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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到明年樱花烂漫时，我们一起去赏花……
■当湖高级中学高一（3）班 方浩然

《昆虫记》，“一部用散文诗般的语
言写就的昆虫史诗”，由法国的法布尔
著。读完这本书，我感受颇深。

书中的小昆虫们个个都像人类一
样，有感情，会思考，还有自己的一片
小天地，很是有趣。在阅读中，不知不
觉就能了解各种昆虫的习性。

书中《蝉和蚂蚁》的故事很是幽默
风趣。故事中，蝉被诬陷成一个乞讨
者，而蚂蚁，则成了一个施舍者。作者
还澄清了一件事：蚱蜢和蝉不一样。
虽然这个错误以讹传讹了好久，但作
者还是要将它澄清，可见他追求真理、
相信事实的科学精神。所以作者写的
和以前的故事有所不同，在他的故事
中，蝉是一位高贵又仁慈的自由之人，
而蚂蚁，则是贪得无厌、得寸进尺的乞
讨者——甚至是侵略者。作者用风趣
幽默的语言，在让读者认识到蚂蚁丑
陋的真面目时，还会忍俊不禁。作者
对蝉很是同情，也很是喜爱，正是因为
这种情感，他狠狠地批判像蚂蚁这样
不要脸的小人，令人受益匪浅。

还有看似高贵优雅实则异常凶残
的螳螂。螳螂体形优美，高贵典雅，但
身前两把“死神的镰刀”可置人于死
地。它就是昆虫界和平居民中的老
虎，是吃新鲜肉食的妖魔，是凶神恶煞
般的刽子手。作者为了实验，费了大
力气去捉它，就算受伤也坚持，这种精
神令人敬佩！他生动地描绘出了一个
高贵而又虚伪的刽子手。

这本书，花了作者 30多年时间。
他在“荒石园”中呕心沥血，终于造就
一部文学著作。书中，作者观察细致，
文笔优美，让他笔下的每一个鲜活的
小生命，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幽
默的语言，感情真实而又丰富，令人感
受到他热爱生命和赞美生命的情感，
实在令人读了又读仍觉不够。动物们
也有人性，也有情趣，人与动物和谐相
处，也是这本书的一大主题。

读了这本书，我学到了很多，要善
于观察、热爱大自然，更要学习法布尔
那种锲而不舍的科学精神。

指导老师 王金萍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
断魂。”又是一年清明节，一个令人哀
伤的节日。

今年的清明节和往年有些不一
样，因为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在这
场没有硝烟的抗疫阻击战中牺牲了
许多可爱的白衣战士。为表达全国
各族人民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

中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悼念，
我们举行了全国性悼念活动。为了
缅怀这些英雄，国家宣布了降半旗，
并在这天上午十点整拉响防空警报，
全国人民默哀三分钟……

当防空警报拉响时，呼啸的警
报声、鸣笛声撕破了整个天空的宁
静，一股股哀愁涌上心头。我静静

地站在电视机前，低垂着头，紧闭双
眼，肃立默哀，深深地向英雄致敬，
感谢他们用生命守护了我们！我还
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疫情早日结束，
可以让我们早日回到久别的校园。
因为我想念学校的鸟语花香，想念
老师的声声叮咛，想念同学间的欢
声笑语。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让我认识
到了生命的珍贵。我想说：安息吧！
牺牲了的抗疫英雄！我要以你们为
榜样，好好学习，快快长大，像你们一
样在这有限的生命里做些有意义的
事，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时候奉献
自己，让人生更加精彩！

指导老师 胡桂华

2020，由两个重复的数字组成，
这不是一个寻常的年份。当人们正
沉浸在迎接新春的喜悦中时，“恶魔”
已悄然而至。新冠肺炎的到来给中
国大地蒙上一层阴影，淹没了喜悦，
它就像一朵“大黑云”，笼罩在中华大
地上，陡然间，天空黯淡。

