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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小记者作品选登

定海二中八（1）班
学生记者 许凯源（证号D12024）

云海翻滚，金色的夕阳若隐若
现。独自坐在休闲椅上，漫看云

卷云舒；晚霞映天，一抹暗紫在

天空中尽情徜徉，仿佛拄着拐杖，

慢慢向前。

这是一座诗情画意的城。

浩瀚的东海之滨，有一条精致

的玉带，环绕在苍翠的山间，将城

市、山体、海岸、海湾、海岛串联在

一起，描绘出一幅诗意磅礴的山海
画卷。清亮的溪水在小石块之间涌
动着，跳跃着。一条金红的鱼儿正
向池水炫耀它的美鳍，水草则像

一位沉睡的美人，随着水波一起

一伏地呼吸着。有片绿叶飘落下

来，径直跳到水面上，随波逐流而

去。有路过的小虾好奇地张望着，

把它当成了一叶轻舟……

这是一座铭记历史的城。

爬上长满爬山虎的台阶，看到

一个白发苍苍拄着拐杖的老人正
缓慢向前。跟着老人漫步，踏过印

刻着历史年轮的绿道，从过去走到

现在，又步入未来。一处石碑，一

座石雕，一丛景观，一一诉说着定

海的历史，也记录着英雄们的不朽
精神。一段城墙，一处炮台，一门大

炮，述说着定海惨烈的海防历史。

回望历史，对话1840年，一场

鸦片战争轰开了国门，也给中华儿

女带来了无尽的苦难。此间，定海

官兵为了阻止侵略者，进行了一场

轰轰烈烈的保卫战。以葛云飞、郑

国鸿、王锡鹏三总兵为代表的广大
将士浴血奋战，以身殉职；以定海

县令姚怀祥为代表的本地官员，以

“士可杀不可辱”的气节以身赴死。

那是鲜血浴火的年代，那是凤凰涅

槃的磨炼，那是东方雄狮的顽强。

这更是一座文化润泽的城。

海风轻轻地吹拂，八角木亭

旁，几个年轻女子正在高声谈笑，可

爱的笑声如银铃一般。一个孩子牵

着气球，笑脸天真又烂漫。久远的

海洋文化熏陶着舟山这片热土，使

她不断地成长着。无论是朱家尖的

沙雕文化，还是桃花岛的武侠文化，

或是普陀山的佛教文化，无一不显

示出舟山群岛的磅礴气势和极致
灵秀，和舟山人那种与生俱来的聪
慧和自信，也将那博大精深的舟

山文化和精神传播到世界的各个
角落。

繁星闪烁，天鹅绒似的天幕上
已经绣了一轮明月。一群诚实善

良、朴实勤劳的舟山人，正在时光

的浸润下，绘画着舟山的未来。

（指导老师：郑瑶）

定海二中七（1）班
学生记者 陈玥羽（证号D12061）

又是一年夏天，李子熟了。望

着窗外漫山遍野的李子树，我想起

了那年夏天，那件事，思绪逐渐飘

回从前……

那是三年级的暑假，七月的一

天，外公带着我，去金塘摘李子。

只见太阳金色的光辉肆意洒落大
地，那苍翠的李子树上，仿佛被镀

了层金———好一派夏日景象！

我迫不及待地跨上小篮，跑进

李子树林，乍一看，似乎连半个李

子的踪影都看不到，可仔细看，它

们都藏在那重重叠叠的绿叶之下
呢！这不，一个李子出现在我的视
线中。我喜出望外，伸出手，用手

掌包住李子，手腕向右一旋，手上

猛地一沉，李子已经乖乖躺在我的
手心。我如同捧着至宝一般，把这

第一颗李子放入篮中。

在我的地毯式搜寻下，篮子一

点一点满了起来，我看在眼里，喜

在心里。尽管已经大汗淋漓，我还

是准备摘最后一个李子：最后一

个，一定要选个最好的！我这棵树

找找，那棵树看看，始终找不到好

的李子。正准备收工，一个李子突

然闯进了我的视野：它都快和我手

掌一样大了，浅绿色的皮透出鲜

红，像一个胖娃娃，正冲着我笑呢！

就是它了！可是，这个李子身

边，有尖锐的树枝和浓密的树叶保

护着，手伸不进去。我急得团团

转，却意外发现了一个小缺口：手

臂能伸进去，但极有可能被一根根
钢针般的树枝划伤。我一咬牙下定

决心：摘！

我放下篮子，伸出右手，一点

一点向里探，目光也一点一点随着
手前进。知了叫得正欢，炽热的阳

光烘烤着万物，一绺湿发垂到我
的眼前，但丝毫影响不到我。我

睁大眼、抿紧嘴唇，绕开一根根树

枝，勉强用三根手指捏住李子，用

颤抖的手向右一扭，一阵刺痛从手

背传来，但我只听见轻微而清脆的
“咔”的一声———那是连接李子的

树枝断裂的声音，我知道，我成功

了。我像呵护婴儿一般，将它轻轻

捧出。它酣睡着，一动也不动。我

笑了……

走出树林，我用清水将那来之
不易的李子冲洗。咬下一口，香甜

如同潮水般涌来，弥漫在我的心

田。这次摘李子的经历让我感受
到，成功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
的，不要被眼前的挫折打倒，成

