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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书de故事

嘉年华

未来的学校
宝塔小学六年级（3）班 李和娟

难忘的一件事
延安育英中学附属小学五年级（6）班 刑博

三代书缘

红旗下礼赞新时代
延安枣园小学六年级（3）班 宋佳静

在金秋送爽的季节里，我们迎来了
党的二十大。此次会议为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添上了浓厚的一笔，让每个中国
人心中都抑制不住激动。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生于和平幸
福的年代，沐浴着和煦明媚的阳光雨
露。每当看到胸前鲜艳的红领巾，我就
想到那高高飘扬的党旗，它们是有着一
样鲜红的颜色。记得入队那年激昂的
誓词：“我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人民，

热爱祖国，好好学习，好好锻炼，准备着
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宣誓完毕
后，那红领巾作为少先队员的标志，陪
着我度过了剩下的小学时光。胸前飘
扬的红领巾让我心中充满自信，定要更
加努力，让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近年来，遍布全球的疫情夺去了多
少人宝贵的生命，而我们在党的领导和
号召下：戴口罩、勤洗手、少聚集、不扎
堆。打疫苗、做核酸才使疫情有所好

转。
我时常感叹，我们这代人是何其有

幸，生于盛世华夏，见证百年。我们这
个时代，不经战乱，不缺衣食，人民有信
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而当我
寻找这些貌似“理所应当”的幸福根源
时，却发现它是多么的渺小，它是南湖
上随风飘摇的一叶扁舟，它是窑洞里散
发着微光的一盏油灯；同时，它又是那
么的伟大，它是罗布泊上空那朵让太阳

失色的蘑菇云，它是从我国大陆驶向大
洋深处的万吨巨舰……

幸福来之不易，吾辈更当努力。作
为新时代的少先队员，我深知力量虽
小，但胸怀不小、使命不小。我的使命
不在真正的战场，但要认真学习，强健
体魄，做祖国栋梁。

望着那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我心
中有一股自豪之感。

（指导教师 高淼）

一路书香，三代书缘，整整四十年了。
回望读书岁月，如一部大书，镌刻着

岁月，氤氲着书香。
受父亲影响，耳濡目染的我从小就喜

欢看书。
上世纪六十年代，填饱肚子都难，谁

还有心思看书？但父亲例外，最大的爱好
就是看书。乡下老家，每年最忙的是“双
抢”。忙完“双抢”，父亲必定去小镇卖土
特产，必定带上我，必定去小镇唯一的新
华书店。每次进书店，看得专心致志，真
是过瘾。一年一度的上街看书，成了记忆
里最美好最温暖的记忆。

从那时开始，我与书结缘。
上小学时，放学回家，我总是当着父

亲的面，很快很流利地背完课文。第二
天，班上最先背完的，必定是我，一如当年
念过两年私塾的父亲，每次背书最快。

上初中后开始跑通学。那时最幸福
的是回家干活时，听父亲说书；停下来的
时候，读家里父亲看过的课外书：《三国演
义》《水浒传》《西游记》《杨家将》《封神榜》
《岳飞传》《七侠五义》，父亲从不干涉。也
许正是父亲的“纵容”，我读的课外书比同
龄人多，写起作文来得心应手，几次在全
镇作文比赛中获奖，父亲格外高兴，奖状
贴在墙上最显眼的地方。

在我们村里，孩子们读完初中——甚
至读完小学就辍学打工去了。父亲却咬
紧牙关把我送进了高中。刚好高中学校
就在镇上，去书店方便了。正是文学吃香
的年代，我们很多同学都喜欢阅读文学作
品，而且着迷。印象最深的是读著名作家
谭谈的《山道弯弯》和路遥的《人生》，我们
在寝室里传阅、讨论甚至争论，《山道弯
弯》中的“田螺姑娘”，《人生》中的高加林，
深深地烙印在了我们心底……