此时，我正坐在书桌旁，记录着
这次灾难的点点滴滴。屋子里昏暗，
只留下书桌上一盏小小的台灯，铺开
一层让人安心的橘黄色的光晕。支
撑着我写下这篇文章的还有同样陪
我度过了这空中课堂以来的几十个
夜晚。也许那小小的光圈比起浓黑
夜色来，不值一提，却给了我无数的
安全感，在我心中筑起了小小的希
望。当然，这种安心、希望更是由不
知多少人的付出才得到。

我眺望远处的小区门口，虽然窗
外依然是茫茫黑夜，但我知道，那里一

定是明亮的，一定有人独自守着这黑
夜，独自守着那一方小小的明亮。

提笔，却欲言又止。想写下很
多，想出许多华丽的词句去称赞那些
辛勤付出的人，但又觉得将华丽的辞
藻放到那些平凡朴实的人身上，算得
上是一种亵渎。他们确实平凡，他们
不过是普通的工人、医生，一群默默
的学生，又或是无闻的老师……他们
每天的生活不那么鲜丽不那么有趣，
甚至可以说是乏味，守着自己的岗
位，几十年如一日。

他们更是一群勇敢无畏的人，他
们不顾安危，奔走在抗疫一线。嘴里
说着“没有特殊情况不要去武汉”的
钟南山院士义无反顾地前往武汉抗
击病毒，也许他根本不曾想过自己已
84岁的高龄。还有“年前想去换个
发型结果真如愿”的美女护士单霞为
避免交叉感染，剃了光头。她们看上

去是那么淡然，依旧说说笑笑，可我
分明看到了那微红的眼眶，还有几滴
打转却迟迟不愿落下的泪珠……鲁
迅说过：“我们自古就有埋头苦干的
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
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些白衣天
使，不计报酬、不论生死，为民族担
当，不愧为中国脊梁！

夜已经很深了，我仍然不愿意放
下手中的笔。我想说大爱在人间，我
想用我的笔记下人间大爱。我很庆
幸我出生在中国，这是一个充满了爱
与力量的国家，在这儿从不缺乏善良
的人，从不缺乏爱国者。爱与善良无
关阶层、年纪，在灾难面前，每一个人
都是大爱之人。也许我写的这些无
关痛痒，但在这关头，我仍想与那些
勇敢无畏的人共同奋斗。

许多时候，人的命运就像飘零的
落叶，何去何从总是身不由己。在疾

病面前，人类是如此渺小，但我们也
应该直面恐惧。在人类的历史上，与
疾病作斗争是浓墨重彩的一笔，有血
泪也有收获。我们能做的也许是乖
乖待在家里，又或是更多。我会记
住，这么多无私的人为我们撑起了
天，挑起了大任，告诉我们：“孩子别
怕。”我想，几年之后，该是我们肩负
起大任，报答这个社会的时候了。

橘黄色的灯光依旧跳跃在我的
心中，希望是永远不会熄灭的。我们
挺过了 2003年的非典，2008年的大
雪灾，若我们众志成城，这次难关依
旧能挺过去，各地人民将终归安宁。

夜太深了，该对世界说晚安了，
那抹明黄中，闪烁着朵朵樱花……我
们做个约定可好，待明年阳光明媚之
时，花开之季，我们一起去武汉赏樱
花可好？

指导老师 王 艳

又一次，我坐在窗前两眼呆呆地凝
视着，我也不知道在凝视着什么，是车，
马路，还是人？又一次，我走在马路上，
路边的草与花显得无比单调。春风吹过
我的衣服，吹起路上的落叶。我漫无目
的地散步在路边，去哪？不知道，公园？
广场？商场？已经无数次被告知尽量少
去人员密集的地方。唉！我究竟该去哪
儿呀？哦，校园，对！

