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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五年级的时候，美术老师带领我们
参观了学校的贝壳工艺坊。

迈进工作坊，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几幅贝
壳画。它们做工精细，构图精美。第一幅是
一枝梅花，用大扇贝拼成，五个扇贝围绕成
花瓣，中间点缀一个红色的海螺花蕊。淡紫
色的花，显得格外高贵美丽。远看栩栩如
生，很有国画的韵味。第二幅是一个苗家小
姑娘，她有着一头乌黑的海螺头发，可爱的
贝壳花饰。这些小小的贝壳神奇地展现出
小姑娘的清纯可爱。第三幅是几条小热带
鱼在深蓝的大海里畅游。小鱼调皮地在我
面前游来游去，它们的颜色五彩缤纷：桃红
色，金黄色，青蓝色等等。

然后我们看到了各式各样的贝壳工艺
品。我先看到的是几个用贝壳和亮晶晶的
小珠子做的镜子，接着是两个精巧的贝壳小

娃娃，贝壳做的纱裙，贝壳做的帽子，真漂亮!
再是一个用珠子和海螺拼成的精致的小篮
子，还有几艘帆船也格外漂亮，龙舟更是雄
伟，最后是几个粘上贝壳的热带鱼的小垫子
……每件工艺品都令人爱不释手。我最喜
欢的是一个生日蛋糕。蛋糕分两层，每一层
都很奇特。上层插着八只贝壳蜡烛，每只蜡
烛花纹不一，很是新奇。红色的海螺变成了
蜡烛上的火焰，雪白的贝壳变成了诱人的奶
油，令我垂涎欲滴，真想品尝一下!

美术老师看出我们兴致盎然，马上对我
们说：同学们，想加入贝艺工作坊吗？我们
赶紧点点头。于是，在我上六年级的第一
天，就加入了贝艺工作坊。每天下午的第二
课堂，我和几个同学就来学习做工艺。今
天，美术老师给我们现场表演——制作热带
鱼。老师先拿一个大扇贝做热带鱼的身体，

然后找一个贝壳涂上胶水
粘在大扇贝的后面做鱼的尾
巴。再拿一个贝壳粘在扇贝的
上面做头。最后粘上鱼的眼睛就
可以了。看!这条小热带鱼仿佛一
放进水里就会游动起来。我看得出
神了，于是，就动手做起来。

一个学期过去了，我们学校的贝壳
工艺品，参加了东莞市的展览，获得了一
等奖。在美术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平时收
集贝壳，变废为宝，把自己做的工艺品拿到
跳蚤市场卖，购买的人可多了，郭校长高兴
地说：“贝”显精彩，彰显水韵，贝壳工艺品成
了我们学校的一张名片。我想说：小贝壳，
大神奇，这也是我们家乡的一张靓丽的名
片。

（指导老师：周彩萍）

风动莲生香风动莲生香
■ 文/汪恒

小贝壳小贝壳，，大神奇大神奇
■ 文/中心小学六（5）班 曾子晴

雨，她滋润万物，她洗涤心灵，可以
让人陶醉，可以让你忘记烦恼！她有时
细腻，有时暴躁，最后化作一个个美妙
又动听的音符落下来。

天上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此
时，正是放学时候。同学们学习了一
天，虽疲劳，但听着悦耳的歌声，踏上
回家的路，又是那么愉快！个个脸上
都洋溢着甜甜的笑容。今天更是兴
奋，人人手中都拿着一把伞，一边走，
一边聊天，一边玩水，多惬意。顿时学
校外面平空长出了一条长长的五颜六
色的蘑菇路。

等在外面的家长，个个焦急万分，
脖子伸得长长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就
怕自己的孩子没看见自己。一但看见
了自己的孩子，就举高 一只手大声
喊：“孩子，在这啦！”一扫刚才的焦虑，
笑眯眯地迎上去。又是拿书包，又是
摸摸孩子被弄湿的地方，问这问那
的。透过朦胧的雨雾，可以看到大手

牵着小手，渐行渐
远的身影……

人潮慢慢移动，大家
都遵守秩序。偶尔会看见个
别没带伞的。他就会站在门
口，不出校门。只是踮着脚张望，
希望在人群中搜寻到妈妈。当他
想冒雨冲出去寻找时，突然头顶上
出现一把伞。往下看，一张灿烂的
笑脸正看着他，她胸前的红领巾是
多么鲜艳。他们一同往外走，直到
孩子在她妈妈的伞下才说再见！

