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又是一个中秋，又是一个圆月，我开始

怀念了……

我本是乡野的孩子。小时常在田野里、

林子里、园子里“乱窜”，遇到了不少新奇的

事，但最爱的莫过于月夜抓知了。

吃过晚饭，和哥哥一道跟奶奶去空地跳

广场舞。说是跳舞，不过是随意挥挥手、跺

跺脚，心里盼的是月亮升起。

看着天边的霞光一点点暗淡，心里欢乐

的神火在一点点燃烧。不大一会儿，天全黑

了。地上星星点点的灯火亮了，月亮渐渐地

从山底爬上来了，抓着一颗颗星星向上攀

爬，绽放着柔和的光，怎么也没有诗人们说

得那么凄凉。这时候，我和哥哥再也按捺不

住欣喜的劲儿，偷偷溜出来，去林子里寻知

了了。

“知了、知了、知了……”我追着叫声东

奔西跑，趁着月光，偶尔遇到一只，忍不住大

叫。月亮也同我一样激动，用月光抚摸着我

涨红的小脸。哥哥从林子里冲出来，高大的

身子在月光里显得更加魁梧，以至于后来，

我一见到月亮捎来的巨大影子，就知道哥哥

来了，就不会惧怕黑夜了。他一个猴子捞

月，就抓住了知了的翅膀，然后从地里拔根

小草，麻利地一绑，就能提着玩了。

我提着知了，坐在草地上，仰头望着月

亮，她白花花的，正冲着我笑。我一高兴，手

一松，知了飞走了，我心里一阵懊悔。月亮也

不由为我而伤感，用云彩遮了半边脸，小声抽

泣。但没过一会儿，我又开心地对着月亮说

胡话。孩子嘛，总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我

说呀说，说着天南地北，说到哥哥回来，才住

了口。这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们仍不愿回

家，斗起了知了。你撞我，我撞你，打得不可

开交。月亮也忍不住推开云层，偷偷窥视着

我们，用月光鼓励胜利者、安慰失败者。

月亮看着我们快步往家赶，为我们照亮

前进的路，然后陪伴我们进入梦乡。

再大些时候，已经过了抓知了的年龄，

只能看着别人抓。这时，我更爱在夜间的小

路上散步。乡间的夜很静，没有人没有车，

只有我和月亮静静地走。“你怎么老跟着

我？”我常常边走边问月亮，月亮不说话，用

温柔如水的月光包围着我，像个大姐姐，无

声地陪着我，同我走走停停，消磨时光。

到了上学的年龄，我被爸爸妈妈接到城

里上学。就这样，我离开了乡间田野的月。

随着年龄的增长、学业的增多，我脑子

里塞满了一个个单词、一条条公式，伴着月

光奔赴各个辅导班。

好不容易能歇一歇，月亮却被雾霾遮

着，星星也少得可怜。偶尔见了几次，倒没

有儿时的白、儿时的亮，全被城市的华灯浸

没了。喧闹的人声和嘈杂的喇叭声，反使月

亮多余了。

有一种怀念，叫乡间的月！

（指导老师：陈伟芳）

每个人都有第一次，我也有许多第一

次。让我最难忘的是，第一次晚上独自在

家。

“砰”一声关门声，瞬间把我招来的瞌睡

虫吓了回去。难道爸爸妈妈这个时间出门

了？这个念头从我脑海里一闪而过，我赶紧

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坐起来，飞奔到书房，

推开爸爸妈妈的房间门，只见里面空无一

人，看来爸爸妈妈真的“丢下我”出去了。

我吓得手脚都失去了力气，像一块豆腐

瘫软在地上。我挣扎着爬起来，环顾四周，

周围没有任何异常的响动，只听见时钟“滴

答、滴答”地走着……我这才壮着胆，蹑手蹑

脚地跑到客厅开了电视。为了赶跑心中的

恐惧，我将电视频道调到唱歌跳舞的节目，

又把音量开到最大。

突然，阳台上传来诡异的“嗖——嗖”

