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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末夏初，争艳的繁花由盛
而衰，而此时蔷薇开的正盛。青
藤垂挂，灼灼花开，曾开在了多
少人的梦里。

少时读唐诗：“绿树阴浓夏
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水晶帘
动微风起，满架蔷薇一院香。”总
会想象着幽静的庭院里，微风拂
过满架蔷薇花的画面。想象那
蔷薇花香荡漾开来，满院清香，
多么令人陶醉！

曾经那么向往和
陶醉的蔷薇花，竟然
陪伴了我好几年，我
却浑然不知。

前些年，母亲不
知从哪里折回一枝青
藤枝条，插在老宅的
屋山下。适逢连日阴
雨，那枝条竟然活了，
真是无心插柳柳成
荫。更没想到第二年
春末，已是枝条繁盛
的一大簇了，条条青
蔓上竟开出了朵朵粉
色 的 小 花 ，煞 是 好
看。伴着旁边的几株
红白娇艳月季花，成
了路边一道夺目的风
景。

看着日渐蓬勃的
枝条，我就在墙上钉
了些钉子，又从房顶
坠下几根钢丝，把这些枝条固
定在屋墙上。只是把它想当做
爬山虎，来遮蔽夏日骄阳的暴
晒，以此降低室内的温度。竟
也布满了大半个墙壁，看上
去，却有些不伦不类，并不美
观。既已如此，也只好这样了。

没想到，又一年的春末，竟
带给我了更大的惊喜。先是三
两朵的开花，继而，仿佛一夜之
间，盛开的花朵缀满墙壁。千朵
万朵，密密麻麻，似一个花的海
洋。娇嫩的粉色又似一张张孩
子天真无邪的笑脸，在阳光下闪

耀。引得过往的行人驻足流连，
赞叹！

那个周末，我午饭后踱出院
门，恰巧遇到路过的本家侄女。
她笑着对我说：“叔，你真有创
意，竟把蔷薇挂在墙上，仿佛一
幅立体的油画。你也可以把它
引到院墙上，到时候就开成一条
花的长龙，也很壮观的。”我诧异
的一时语塞，“你说这是蔷薇

吗？”看着我一脸的茫
然，侄女比我还要诧
异，“是啊！我们学校
就有啊？”继而，眼
角泛起一丝涟漪，在
明媚的阳光中竟也开
成了一朵美丽的蔷薇
花。

真是众里寻她千
百度，却不知，已伴我
朝朝暮暮。孤陋如
我，只识得诗词中的
蔷薇，迷恋，沉醉。却
对面不识伊人，真是
贻笑大方！想你，由
一枝青藤枝条随遇而
安地扎根在屋角，迎
风沐雨，奋力地生长，
日日枝繁叶盛。努力
地开花，开成一幅画，
开成一首诗，带给世
人一份惊喜，一份恬
淡。我不禁心生几许

敬意。
蔷薇，蔷薇，你只是默默地

开，不言不语。送着春去，伴着
夏来，用你那深深浅浅的笑靥诉
说着似水流年，世事静好。你那
四溢的花香萦绕我的小院，让季
节也诗意盎然。看着你，所有的
喧嚣与浮华都会隐去，唯余下乡
村的安宁与沉静。

蔷薇花开，开在时光里，淡
然随性；开在古诗里，轻盈芳
香。做一朵盛开的蔷薇花吧，
给他人一份美丽，给自己一份
安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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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里，栽有丁香、结香、
樱花、连翘、紫荆、紫藤萝等花
木，也不知道是不是飞鸟把洋
槐树籽丢在了舜德园，竟长出
了一棵洋槐树。刚看到时，在
花丛中非常另类，可以说是

“鹤立鸡群”。柔弱的身姿弯曲
着，像驼背的老人一样，养护
花木的老师给绑了一个高高
的“拐杖”，就这样，长了三年
多的时间，出落的像个水灵灵
的姑娘，亭亭玉立。如今，近两
米的碗口粗的干，长出了三圈
十个高高的树杈，枝繁叶茂婆
娑的像一把大伞。每到四月繁
花期，缀满枝头的洋槐花像礼
花一样绽放校园，淡淡的清香
惹人陶醉，一幕幕过往的师生
驻足怀想的镜头时常闪现脑
海，有一种诱人的香味。