雨中路滑，小朋友一不小心就
跌倒了。裤子马上湿了，旁边的同
学赶紧过去，伸手拉起他，另一个同
学从书包里拿出纸巾递给他。处理
后，又一同走出校门。好像刚才并
没有发生什么事。雨水滋润了整个
大地，也捎来一丝丝凉意，但人们的内
心是温暖的，因为雨中有情。

看着眼前的一幕幕，我心中感叹：
雨中的风景真美啊！

（指导老师：霍沛玲）

盛夏，抬头仰望，天空是一望无际的
蓝，云朵是不染纤尘的白，美得简单而纯粹，
走在路上，心情也跟着云朵飞扬了起来。

这样的盛夏，适合去有溪流的森林
里走一走。那满眼的绿，或浓或淡，都是
醉人的。温度再高，走在林木间，空气也
是潮湿且清凉的。深吸一口气，清冽的
香由鼻腔直达肺腑，那是草木被炽热的
阳光炙烤着的味道，难得的是，那味道，
淡雅而从容，足以抚平任何一颗焦躁的
心。干燥的皮肤，猛地一接触这饱含负
氧离子的湿润空气，仿佛每一个细胞都
在努力大口呼吸。蹲在溪边，试着捧起
一捧水，洗一把脸，冰冰凉的水在脸上轻
轻流过，那份舒爽，令我不禁弯起嘴角，
轻轻微笑。

这样的盛夏，适合去芦苇荡里赏一
赏野荷花。在水村，租一条小船，主人老
伯站在船头，扶好船桨，让我坐在船尾。
船桨划过碧蓝的湖水，小船徐徐前行，碧
波荡漾开来，一圈圈，我的心也跟着这碧

波一起，泛起涟漪。老伯把小船划进他
家的芦苇荡，荷塘深处，碧绿的荷叶已亭
亭如盖，粉紫色的荷花，带着一丝娇羞，初
初绽开笑颜。船停在荷塘中，荷塘边是一
望无际的芦苇荡，老伯点燃一支烟，坐在
船头，娓娓讲起水村的故事。有清凉的
风，拂过水面，落在我的白裙上，那一瞬，
我竟有些恍惚，一时不知身在何处。

这样的盛夏，适合去辽阔的草原上
跑一跑马。与爱人初识，他就向我展示了
一次他的骑术。那时年少，站在跑马场
边，望着一身白衣白裤的他，骑在马上，轻
抖缰绳，马奔跑起来，那一刻，我觉得他帅
极了。从那以后，我爱上了盛夏的草原，
和草原上那一个策马奔腾的少年。

不出门宅在家的日子，同样也有独
属于盛夏的小美好。

之前采回的粉紫色荷花骨朵儿，虽
然按照老伯教我的方式，认真呵护，还是
没有绽放就干枯了。一直不舍得扔掉。
今早突然发现，花苞上原本娇艳的粉色

已完全褪去，紫色中泛出一抹蓝，和我天
青色的瓷瓶竟然成了绝配，有种惊心动
魄的美。盛夏的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
在上面留下一片灿烂和明媚。

昨晚熬煮好的那壶酸梅汤，放到冰
箱里冷藏了一夜，拿出来，轻轻倒进磨砂
玻璃杯里，棕红色的液体倾泻下来那一
刻，酸甜的花果香伴着丝丝凉气氤氲开
来，还没入口，早有甜蜜的幸福从心底慢
慢升腾，让我忍不住笑弯了眉眼。

把空调定在合适的温度，拿起书桌上
读了一半的书，慢慢读。我总觉得，盛夏
里最适合读散文，有消暑的作用。汪曾祺
的闲适，白落梅的雅趣，迟子建的细腻，李
娟的洒脱……经常这本读到一半，又拿起
另一本，几位作家的书交替着读，偶尔任
性，翻到哪页读哪页，竟别有滋味。

时光微步，岁月静缓，又一季盛夏。
伸手，捡拾一份独属于这个季节的小美
好，储存成一抹心香，让生命在盛夏里满
含欣喜，让眼眸在美好中嫣然微笑。

盛夏小美好盛夏小美好
■ 文/张晓杰

我家有个“花迷”妈妈，她非常喜欢花，爱
花程度几乎到顶了。

每次在朋友家看到一些新品种的花 ，妈
妈就会两眼放光，一直缠着朋友问这问那，只
要确认了花的名称 ，一回家就上淘宝搜索
比 对，不管价钱，立刻下单！买其他东西可
没有这么爽快大方。