我立刻调整方向，快步向校园走
去。心里终于舒坦多了，一路上，伸出
手，一会儿抚摸路旁的树干，一会儿捡起
被风吹落的花瓣，不久便到了。

啊，一来到校园面前，可我更孤独
了，我多想进去呀！里面的一切我都很
熟悉，可是，一切对我来说又是那么遥
远，那么陌生。我好思念你啊，从前欢声
笑语随处都是，我早已习以为常了，而离
开了这么长时间之后，总觉得心里少了
太多太多，这种感觉前所未有。

我心里又酸又涩，可我无法准确地
表达出内心的感受，或许，是不知该如何
表达吧。清楚地记得以前和同学们是多
么欢快，那些一起学习，一起欢笑，一起
奔跑的日子已经离开我很久了。我想伸
出手挽留，可怎么能挽留得了呢？我想
寻找校园里我曾经的足迹，可哪里能找
得到啊？我是多么想走进啊！但一只小
小的口罩把我隔离在了校门之外。

走在回去的路上，乌云布满了天，一
切都是那么黯淡。但我坚信，不久就是
晴空万里，艳阳高照。未来的路，会更加
宽广，未来的日子，会更加精彩……暂别
了，我爱着的学校，来日我定会带着更热
忱的心与你拥抱！

暂别校园
■乍浦天妃小学602班 罗 茜

小长假，我又回了一次
老家——乍浦镇雅山村，那
个宁静的小乡村。

在那里，水是“静”的。
小河流着，平静的水面如一
块玉石一般，无一丝痕迹。
一个人扛着钓鱼竿，提着水
桶，走了过来。只见他找了
一个地方把桶放下，鱼竿一
甩，水面就起了一圈一圈的
水波，慢慢扩散开来。不
久，水面又平静了，河岸上
的钓鱼人也静静地坐着，一

动也不动，一切仿佛都被按
下了暂停键似的……

田野是“静”的。那广
阔的田野如同一个披着绿
毯的孩子，正在文静地看着
书。风儿来了，风儿向它招
手，它朝风儿点头。蛐蛐在
它身上跳着，一边跳一边叫
着：“玩……玩……玩……”

动物是“静”的。猫咪懒
洋洋地睡在屋檐下的椅子上，
身体蜷成一个球。远看，就像
一个坐垫放在椅子上面。小

狗趴在阴凉的屋里，瓷砖地板
被电风扇吹得凉凉的，是小狗
理想的“床”。小狗吐着舌头，
静静地趴在地板上，多凉快，
不乱动，就不热了。天上的鸟
儿在太阳的暴晒下也不怎么
出去飞了，舒服地在树荫下的
巢里休息，时不时到小水坑里
啄一串清凉的水珠，好好享受
一番。

天上的云朵，到了这
里，似乎也变得“静”了。它
们在空中停留着，一动不

动，好像睡着了似的，看起
来像许许多多片白纸被粘
在了一个浅蓝色的卡片上
一样。有时候尽管风很大，
但那些云还是像被孙猴子
用定身法定住了一样，好半
天也不见它动一丝一毫。