槐花的香特别的清新醉
人，没有丁香花的黏稠，没有
樱花的娇艳，没有结香花的酸
涩，没有紫藤萝的浓郁，就那
么平平常常，平平淡淡，静静

的芬芳枝头。
老家的房前屋后，院里院

外都栽有洋槐树。一到春天，
洋槐树冒芽了，在翠绿绿的槐
叶间，缀满了串串的白色槐
花。馨香四溢的季节，整个村
庄都飘荡着淡淡的槐香。人
们用长长的杆子，在较细的那
头用绳子或铁丝绑上一个镰
刀，或者用自制的钢筋勾，勾
那高高树上的槐花。槐花年
年勾，槐树年年长，渐渐的，人
们勾槐花也得站在椅子上，梯
子上，或爬树上。洋槐树枝上
长有槐刺，长长的黑刺，一不
留神扎一下，麻溜溜的疼。撸
洋槐花时，人被槐刺扎也是家
常便饭，疼一会就没事了。母
亲把撸有一簸箕的槐花，掐几
把放在冒着咕噜的锅中，绰槐
花。绰好的槐花放在有凉水
的大泥盆里，置于阴凉处，作
为贮藏槐花的方法。常常用
换水的方法，保存槐花四五
天，槐香飘荡着。那时，用似

开似不开的槐花，和留有余温
的家鸡蛋，打在一起熥槐花
饼，油黄黄的槐花饼，有绿有
白有黄，色彩鲜明，看上去就
垂涎三尺。熥好的槐花饼，满
满的一盘子，淡淡的槐香溢满
堂屋。吃在嘴里，槐香盈身，
乐不可支。

上初中时，家里养有一只
山羊和近30只家兔。每逢下
雨天，不能上地割草时，就勾
一些槐树叶和杨树叶喂羊喂
兔，看到羊兔把槐叶吃得一个
叶也不剩，甚至连嫩枝也给吃
掉时，感觉槐树叶对家畜来说
也是一道美味。

露天矿的槐树林，在我的
记忆里始终是一个很大很大
的林子，因为小时候没有走出
过林子的尽头。当洋槐花飘
落时，扫洋槐花作为饲料喂猪
也是周末的农活。常常一大
早就得起床，四五点钟，睡眼
惺忪就被父亲喊起来，上了地
排车，在颠簸中也能睡上一

路。离村子四里多的露天矿
槐树林，是露天扒矿的一个废
弃地，煤没有扒上来，一些沙
姜石倒扒出来的不多，在林子
里随处可见。后来，才知道，
煤层的离地面太深。毗连的
莱村矿，魏庄矿开采了二十多
年。也不知道露天槐树林里
的槐树始终不见长，大都秀颀
的挺拔。五一前后，槐花飘落
了一地的雪白，一地的清香。
用扫帚扫槐花，感觉是一种开
心事。飘飘洒洒的槐花缤纷
了整个林子，林子鸟鸣声不绝
于耳，阵阵的东风让整个林子
欢快起来，你舞我蹈，好不热
闹。与其说小孩扫洋槐花，倒
不 如 说 是 看 洋 槐 花 或 地 排
车。扫一会，感到累了，就放
下扫帚，四处溜溜，看一看哪
里的洋槐花多一些。沟中，乱
石中时常飘有厚厚的槐花，因
为不能扫，只能用手一点点的
胡搂。常常在胡搂槐花时，碰
到玲珑的沙姜石，形状各异，

爱不释手，倒也把一些好看的
带回家，把玩一番。林子里，
大黑蚂蚁是最常见的。常常
看他们搬运找到的食物，有
时，还给它们用石头或树枝设
置障碍，看看它们是怎么走
的。大黑蚂蚁，总是不慌不
忙，嘴里衔着食物，爬来爬去，
摔来摔去，直到翻越障碍。这
些趣闻也让我喜欢充盈槐香
的林子，在心里，总是念叨扫
槐花的那段充满香味的美好
时光。

如今，露天矿槐林不见
了，变成了露天矿杨树林了。

如今老家的院落里，在靠
墙的地方长出的槐树，也长成
了大树，回老家勾槐花也成了
一个回家的快乐理由。

无论在哪里看到槐树，感
觉特别的亲，一如故里，一如
工作的地方。见到槐树，对现
代人来说也许是一种奢望，一
种无奈，让记忆中的槐香萦绕
脑际优悦生活也倍感欣慰。

四月槐花香如故
张 烨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
闲暇时，拥书而读于我是一件
很幸福的事。这个爱好怕是源
于我那被书香浸润的童年。