我家里阳台上也种满了花。一到花期，

各种各样的花就竞相开放，红的黄的白的，五
彩缤纷，花儿发出的清香让整个家都沉浸在
花的海洋里。有次为了看昙花一现，爱睡美
容觉的妈妈，居然还熬夜了，撑着不睡一直
等，就是为了第一时间一睹昙花的芳容，可见
她痴迷到什么程度了吧。除了种花还爱拍
花，手机相册里基本上都是她心爱的花儿的
相片，连我这个亲生儿子的都没几张。

妈妈还喜欢逛花场、花店。遇上喜欢又
价格合理的，她巴不得把整个店都给搬回家，
她去一次花店 ，回家后客厅、每个房间，甚至
卫生间和厨房都会摆着鲜花。看到花店有关
花儿养植的书，也会买上几本。

这就是我的花迷妈妈，爸爸口中不折不
扣的花“痴”。

（指导老师：梁秋红）

家有家有““花迷花迷””妈妈妈妈
■ 文/中心小学三（11）班 周铭浩

小暑，是夏日的一个微妙转折点。它
带着它独有的韵味，悄然来临。

家门前的荷塘边，荷叶田田，随风舞
动。那一片翠绿，像是大自然为这个季节
特意绘制的一幅生机勃勃的画卷。荷叶的
边缘微微卷起，仿佛是一群绿衣少女轻盈
舞动的裙摆。阳光洒落在上面，泛着点点
金光，如梦如幻。莲花悄然绽放。有的含
苞待放，有的半开半合，有的全然盛开。微
风拂过，莲花摇曳，散发出阵阵清香。

那香气，淡雅而清新，不浓烈，却有着
一种让人沉醉的魔力。仿佛是夏日里的一
缕清风，吹散心头的烦闷。母亲去芝麻地
里锄草。路过荷塘，她折了个硕大的荷叶，
折叠后以小树枝穿插，弄成一顶帽子，戴在
妹妹的头上。她又折了两朵开得正艳的粉
色荷花，递给了妹妹。妹妹头顶荷叶帽，手
持两荷花，开心地奔跑着——风随人影动，
一路荷花香。

小暑的风，带着夏日的热情，也带着一
丝温柔，轻轻吹过脸庞，吹起了发丝，让人感
受到一种别样的惬意。风过荷塘，荷叶与莲
花在风中起舞，那画面美得让人窒息。小暑
的风，仿佛是大自然的精灵，欢快地跳跃着，
为乡村增添着生机与活力。于是，父亲带着
我来到荷塘边。他把头顶上的草帽摘下来
给了我：“你在树荫下坐一会儿吧。”

他穿着短裤下到荷塘里了。水深及
腰。家乡的小暑，比不上南方，水终究有点
凉，荷塘也远不是朱自清笔下那么清韵悠
扬。父亲在荷叶密集处停了下来。他找
到目标，双手抓住水下的荷叶枝干，一只
脚支撑身体的重量，另一只脚在水下的
泥巴中探寻。探到了，身体晃动，用手
抓住在水中来回地拖抖几下，白白嫩

嫩的莲藕浮在水面上，整枝的，半
人多高。

炊烟缭绕，从水中刚出来的藕就这样上
了餐桌。凉拌藕片，麻辣藕片，糯米藕片，白
糖藕片粥，再来两个荷叶包裹的粉蒸肉……
面对母亲的成果，父亲格外开心，他摘几张
荷叶折去叶柄，摆在粗瓷大碗里，揪去四周
多余的叶片，凹心里摆放一个筷子长的荷叶
杆，斟上酒，用荷叶杆吸起酒来。荷香，藕
脆，酒浓……寻常人家，所谓幸福莫过如此。

午后，我和小伙伴在荷塘边的树荫下
嬉戏玩耍。风动，蝉鸣，莲香，这样的小暑
时节令人着迷。我们会把大人的叮嘱抛在
脑后，扯起青蒿，除去枝叶，弯成圆圈后粘
上蜘蛛网，蹑手蹑脚伸向停留在荷叶上的
蜻蜓。“粘到了，粘到了！”我们把蜻蜓弄下
来，在手中把玩很久。渴了，扯起荷塘边那
拇指粗的荷叶茎。洗净的根部，白白嫩嫩，
闻着莲香，咬一口，脆甜生津。

