛，”
钱曼琪凑近试纸说道，“还是
黄色的。”陈语轩把试纸拿去
看了看后说：“也许是牛奶的

酸碱性不明显。”
“不如，我们用洗手液试

一下。”我拿出洗手液，用试纸
沾了一点。“你们看，有戏！”申
桂 铭 激 动 地 说 ，“ 好 像 变 红
了！”大家纷纷凑了过去，真
的，试纸微微有点泛红；一秒
后 ，红 色 开 始 加 深 ，越 来 越
红。太神奇了！

“我们成功了！”大家欢呼
雀跃。

果然如同古人所说一样：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
要躬行。”光看书本是没用的，
实践才能出真知！

（指导老师 徐爱华）

一次实验一次实验
朱子昂 实验小学北街校区六（1）班

今天，天气晴朗，我们一家
三口去三水乐园划船。

波光粼粼的河边有一丛丛
茂密的芦苇，在微风的吹拂下，
芦苇轻轻摆动着手里的黄“扇
子”，发出“沙沙”的声音。我们
划着船，在弯曲的河道上绕来
绕去，穿过一座又一座形态各
异的小桥。

船 划 到 一 处 开 阔 的 水 面
上。突然，不远处有一艘迷你

“小潜艇”从水下钻了上来。仔
细一看，原来是一只棕色的小
野鸭。不一会儿，旁边又来了
一只，它们俩并排挨着，欢快地
在水面上游着，想游到哪儿就
游到哪儿，多自由啊！

又一只个头大一点的野鸭
游过来了。它拍打着翅膀，飞
速向前直冲出去，河面上溅起
了一簇簇水花，漾起了一圈圈
波纹。它的脚还留在水里，水

面 被 划 出 了 一 道 美 丽 的 弧
线。它仰着头，发出嘹亮的叫
声，好像在为自己优美的舞姿
配 乐 呢 ！ 我 陶 醉 于 眼 前 的 这
一切。

我们的船离它们越来越近
了 。 其 中 一 只 小 野 鸭 察 觉 到
了水面上的动静，像一个专业
跳水运动员一样，头往水里猛
地一扎，两脚朝天，身子倒立
着，直挺挺地竖在水里，随后
双脚使劲一蹬，“哧溜”一下钻
入水中，转眼间便消失得无影
无踪。

旁边的芦苇丛中传来“叽
叽咕咕”的叫声，只见里面有大
大小小好几只野鸭呢，应该是
幸福的一家子。它们在芦苇丛
中嬉戏、捕食，多开心呀！

清清的河水，密密的芦苇
丛，这里真是野鸭的天堂。

（指导老师 肖桂平）

野野 鸭鸭
季天泽 第二实验小学康华校区六（10）班

生 活 中 有 许 多 人 值 得 敬
佩：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保护
祖国的解放军战士、取得科研
成果的科学家……而我却敬佩
一位普通的环卫老奶奶。

清晨，寒风瑟瑟地吹着，街
上弥漫着雾霾，我和妈妈一起
去菜场买菜。途中，我隐约听
到“唰唰”的声音，透过大雾望
去，只见一位戴着口罩穿着环
卫工作服的老奶奶正在清扫路
面，扫过的路面仿佛用水洗刷
过一样洁净。这样的街道，怎
能不让人心旷神怡呢？

我正想走上去感谢她时，
奇怪的事发生了。

老奶奶走到大街边的旷地
上找了一块大石头，然后搬起
石头返回大街。她搬一会儿，
就放下来喘口气、挺挺腰板，继

续搬起石头，一步一步向前艰
难地走着。

她在干什么呢？我们带着
疑 问 走 近 她 。 老 奶 奶 头 发 花
白，脸上布满皱纹，手上也贴着
几个创口贴。“奶奶，你为什么
要搬石头呢？”我问道。“孩子，
你不知道吧，那边经常发生车
祸，我去看了一下，”她用颤抖
的手指向远处，“那边有个坑，
我准备先用石头把它填起来，
然后再埋上土……”此时，虽然
街上到处是雾霾，她身上的“保
护环境，人人有责”八个字却非
常耀眼。

现在，每当我看到街道上
穿黄马褂的人，就会不由得想
起那位老奶奶。她，是我最敬
佩的一个人！

（指导老师 谢月琴）

环卫老奶奶环卫老奶奶
周子涵 张甸中心小学五（6）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