懵懂的记忆里，常见母亲
常捧着一本或厚或薄的书看得
津津有味。我见状便搬着个小
凳子坐在母亲身旁，央求她读
给我听，母亲拗不过我就读一
小段。父亲只上过小学，却对
书有着近乎偏执的虔敬，家中
的书无论如何破旧不堪，绝不
允许当作废品卖掉。我对书的
爱若追溯起来，大概缘于此吧。

我真正的阅读大约是从三
四年级开始。记得当时班级有
个图书角，其实不过是一张桌
子，几本儿童报刊杂志而已。
但在那时，却是我们课间的必
争之地。《小学生报》很吸引我，

尤其是里面的故事连载，读了
一期我又急切盼着下期快点到
来。印象特别深的是对一个词
百思不得其解——“大哥大”，
这三个字拼在一起真不知道如
何凑成一个完整的意思。多年
以后，当“大哥大”早已退出时
代舞台的时候方才知晓。当时
喜欢的刊物还有《红蕾》。那时
是九十年代初，似乎以为2000
年遥不可及，里面的科幻篇章
令我的思绪飘飞驰骋。

小学时读的最多的当属一
些故事大王和童话故事了。买
的，借的，一本本。灰姑娘、青
蛙王子、白雪公主……在童话
的世界里，有令人垂涎的巧克
力饼干房子，有乐于助人的拇
指姑娘，当然也有狠毒的巫婆、
愚蠢的国王，可是正义总能战

胜邪恶，公主与王子总能过上
幸福的生活。童话勾勒了一个
瑰丽、单纯而洁净的世界，悄然
无息的滋润着我的心灵，影响
着我的思维方式，让我久久沉
浸其中。

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些更有
深度的儿童读物走进了我的世
界。《儿童文学》《少年文艺》渐
渐成了我的最爱。《中国古典文
学手册》简直是一本小小的古
代文学史教程，从那里我了解
了中国文学的起源，文学发展
的脉络以及文学史上那些熠熠
生辉的名字。

我的童年因痴迷读书变得
充实而丰盈，也有不少趣事。记
得当时家里喂了只山羊，周末
的下午我一手拿着书，一手牵
着羊儿去家附近放羊。随意找

一块青草茂盛之处，把羊拴在
一旁，自己忙不迭地找块石头
坐着就读开了。一打开书，我立
刻遁入文字的世界，不知自己
身在何处，忘记当下的任务，也
不觉时光如何飞逝。从下午到
日暮，直到视线模糊，抬头方知
早已日落西山，暮色苍茫。再看
那羊儿，只啃得绳锁之内的草，
竟啃出了一个圆形。羊儿有没
有吃饱我不知道，而我已心满
意足地饱餐一顿了。

物质相对贫乏的童年，书
是一件奢侈品。我的书多数是
从当老师的姑姑家拿来的，这
些书令我爱不释手。拿到一本
书，我小心翼翼地翻至目录，先
挑自己最感兴趣的篇目。我坐
在写字台旁，躺在床上，一页页
掀开，进入一个又一个缤纷的

世界。那时读书有一种感觉，
就是不舍得看，生怕看过了没
有了。我常常整理自己的小书
柜，最近看的放在一边，过几天
再来翻阅，偶尔有篇曾遗漏的，
便如获至宝般欣喜若狂。现如
今，物质条件好得多，可以买
书，也可以到学校图书室借阅，
还可以在网上阅读。纸质的、
电子的，可以说俯拾皆是，只是
再也感受不到儿时那种“不忍
卒读”的珍视了。很怀念儿时
的读书状态——入境，忘我，如
痴如醉。

时光悄然，如今我也早已
过了而立之年，对于书却还有
那么一种不可名状的情愫。在
书的殿堂，至今我仍如一个懵
懂的孩童虔诚地站在圣殿之
外。

书香童年
峄城区吴林中心小学 赵慧慧

从我会说话时起，妈妈就陪我诵读“弟子规，圣人
训”，爸爸耐心教我“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奶奶
教我吟唱“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爷爷向我讲述“融
四岁，能让梨”，我就是在这样的传统文化熏陶中长大
的孩子。可当时我只觉得我读到的只是一种排列整齐的
方块文字而已，并不觉得有什么内涵或者意义。如今我
观看了山东省“国学小名士”经典诵读电视大赛节目才
真正领悟到我从小读的是“国学”，是“经典”，是中国
的国粹，我接受的是中国民族五千年多年的文化底蕴的
洗礼。