晚风轻拂，荷香萌动。最令人难忘的
莲藕排骨汤登场了。母亲将藕切去两头的
蒂，纵向刨开成两半，清洗干净，再切成长
边约1寸的滚刀块。她会在熬前将藕块放
少许盐腌一会儿，这样煲的莲藕很粉。打
开锅盖，放入藕块排骨，姜片葱白，锅盖盖
严，大火煮开后调成小火，保持微沸状态炖
煮，炖1小时左右即可。此时，锅中汤料变
成奶白色了，撒上菜园里的葱花与香菜，藕
香溢满农家小院……

小暑。风动，莲香，那是夏日给予我们
的一份珍贵礼物。时光流转，岁月更迭。
父母已住在城里，门前的荷塘因无人打理，
已近干涸了。每年几片荷叶浮在水面，没
有多少生机，也没有莲香了。那些记忆却
成为我生命中一道亮丽的风景，如同莲香
一般，萦绕心头，永不消散。

有一天,我在放学的路上捡到了一本
书。我打开了书,发现书上没有一个字，全
里是白纸,心里想:正好没有草稿本,我就用
这个本子当草稿本吧。于是，我乐滋滋地把
本子带回了家。

早上，我起床后,有点无精打彩，我在本
子上写:我好想有一杯咖啡，要加牛奶和

糖。三秒后，我突然发现手上出现
了一本热乎乎的咖啡，而且

真的加了牛奶和糖，芬
芳扑鼻。我大口
大口地把咖啡喝

个精干，精神
很 多
了,
续

续跑去学校上课。
到了学校,我最怕的作业来了,我就在书

上写:今天没有作业，今天没有作业。果然今
天没有作业，全班欢呼劣雀跌,热闹闹非凡。
我心想：这是一本有魔法的书，太好了！

快到午餐了，我去食堂之前写了：今天
有鸡腿、鸡爪、鸡蛋......果然今天的饭菜跟我
写的一模一样，我的好朋友说：“你再不来，
美味可口的鸡腿就没了。”我反应过来，赶紧
过去打饭了。

下午有信息课，我猜想有可能会被占
课，不出所料就被占课。我不假思索地写
上：不可以占课。真的没占课，我们班上再
次欢呼雀跃了。

放学了，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一位老
奶奶倒了下去，我看到她的脉跳动很慢，她
离死亡不远了。她的子孙子哭着说:“奶奶，
不要死啊!大哥哥可以帮我救我的奶奶吗?”
我说:“可以。”我在魔法书的最后一页写上:
请救奶活老奶奶。三秒后,老奶奶真的活了
过来。

这本书真是太神奇了。
（指导老师：梁秋红）

一本有魔法的书一本有魔法的书
■ 文/中心小学三（11）班 陈恒远

昨天，爸爸给我介绍了一个有趣的实验
——“牙签跳舞”。当我听到这个名字时，好
奇心立刻被点燃，决定亲自试一试。

首先，我按照爸爸的指示，准备了一些
材料：一个玻璃盘子、清水、糖、肥皂和一根
牙签。我小心翼翼地倒了水进盘子，然后放
了糖进去。接着，我将牙签轻轻地放入水
中。刚开始，牙签只是静静地躺在水面上，
没有任何动静。这时，妈妈拿出一块肥皂，

放在牙签附近。奇迹出现了，牙签竟然开始
向外移动，好像真的在跳舞一样。我目不转
睛地观察，不禁陷入了沉思。

妈妈见我如此专注，便给我解释了其中
的原理。原来，糖在水中溶解时，会使得水
的表面张力减小，从而使得牙签能够离开水
面。而肥皂的出现，则是通过破坏水的表面
张力，使得牙签能够向外移动。

通过这个实验，我不仅体验到了科学实

验的乐趣，还对生
活中的一些现象有
了更深入的理解，
期待下次更有趣的
科学实验。
（指导老师：郭转花）

有趣的实验有趣的实验————““牙签跳舞牙签跳舞””
■ 文/中心小学三（7）班 刘俊希

在翻阅科学书籍时，我偶然看到了一个
名为“盐水浮鸡蛋”的实验。这引发了我浓
厚的兴趣，我决定亲自尝试一下，看看结果
会是怎样。

实验前的准备工作很简单，我找来了一
个透明的玻璃杯，一个新鲜的鸡蛋，以及一
袋食盐。接着，我小心翼翼地将鸡蛋放入杯
子中，倒入清水，使鸡蛋完全浸没在水中。
看着杯子里的鸡蛋，我满怀期待地想：它真
的能浮起来吗？