在大学里，我成了图书馆的常客，疯
狂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平时爱上
街逛书店买书。每个月父亲给我 28元生
活费，我省吃俭用，看到自己喜欢的书，就
咬咬牙买下来……

读书，真真实实成为生活常态，是在参
加工作以后。金圣叹曾经感慨：“天下之
乐，第一莫若读书。”是的，这辈子，我只想
做一个快乐的读书人。

直到中年，才有了梦寐以求的书房。
书房中央，是宽大的硬板床，床上有书，枕
边有书，枕边诗书闲置好，顺性而乱，随时
翻看；临窗摆放着电脑，电脑两边是书：左
边中外名著，右边报纸杂志。最惬意的，
是轻风拂面，或阳光斜照，静坐书斋，一杯
清茶，静心读书……

也许受我的影响，妻子和儿子也喜欢
看书。

刚结婚时，“麻风”盛行。茶余饭后，
同事们吆三喝五筑“长城”。妻子却极少
参与。一有空闲，便是看书。妻子这样
回忆：当年山城相识、相恋，最动心的是
桌上、床头甚至椅子上满满的书……

儿子也爱看书。书看得多了，作文
写得好了。即使上高三了，学习紧张了，
我仍然和儿子去书店看书，尽情放松、减
压……高考语文，儿子轻松拿下120分。

进城后，只能月底回乡下老家陪父亲
了，陪父亲聊天、喝酒，陪父亲看书。每次
回家，捎上父亲喜欢看的书和我发表的文
章。听说我又发了文章，父亲会很高兴，
戴上老花镜，眼含笑意从头看到尾。

我很感谢我的父亲，在食不果腹的艰
苦岁月，喜欢看书，送我读书，给了我与村
子里的同龄人截然不同的人生之路。我
也很自豪，因为读书，一家三代，与书结
缘，书香氤氲，书风绵延。若能让读书之
风吹进每一个家庭，亲子阅读渐成风气，
全民阅读不是梦……

想起梁启超先生的经典名言：“只有
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
书。”诚然，读书上瘾，乐在其中；读书有
益，受益无穷。疲劳了，烦恼了，沉闷了，
不妨读书。书是良药，亦是良友，非只医
愚，亦修身养性。

胸无点墨心常怯，腹有诗书气自华。
腹有诗书，则无俗气；若无俗气，便有诗
意，有远方——这样的日子，温润、厚重、
丰盈、优雅。

（湖南省散文学会会员 贺有德）

我有一位十分要好的朋友，她比我
大一岁，却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书虫。

她家到处堆满了书，五六个书架
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无论走到哪
里，只要看见书，她就两眼放光，脚底
生根。

在一个天空十分湛蓝的星期天，
她难得来我家一次，没想到她一来我
家，第一件事就是向书房“进攻”。在
书房里玩了一会儿后，我便声情并茂
地给她讲起了一个十分有趣的故事，
讲到高兴处，便站起来，双手背在身
后，弯着腰，弓着背，像古代的算命先
生在地板上踱着小碎步。故事讲到一
半我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东倒西歪，眼

泪也流了出来。笑着笑着，忽然一回头
便惊呆了，她捧着一本书，早已看得入
了迷。我讲了些什么，估计她什么也没
听进去，我一下子就像泄了气的皮球，
瘫坐在地上。哼！真让人生气，我这不
是对牛弹琴吗？于是，我干脆不讲了，
气呼呼地坐在她的身边，和她一起看
书，我突然发现书怎么这么好看。

现在我也十分喜欢看书，别人说我
是“书呆子”，我就会大声反驳：“书到用
时方恨少，学富五车不为多。”每当她来
我家我俩就一起看书，快乐得不得了。

你猜出她是谁了吗？没错，她就
是我的好朋友——艾子越。

（指导教师 冯莉莉）

“时间如流水，一去不复返。”有
许多往事我都忘却了，唯有一件事
还时常在我脑海里浮现，使我难以
忘怀——那是我三年级的时候第一
次转学，离开和我一起学习嬉戏，相
处三年的老师和同学，仿佛鱼儿离开
了大海，鸟儿失去天空一般，心里很
不是滋味。