声。“鬼来啦！救命呀！”我尖叫着手舞足

蹈，上下两排牙齿吓得开始打战。我用被子

将自己裹成“钢铁侠”，踮起脚，往书包旁边

移去。紧接着，我一把拿来书包，立在胸前，

当成盾牌。“不要怕，不要怕”，我一边在心里

念叨着，一边蹲下来匍匐前行。

到了阳台旁边，我小心翼翼地站起身

来，见没有动静，便大喊：“怪物，吃我一记暴

雨梨花书！”霎时间，语文书、数学书……如

同仙女散花一般全部飞向了“怪物”。奇怪

的是这些书飞出去之后全都不见了，难道这

只怪物是新型的百慕大？还是有一张饕餮

大嘴把我的作业本全都吃了？我的想法快

把自己吓昏过去了。但一想到我的作业本

还在“怪物”的肚子里，我决心去“拯救”它

们。我战战兢兢地往前走去，忽然“哎哟”一

声惨叫，我摔了个狗啃泥。站起来一看，绊

倒我的不就是我的作业本吗？这是怎么回

事呢？往前看，原来那只“怪物”是我晾着的

浴巾，我的作业本只是被它遮住了呀！呼，

还好不是鬼怪。

正当我以为安全了的时候，从门外传来

“当啷、当啷”的声音，完了，一定是强盗入室

抢劫来了，我紧握着“终极大杀器”——吸尘

器，它虽然没有玉净瓶和宝葫芦厉害，但可

以把人的头发吸进去，准备殊死一搏。门

“嘎吱”一声开了，我睁开眼睛，“妈妈！”我欢

呼着叫了一声，妈妈看着我狼狈的样子，哭

笑不得。原来都是我的想象力在作怪啊！

从那以后，晚上一个人在家，我再也不怕啦。

（指导老师：陈雷敏）

一天晚上，虞老师拿着一个碗走进

教室，原本安静的教室变得喧闹起来。

这时一个嘴快的同学问道：“虞老师，这

个碗里装的是什么啊？”虞老师从碗里拿

出一枚蛋，神秘地说：“这个蛋被我施了

魔法，变得坚硬无比。只有大力士才能

捏爆它。规则是要将五指张开，把鸡蛋

放在手掌心，然后捏住它，放到头上，用

力捏。”

金子轩率先上场应战。金子轩看起

来又瘦又小，一副弱不禁风的模样。他

紧握鸡蛋，紧闭双眼，咬紧牙关，用力得

连鼻孔都张得大大的。旁边的同学喊

着：“加油！”可是，金子轩最终还是没能

捏破鸡蛋。

明明哥上场了。他人高马大，看起

来就比金子轩壮实多了。他说：“捏鸡

蛋？对我来说简直是张飞吃豆芽——小

菜一碟。”他先把鸡蛋放到耳边摇了摇，

看看鸡蛋是生的还是熟的，然后深吸一

口气，把全身的力量集中在手上，开始用

力捏。他捏得连眉毛都皱起来。同学们

大声叫喊：“捏爆它！捏爆它！”吓得前排

的同学都钻到桌子底下了，生怕被蛋黄

液溅到。最终，明明哥没有捏破鸡蛋，他

失望极了。

最后，虞老师拿起鸡蛋，问大家：“为

什么鸡蛋没有被捏破呢？”有同学不假思

索地说：“因为鸡蛋被冻住了。”老师笑着

拿起鸡蛋，再碗上轻轻一碰，鸡蛋破了。

大家更加疑惑了。虞老师告诉我们：“这

是因为薄壳原理在起作用。 鸡蛋表面

的曲面结构能够很好地分散所承受的压

力。因此，捏蛋时，若你用整只手捏，力

会被分散掉，鸡蛋自然裂不了。”