然后，我开始进行实验。我小心地加入
了一些食盐，并用筷子搅拌，使食盐充分溶
解在水中。随着盐的添加，我注意到鸡蛋开

始慢慢地移动，就像一个潜水员在水中游
动。随着盐的增加，鸡蛋似乎变得越来越
轻，最终，就在我以为它要沉下去的时候，它
竟然浮出了水面！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结果，内心充满
了喜悦和惊喜。

“鸡蛋为什么能浮起来呢？”原来根据科
学测定，水中的盐分超过百分之三十时，鸡蛋
就会浮起来。这个实验让我深刻体会到科学
的魅力。原来科学并不遥远，它就在我们身
边，只要我们用心去探索，就能发现它的神
奇。我相信，在科学的道路上，还有更多的奇
妙等着我去发现。 （指导老师：郭转花）

一次有趣的实验一次有趣的实验
■ 文/中心小学三（7）班 吕焜煜

酷热难当的夏日，什么能给你快
乐？女儿随口答道：空调呗！

但在我的童年，没有空调，甚至连电
扇也是稀罕物。

那如何熬过酷暑呢？
我们去捞鱼虾。纵横交错的田间有

道道沟渠，沟渠里水草青青。轻轻探脚
进去，从水草间就赶出了灵活的泥鳅，不
过，这灵活的泥鳅却乖乖地游进了我们
手中的笤箕里。它们被我们端出水面的
时候，活蹦乱跳的，我们的小心脏也跳得
厉害。看着它们安然进了鱼篓里，我们

才舒了一口气，要知道，有时它们会
自救，跳着跳着，它们就又跳回

了水中。
大一点的水渠里，有一些美丽的鱼

儿。它们在清澈的水里往来翕忽，一会
儿往东，一会儿往西，很难捞到。不过，
在水里撒欢惯了的我们，毫不畏惧，一般
是小心翼翼地入水，迅疾无声地回赶，轻
轻巧巧地把鱼儿捞进了笤箕里。常常是
夕阳在山的时候，我们满载着鲜活的鱼
虾，一身泥水，一身快乐地回到了家，酷
热已然退却，浓郁的饭香早已扑鼻而来。

我们去游泳。江南多水，多河道。
我们常去的是一条叫作龙舒河的大河，
它发源于高高的肖坑大峡谷，夏日常常
山雨大作，一路挟卷风雷之势，劈开河
道，汹涌而来。我们去的时候，风平浪
静，光滑的鹅卵石在水底恬然而卧。在
入水的一刹那，心胸澄澈，世界变得清凉
起来。游泳不讲究姿势，只图惬意。偶
尔也会越过鱼梁，进入泉涌潭，攀上一段
山岩，从岩石上一跃而下，潜进深深的潭
底，感受水的环拥和冰凉。往往是在小
憩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带着晾干的身
子，和隐秘的喜悦回到家中，躲开父母的

眼光，去背背课文，看看连环画，偷
偷乐一回。

我们去沐浴。夏日的山地多暴
雨，走着走着，就会来一场急促而短暂的
山雨。有时，我们是猝不及防，无处躲
雨，豆粒大的雨点劈头盖脸，浇遍全身，
然后砸在坚硬的大地上，升腾起阵阵雨
腥气。就那么一会儿，雨水就占领了山
地。眼中遍地清亮的雨水，耳中满是哗
哗的流水声，这时，鼻中闻到的就是清新
湿润的空气，雨水的清凉一直沁入五脏
六腑内，舒爽的感觉荡漾在各个毛孔
里。不过，有时我们是在酷热的家中，快
速奔到突然而至的雨水里，这时，雨往往
不大，温柔而缠绵，伴着阵阵凉风，涤荡
着大地的酷热。我眼前的世界，仿佛一
下子安静了下来，温馨了起来。雨中沐
浴，天然，清爽。

也就是那么一下子，人生就走到了
中年。快乐也仿佛成了稀罕物，我们在
四处追寻。在炎热的夏季，我忽然就想
起童年，想起童年的快乐游戏。那些在
雨水中的往事，晶莹剔透，朴实无华，令
人回味。如果有一颗那么单纯快乐的心
灵，随意安放的闲适，在美妙的大自然
里，什么酷热，什么浮躁，不能烟消云散、
化为一缕清风一丝惬意呢？

快乐度夏快乐度夏
■ 文/叶志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