功才会离你越来越近。那年夏天，

那件事，令我尝到了成功独特的
滋味。

定海七中七（5）班
学生记者 孙泽菡 （证号
D22026）

夕阳撒下一路金光袁仿
佛承载着老一辈的骄傲袁这
是后辈们将要传承的精神彼
岸遥 ———题记

再一次走进这栋已无人

问津的戏楼，仍是那样古色

古香，熟悉的几幅老画，依然

与我初来时一样。穿过几排

戏服，又见那扇旧窗。

舟山的越剧文化，何时

才能成为一种风尚？不觉回

忆起当初，戏台上的才子佳

人，在花红柳绿的春景中，

抽袖转身，开扇起舞，缓缓

唱出江南才有的温婉才情。

一曲唱罢，那青衫白面的戏

子，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挥

之不去。

两年前，也曾踏进这栋

戏楼，开始拜师学艺的漫漫
征途。压脚、练嗓、开扇、走

场，和着清晨的第一缕晨光，

耳边循环着越剧的曲调，对

着镜子开嗓清唱，在练功房

里学习动作，翘起兰花指轻
声吟唱。

那是一段辛苦单调的岁

月，也曾想过放弃。随着时代

演变，戏剧文化仿佛成了过
时的代名词，成为了老年人

的爱好“标配”。现在的年轻

人都追求网络时尚，还有谁

会愿意下工夫学戏呢？

随着坚持再坚持，发现

自己潜意识里开始觉得，不

仅仅是喜欢戏曲那么简单，

更像有一种决心，哪怕是传

统艺术与现实社会之间只有
一座狭窄的独木桥。

表演的日子到了。化了

妆，勒了头，换上戏服，望着

镜中之人，亦真亦幻，是桥

对面的我吗？

开场在即。到了台侧，悄

悄向台下望去，原本空荡荡

的观众席上，不知何时坐满
了人。每个人都一脸陶醉，全

都专注于戏里的一唱一念。

望着这一切，忽觉心中一暖：

我已经通过了独木桥，抵达

传承越剧精神的彼岸。

至此我才明白：只要有

热爱越剧的年轻一辈，戏曲

文化就不会销声匿迹。随着

政府的倡导，现在，有越来

越多人开始爱上了传统文

化、传统戏曲，国潮也渐渐

成为了新时尚，我们江南的

越剧得到了更多的推崇。学

戏途中，我也看到了千千万
万的小戏迷。他们跟我一样，

传承着传统艺术和东方戏曲
之美。

在此后的学习中，我更

加坚持不懈地投入戏曲学
业。遇到难题时，不再畏畏缩

缩，而是迎难而上，努力战

胜，即使在湍急的川流之上，

只有一座狭窄的独木桥。若

你决定灿烂，便山无遮，海无

拦。我也终相信桥那头一定
光芒万丈！

卸了妆，脱下戏服，再回

到老戏楼。阳光正好。推窗，

风已来。

传承之风

定海七中七（2）班
学生记者 刘思涵 （证号
D22068）

静坐窗边，听着雷鸣阵

阵，屋外大小雨滴如连珠炮

一般落下。抬头，看树木在风

雨中摇动，沙沙作响，远处一

片朦胧。眼下，摆着那张还没

画完的国画……

笔、墨、纸、砚在书桌上
静默，微黄的灯光下，是那个

沉思良久的我。一个小时很

快消逝了，可我仍久久没能
下笔，极其失望地盯着那几
张被揉搓、撕损的画作，在微

风吹拂下静静地飘到了地

上，发出些许摩擦产生的声
响，仿佛在嘲笑着我。

这时，妈妈端着一杯热

牛奶走了进来。一口气喝完，

发现妈妈在我画的山丘上添

了一些葱郁的树木。再看，远

处的仿佛被雨水笼罩，近处

的却清晰万分。这无疑是点

睛之笔。于是，我又在天空中

画了几只飞翔的鸟儿。随后，

望着妈妈，我笑了……

重拾自信的我，又开始

了作画，一连几张，手中的毛

笔都如行云流水般流畅。奇

怪，居然不再像之前那样如
同逆水行舟了。我欣喜地赏

着自己的画，一条条流动的
线条，相互交错，跃然纸上。

可是，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总觉得纸上多了些什么。起

身，发现妈妈已经走出房间。

缓步走向客厅，将画放到妈

妈面前，问：“妈妈，你觉得

我的画有什么不足吗？”妈妈

望着我，微笑着说道：“孩

子，别把画填得太满，你要学

会适当留白。生活中也一样，

别将自己填得太满，多给自

己留些空间！”

望着手中的画，我再次

陷入了沉思。是啊，适当留

白，让这幅画有了一种与众
不同的美。

屋外的雨还在下，已经

从豆大变成了细丝。打开窗，

极目远眺，任凭微风吹拂脸
庞。再听楼下沙沙作响的树
叶声，好像是别有一番风味

的夸赞。

的确，生活也一样。留白

是空缺，而适当的空缺，也并

非不是一种美。

（指导老师 沈红娅）

将画写进生活 悠悠山海情

夏季，那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