通过这次实验，我知道了什么是薄

壳原理。虞老师还告诉我们有很多建筑

物都是利用了薄壳原理建成的。这节课

的收获可真不小！（指导老师：金建微）

回顾童年时光，一幅幅精彩的画面

在眼前旋转，最后一个肖像在我心中定

格，是谁？就是那额头有伤痕、头发乱糟

糟、戴着黑边镜框的人物——哈利·波

特。

你是一本书，一本给我带来巨变的书。

初识你，是小学四年级。那时的我

胆小、无助，更不懂如何社交，但自从认

识了你，我就把你当成了知己。淡蓝底

色、黑色字体是你的封面，清晰流畅、精

彩绝伦是你的内容，而黑边眼镜、带伤

疤、胆小无助,这就是初识的你。这多像

原来的我，唯一不同的是你有多个崇拜

者。但没关系，我尽力向你靠近。

后来，也是五年级，你开始对学习魔

法充满了好奇并屡次挑战自己。同样，

新一年的我对五年级所学的内容也充满

了新奇，也开始尝试自我超越。有一次

在课堂提问时，我情不自禁地举起手，老

师欣喜地请了我回答。一向寡言少语的

我一下子不知道该用怎么措辞，满脸焦

急。听着同学们的窃窃私语，看着老师

期待的目光，我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你上

课答题时的画面，你虽然窘迫，但依然保

持镇定，努力把每一个字说清楚。于是

我也试着一个字一个字地慢慢叙述，竟

意外地获得了掌声，这是我生平第一次

在课堂发言上获得好评。

六年级了，正因为你的影响，上课举

手发言成了我的常态，发挥潜能、超越自

我成了我的目标。是你，哈利·波特，是

你激发了我心中的勇气和自信，让我面

对难题能积极思考，面对困境能泰然处

之，面对老师同学的批评也能坦然接

受。是你让我不再胆怯，不再逃避。和

你一同走来，你是在拯救世界，但我拯救

了自己。在你的陪同下，六年级上册我

科学成绩出奇好，屡获班级第一，赢得了

无数赞赏的目光。

感谢你，哈利·波特，在你陪伴的成

长道路上，我慢慢改变，逐步成熟，奋勇

前进！很快就进入了初中，我还将带着

你继续前行，一同奔赴理想的殿堂。你，

就是我时光博物馆里最珍贵的宝藏。

（指导老师：林梦诗）

新友驾到
妈妈送我一对珍珠鸟，一灰一白，

一公一母。他们圆乎乎的身形酷似企

鹅，顾名思义，我唤作白Q和黑企。珍

珠鸟喜欢成双成对饲养，我给它们安

了家。它们的鸣声轻，受惊时和呼唤

时发出“啾啾"声，警惕心很强，一旦有

人靠近立马东躲西藏。一有空，我便

跑去逗它们玩，渐渐地彼此熟悉起来。

白Q之死
好景不长，五天后的一个早晨，我

来到笼前观察珍珠鸟。不幸的事情发

生了，白Q离奇回归鸟国。我伤心极

了，我想把它的尸首从笼里拿出来，黑

企竟然不让，它眼神坚定，扑腾着翅

膀，示意我不准碰。原来，动物和人一

样注重亲情。我不甘心，要为白Q的

死找原因，最后发现它们吃完小米，将

部分壳吐进食盆，导致食物不够，而我

天真地以为它们食量不大，没有及时

去添加。

黑企失踪
自从白Q不在，黑企越发孤独，没

有之前活泼，偶尔发出几声鸣叫，也不

再清脆。时常看见它用身体去碰撞鸟

笼，难道它想“越狱”？我心头一紧，更

悉心照料，时不时放些轻音乐来治疗

它的情殇。

一天晚上，我从外面回来，发现鸟

笼空空如也，黑企不见了。我和妈妈

立即进行地毯式搜索，终究不见它的

踪影。我嘱咐自己要冷静，回想起这

几天黑企的举动，我想它可能需要自

由吧！次日一大早，我被一阵鸟叫声

惊醒，只见黑企不停地徘徊在鸟笼，用

嘴啄笼里的小米 ，看得出它是饿坏

了。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鸟笼，黑企先

是一闪，其后慢慢靠近，扑腾一下飞进

鸟笼。我看着黑企孤零零的样子，实

在是不忍心，于是叫妈妈再买一只母

鸟来做伴。

放飞自然
被关在笼里的珍珠鸟日子过得很

安逸，我每天按时给它们添粮换水。

夏末秋初的清晨，阳光和煦，我提着鸟

笼遛鸟。一下楼，听到阵阵悦耳的鸟

鸣那样悠扬婉转，却声声撞击我的心

弦。我望着笼里毛茸茸的小生命，它

们拍打着自由的翅膀 ，顿时让我醍醐

灌顶。虽然有些不舍，但刹那间我还

是义无反顾打开鸟笼，两只珍珠鸟飞

快地张开翅膀，尽管姿态不够优美，却

依然能跃上枝头，深深唤醒我的绿林

意识。

当鸟与笼打破了囚禁与被囚禁的

关系，自由便在彼此间传递。从那以

后，我不敢再养鸟，我读懂了“自由”二

字。 （指导老师：杨付婷）

8 2021年9月30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管舒勤 ▏编辑 谢瑶周刊学EDUCATION WEEKLY

乡间的月
■安阳实验中学 七（14）班 刘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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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博物馆里的《哈利·波特》
■安阳实验中学 七（10）班 朱利雅

难忘的第一次
■瑞祥实验学校四（7）班 孙宁瑞

珍珠鸟
■毓蒙小学 四（2）班 林芷伊

“金刚蛋”
■市实验小学 三（1）班 罗裕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