比赛节目中，我最喜欢的是诗词比拼部分，这个环
节考验的是每位选手平日里对诗词量的积累，对国学知
识的掌握。几场下来，我不禁感叹选手个个都是精英，
看他们沉着淡定的表情，听他们自信成熟的回答，不难
猜想他们肯定读了很多古书、诗文，做好了参赛的充分
准备。当遇到稍有迟疑的选手时，我还真是在心里替他
们捏了把汗，担心他们就此被卡住。同时，我也仔细听
主持人的问题，跟他们一起思考，试着在银屏前回答，
虽说偶尔能答上来几个，但会得还是少之又少。这只能
说明我对诗词的积累和掌握还远远不够，反思一下自
己，我好像也掉进了现代社会流行的“微信和红包”的
染缸里，甚至迷上了网络小说，渐渐远离了经典的书
籍，厌烦了家人对我的国学熏陶，此刻，我醒悟了。真
正能陪伴我们健康成长的应该是千古美文的神韵，真正
能净化我们心灵的应该是华夏礼仪的儒雅，真正能使祖
国进步的应该是经典故事的启迪。

观看“国学小名士”电视大赛，还有更深的体会就
是学会了怎样做人。我要努力学习文天祥“人生自古谁
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爱国情感；学习“少壮不努
力，老大徒伤悲” 时间观念；学习“尺有所短，寸有
所长”的道理…… （指导教师 李娇）

诵读经典 传承美德
——观《国学小名士》有感

市中区永安镇黄庄中心小学 刘济诚

时光荏苒，小学六年的时光匆匆而过，转眼间我们
已然成为风华正茂的少年。还有两个月就要毕业了，我
们即将升入初中，去迎接绚丽多姿的生活。时间如此无
情，我感到很茫然，不知所措。花谢了，有再绽放的时
侯；树叶落了，有再发芽的时侯……而六年的美好时光
却无法从头来过，我们只能在心里永远永远地铭记、怀
念……

我忘不了敬爱的老师，是他们的谆谆教导，循循善
诱，才使我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春蚕到死丝方尽，
蜡炬成灰泪始干。”是老师们最好的写照：他们永远忙
碌在三尺讲台前，每天传授给我们新的知识。有多少个
夜晚，他们在极度疲倦的情况下，拖着沉重的身躯依然
坚持备课、改作业；又有多少个白天，他们带着病来为
我们传授知识。这六年来令我难忘的老师特别多，但最
令我难忘的还是刘妍妍老师。一说起刘老师，我就会想
起她教我如何写读后感的场景。那是一次考试之后，我
因为读后感写得不好，被扣了两分，刘老师见我难过，
便手把手地教我，这使我很感动，现在一回想起这件
事，我的心里都还暖暖的。

我忘不了亲爱的同学，忘不了我们朝夕相处的美
好时光，忘不了我们结下的深厚友谊，更忘不了我的
好闰蜜——上官奥颖。她是我的知心伙伴，在我高兴
时，她陪着我高兴；在我伤心时，她陪着我伤心……
可以说她就像我的家人一样，无时无刻不在陪伴着
我，令我感到温暖。相处六年的同学了，转眼就分开
谁会舍得呢？如果这六年时光可以倒流，我一定会学
会宽容、感恩……

我忘不了美丽的附小校园，那湛蓝的天空，那雪
白的白鸽，那宽大的操场，那排列整齐的教学楼，那
宽敞明亮的教室，一样一样都印在我的心里，挥之不
去……

母校，是我成长的摇篮，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美好的
时光，因为它见证了我幸福的童年，见证了我的成长，
更是给我带来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带着伤感和留恋，带
着感激与憧憬……再见了，我亲爱的母校。

泪别母校
枣师附小六、三班 冯静雯

童年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的是故乡的桑葚。

故乡在微山湖畔，草肥水
丰，到处是水，到处是绿色。最
让我爱怜的是故乡的大坝，大
坝上树木葱郁，百草丰茂。故
乡的大坝环绕着村庄，堤坝两
侧种满了桑树，每到夏天，大坝
便成了孩子们的乐园，采摘桑
葚成为小伙伴们的最爱。