我身在其中，也变得
“静”了。荡秋千时轻轻荡；
看书时静静看；吃饭不说
话，只是吃；和表弟做游戏
时也变“静”了，只是笑声却
常常打破这样的宁静。

乡村的“静”
■稚川实验中学702班 苏 秦

一颗小小的种子，在阳光的照耀
下，在春雨的滋润下，在春风的呼唤下，
从泥土里慢慢地探出头来，它揉揉朦胧
的双眼，惊喜地看着眼前这个世界。

啊，二三月的春日里，清风微微
地吹拂着，杨柳随风飘舞。青青的草
地上盛开着五颜六色的花儿，有的像
小星星，有的像小喇叭，在阳光下显

得格外鲜艳美丽。空气中弥漫着各
种花香，小小的种子，不禁深深地吸
了一口气。

天空中有几只小燕子，在自由飞

翔，好像在跳着欢快的舞蹈。蝴蝶飞
来向种子打招呼，蜜蜂飞来跟种子问
好。小小的种子向它们一一回应，它
沉浸在这美好的春日里……

距离上一次回广陈已有几个月
的时间，其实就算是回去，也停留不
过半天，带着疲惫匆匆而来，又空空
而回。只能凝望着车窗外变化巨大
的水墨小镇，思绪万千。

平湖城区与广陈不到一小时的
路程，却因繁忙的学业而拉得无限
长。作为一个在田地里“野”大的孩
子，初来平湖上中学，那些远比镇上

鲜活的事物，确实让我眼睛一亮，乐
不思蜀。但当最初的兴奋逐渐退去，
取而代之的便是空空荡荡的疲惫。
夜里绚丽的霓虹灯固然美丽，却只会
让我更加想念——乡下无垠的缀着
星星的夜空。

这是长居于城市中的人不会有
的感受，就像我对于城市中的租房不
会有归属感。繁华有繁华的好，但我

始终眷恋着乡下那醉人的温柔恬静。
广陈镇上人不多，比起车水马龙

的城市算得上安静，但我热爱这种闹
而不刺耳的氛围。在广陈镇上，你能
听到汽车的长鸣，小贩的吆喝，行人
细细密密的话语，但这就像是白噪
音，听到后会给人身处尘世的安全
感，却不觉得吵闹，充满生气，而且祥
和。尤其是在这几年的修葺后，又添
了份雅正：白与黑的配色以或浅或深
的色调，晕染在每一家商铺上，每一
条街道上；再将原先各色各异的小店
门牌统一换成木制；又添上几处花园
似的小景致……好似大师笔下的水
墨画成真。

广陈乡下是我真正的老家，十来
年的时光，这片土地有变又不变，从
磕磕绊绊的石子路，变成宽敞的水泥
路，我印象很深。因为小时候总觉得
石子路上拾的石头，才最适合作为弹
丸，与弹弓最合。水泥路带走了我踢
踏石子的小游戏，带来我骑自行车的
赛道。

路边的树却没变，还是这样子的
高，这样子的枝繁叶茂，如两列卫士
般伫立在路旁。家家门前那一大块
田地也没变，以前常是水稻和油菜

花，或碧绿一片，或金黄一片。后来
租给人家种玉米，碧绿之中，夹杂点
黄穗。偶尔会腾出一小块地来种白
菜，成熟时，晶莹剔透，惹人喜爱。

在我的个子还不及一株油菜花
高时，我热衷于在油菜花田中穿梭，
扑扑“飞入菜花无处寻”的粉蝶。也
曾挽起裤管，跟着奶奶割稻，割几处
便算完事，却又大言不惭地嫌弃后来
普及开的割稻机吵闹。

印象最深的是踩油菜籽，赤脚陷
在密密麻麻犹如芝麻的油菜籽上，能
享受鹅卵石都不及的优质服务。

那都是压箱底的事，到十二三
岁，我没那么顽皮了，反而喜欢上乡
下西面的天空。晚饭过后例行欣赏，
至今手机中还有十来张最满意的
落日余晖。其中最满意的是一段火
烧云的视频，虽说相机拍不出十分之
一的美，但现在重播也仍然震撼：当
时东边月亮已经高挂，泛着雾似的朦
胧，于是从东边冷冷的蓝过渡到西边
热烈的红，那是调色盘上无法出现的
鬼斧神工。而我至今没有见过更美
一筹的天空了。

手中的相片那么久未更新，我是
那么地想念广陈。

读一本好书

热爱生命
赞美生命
——读《昆虫记》有感

■广陈中学九（1）班 孙心见

致敬英雄
■百花小学解放路校区二（1）班 周纾伊

记忆中的广陈
■平湖中学高一（14）班 吴昀懿

美好的春日
■百花小学303班 叶梓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