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天
来新学校的早晨，我和妈妈早早地来
到校门口，不适应的感觉把我包围
了，一股莫名的情绪也油然而生。陌
生的校园，陌生的老师，陌生的同学，
我能融入其中吗？我是一个农村的
孩子，与城里的学生肯定有不少差

距，我能跟上他们的步伐吗？……
终于我来到了教室，见到了新老

师，她和蔼可亲、温柔善良、美丽大
方，让我逐渐放松下来。上课时，老
师用普通话讲课，讲得十分细致，而
且特别生动，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体
验。一下课，同学们都围了过来，问
长问短，我原本担忧的心情一下子就
好了起来。我默默地想：我一定会努
力学习，跟上同学们的步伐，在生活、
学习上不让父母操心。一天下来，我
似乎适应了新环境。

虽然转学已两年，但这件事还是
让我记忆犹新，它不但磨砺了我的意
志，而且让我的生活愈加丰富多彩。

“醒醒，该起床啦！”随着机器人柔
美的声音，我从甜美的梦乡里走了出
来。我看了一眼电子挂历，今天是上学
的日子。

吃完机器人做的早饭，我坐上彩虹
飞椅飞到了学校的大门前。这里有十
二个机器人保安，两个保安负责一个年
级的考勤。我把我的班级卡给了那两
位胸前挂着六年级牌子的保安，他往上
面盖了一个对号，表示我没有迟到。要
是保安在卡上盖叉号，那就表示这个学
生来得太晚了。

我走进电梯，电梯便自动启动。这
时，电梯里的屏幕上在放最新的科学研
究成果——浮力衣，“这是一种根据运

动生物学原理设计的衣服。穿上它可
以平躺在水面上练习游泳，还可以躺着
看书。”不一会儿那柔美的声音又提醒
我：“六年级（3）班到了。”

过了一会儿，老师带着他的“平背
小乌龟”（平背小乌龟是老师的小助手，
帮老师背书本，帮我们传送东西）走进
了教室。上课了，老师把今天的课前测
题发到我们的计算机上，我们做完以后
只要点击交卷按钮，计算机就会把卷子
判完并且给我们分析错题。

转眼间就已经 12点了。我和同学
们乘坐电梯到食堂，这里早已有机器人
服务员为大家准备好饭菜。我们拿起
电子食谱按下几个按钮，送饭机器人就

把同学们点好的饭菜送了过来。午饭
吃得可真舒服呀。吃完午饭我在午休
的时候去干什么呢？我可以去打羽毛
球、看电影……最后我选择去赏花。花
园里树木常青，鸟语花香，真是令人心
旷神怡啊。但是这一切都是机器人创
造的吗？不，是真正伟大的人类，我们
创造了机器人，给了他们智慧。

“宝贝，怎么还没起床呢，再不起床
就要迟到啦。”在妈妈的催促声中，我缓
缓地睁开了眼睛，原来是一个梦啊。但
是我相信只要我们认真度过每一天的
学习生活，将来努力创造，这些场景就
不是梦。

（指导教师 蔡小梅）

鱼离不开水，鸟离不开树，我们的
成长自然离不开老师。老师像春天的
微风把新意吹给我们；老师像夏季的
暖风把知识送给我们；老师像秋天的
落叶带走我们的错误；老师像冬季的
寒风吹走了我们的缺点……

我有许多的老师，他们教会了我
不同的知识。我最喜欢的还是英语
老师——韩老师。他留着一头寸头，

长得并不是很高，但也不是很矮，个
子在 1米 65左右。但韩老师胖胖的，
顶着一个啤酒肚，走起路来迈着两条
小短腿。他经常穿着一身黑色的运
动服一双运动鞋，鼻梁上架着一副眼
镜，戴着一个白色的扩音器。大家都
叫他Han Sir。