家乡农民种植桑树，有两

种用途，一是把枝干勒成垛柴
草的杈子，二是用桑叶养蚕。
桑葚，这种可爱的“副产品”便
成了小孩子的可口之物。

大坝在村小学的后面，相
隔仅几十米，夏天的午后，我们
小伙伴们便三五成群地来到大
坝上，先到坝下的池塘洗个澡，
在“狗刨”和“捣猛”的劳累之
后，便钻入坝坡上的桑树林，采
摘熟透的桑葚。初夏的桑树

林，枝叶茂密，未熟透的桑葚毛
茸茸的，呈浅绿色或粉红色；熟
透的桑葚红得发紫，汁水饱满
欲滴，像玛瑙一样镶嵌在绿荫
之中，摘一颗入口，甜丝丝地沁
人心脾。更有无色的桑葚，成熟
之后，像冰糖一样爽口。小伙伴
们像敏捷的猴子，在桑林中攀
援，边摘边吃，大饱口福之后，
将吃不了的放入褂兜带回家，
馈赠家人。那时的小伙伴，没有

谁的褂兜不被染成粉红色的。
当夕阳被大坝和远树遮挡

的时候，我们的肚子也圆了，褂
兜也鼓了。

多年以后，在城市的街道
上，偶然品尝到在儿时书中才
能看到的草莓时，一时惊诧莫
名，草莓这种“洋玩意”，口味像
极了童年故乡的桑葚！只是，
桑葚更甜，更可口！

再次回到故乡时，熟悉的

村庄已变得陌生，环村的大坝
被修成了南水北调的湖东大
堤，到处是萋萋的野草，没有
了我记忆中的桑林。走在村庄
平坦如砥的水泥路上，心中既
有惊喜又有失落和惆怅，我童
年的桑树林呢？我魂牵梦绕的
桑葚呢？一切都如我的童年，
一去不复返了，唯一留下的，
是对故乡的眷恋，对童年的怀
念！

故乡的桑葚
滕州市滨湖镇教委办 王逸凡

我家养了两条鲤鱼，它
们一个大，一个小——大的
是锦鲤，身长约四十厘米，
浑身披满金黄色的鳞片，好
像 一 位 威 武 的 将 军 ； 小 的
呢，身长不过十五厘米，灰
色的身体后面长有一个粉红
色的尾巴，煞是好看！微微
鼓起的大眼睛很是灵活，就
像两颗转动的又圆又大的珍

珠，剪刀似的尾巴总是不停
的摆啊摆的，可爱极了！

我每天都给它们喂食，
每次把鱼食投进去，它们就
像小精灵一样，游上游下的
去追赶，生怕被别人抢走似
的；嘴巴一张一合的津津有
味的吃着，好像在说：“真好
吃 ， 真 好 吃 ！ 谢 谢 你 小 主
人！”

有时我偷偷的把头探到
鱼缸边，它们就迅速的藏起
来，好像在和我捉迷藏；我
走 开 ， 它 们 就 大 胆 的 游 出
来，甚至会跳到水面溅起水
花，好像是在故意挑逗我，
这是两条多么机灵的鱼儿啊！

他们俩喜欢聚在一起游
玩。我经常看到小鱼跟在大
鱼的屁股后面游窜，大鲤鱼

也非常照顾它。你看，小鲤
鱼要从大鱼的肚子下面挤过
去，大鱼却毫不介意，它轻
轻摆动起那强劲有力的鳍打
算给小鱼让出道儿来，可是
这淘气的小家伙儿却临时改
变了主意，硬要从大鱼的嘴
巴下面蹭过去，大鱼呢，一
甩头就又让开了。它俩可真
像一对母子啊！

有一天放学回家，我看
见它俩正若无其事的卧在那
里，一动也不动，仿佛在思
考什么。看见我来，就懒洋
洋的掉转头游走了。我想：
也许是我打搅了它俩的休息
吧？

看到这里，你们是否也
深深的喜欢上它们了呢？

(辅导教师 陈夫宝 魏彦)

可爱的鲤鱼
峄城区实验小学五年级二班 王厚润

←为了展示素质教育的优秀成果，提高学生的艺术表现力、创
造力、鉴赏力和审美能力，同时促进学生合唱水平的提高，激发学
生热爱学校、热爱学习、热爱生活、热爱艺术的情感，枣庄十五中日
前举办了“红五月班班有歌声暨校歌合唱比赛”活动。图为学生在
比賽中。 (十五中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