我喜欢韩老师的原因只有两个：一
是他是一个幽默风趣的人。韩老师上

课时很幽默，一些学生上课时提出与
上课无关的问题，他不是像一些老师
那样严厉地批评，而是笑着，用幽默的
方式回答。他也教得很好，老师每次
讲的内容我都能记住，而且韩老师每
一次都会给大家很多奖励，比如：橡
皮、钢笔、本子……

当然，我喜欢韩老师的另一个原
因就是，韩老师上课的方法很独特。
老师总会用幽默的语言来讲课，甚至
会用到方言，有的同学被逗得哈哈大
笑，有的同学被逗得捧腹大笑，有的
同学都笑得从椅子上重重地摔了下
来……总会将一个单词变成一句有
趣的句子，既加深了我们的记忆，又
使我们喜欢上了英语。还会给我们
讲有关单词的故事。记得有一次我
们学到了一个词组——“I see”。老
师讲的一个故事，便使我深深地记住
了这个词组。韩老师就像一个魔术
师，将一个个难记的单词变成了一个
笑话。

花儿要感谢阳光，因为阳光抚育
它成长；鲜花要感谢雨露，因为雨露滋
润它成长；大地要感谢小草，因为小草
让它美丽……而我要感谢我的老师，
是您传授给我知识。谢谢您，老师。

（指导教师 苗红）

什么是童年呢？
我问白发的爷爷，
爷爷说，
帮家里种地、照顾孩子……

什么是童年呢？
我问忙碌的爸妈，
他们说，
上树掏鸟窝、地里烤土豆……

什么是童年呢？
我问刚成年的姐姐，
姐姐说，
跳皮筋、捏泥娃……

什么是童年呢？
我问幼小的弟弟，
弟弟说，
算数题、补课班……

童年该是怎样的？
我想，
是天马行空的、无忧无虑的，
在绿茵草地奔跑，
在金黄麦田穿梭……

（指导教师 贺春梅）

繁华的街巷，老旧的单元楼，拔地而
起的电线杆和放学后校门前的喧闹……
共筑了故乡特有的景色。

步入深秋，漫步在街巷中，世界都仿
佛被染了色，处处都是金闪闪的样子。银
杏叶在风中摇曳，“沙沙”的声音格外动
听，似千百个精灵在大合唱。道路两旁的
树枝分出好多枝干来，些许枝干上吊着几
片不愿坠去的叶子。路边的小摊正摆放

着琳琅满目的各种小吃。阳光打在肩上
暖暖的。阳光像会流动的水一样，从头顶
一直流到脚下，是那么的轻柔和细腻。

寂静的秋日，街巷里一栋栋老旧的
单元楼就像住在里面的老人们一样，苍
老却又写满故事。时间像磨砂纸一样磨
去了它的墙皮，也磨去了多少人的青
春。楼虽老旧不堪，却是他们拼搏了多
少个日日夜夜换来的，守着它，就是守着

家，就是守着幸福。
再往山边走，就能看见延河蜿蜒着

不知疲倦地在山脚下流淌。伴着萧瑟的
秋风，河水像调皮的孩子，欢快地拍击每
一块遇到的石头。两岸的野草长得很
高，其中还夹杂着几朵不畏秋寒依然盛
放的格桑花。

到了点，老城的街巷再次变得热闹
起来。单元楼里的老人们出门接孙子孙

女放学。返回的路上，孩子们一路嬉笑
打闹，爷爷奶奶们顺便买菜，洋溢着浓浓
烟火气息。

在这个五六线小城里或许没有那么多
瑰丽壮观的景色，但却从来不缺少这种安
静温暖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景致。每一帧都
藏着老人们的回忆和孩子们的童年。任时
间流逝，这座小城，这些普普通通的景，都
为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留下回忆。

童年
延安市实验中学初2020级（17）班

张欣瑶

我的老师
延职附小六年级（4）班 王思涵

小书虫
柳林镇中心小学五年级（2）班 张乙文

老城即景
延安新区第一中学初二（12）班 杨尚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