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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哥哥正在吃着我们最爱的小零食
——香辣小鱼仔，一只流浪猫突然闯了进
来。我纳闷：这流浪猫怎么还上家里来“做
客”呢？是来找吃的吗？我并不知道有危险
向我逼近。然而，哥哥一看到那只流浪猫，
便慌乱地扔下小鱼仔，撒丫子跑进卫生间，
关上门。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心想：
“哥哥这是怎么啦？看到一只流浪猫竟如此
反应强烈。哥哥可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什么
时候变得这么胆小，竟会连一只小小的流
浪猫都怕了？”我左想右想没明白，现在只
想也躲进去，但已经是正月十五贴春联
——晚了！

流浪猫摇了摇尾巴，倒退几步，摆好了
进攻的架式。突然，流浪猫向我猛扑过来。
这一刻让我很意外，吓得我都快窒息了，大
气也不敢喘。我想：这猫一定是疯了，太可
怕啦！我长得也不像我哥吧，你可千万别冤
枉了好人啊！我本能地向左侧躲去，猫没扑
到，又龇着牙、咧着嘴再次向我冲来。我倒
吸了一口冷气，脚底抹油——溜了。跑着跑
着，看到一个扫把。嘿嘿，扫把握在手中，流
浪猫应该不敢轻举妄动了。流浪猫见状，尾
巴都急得立起来了，还发出“呼丝丝”的声
音。我心惊胆战：猫大哥，放过我吧！我与你
前生无仇，干嘛过意不去！

在这紧急关头，哥哥打开卫生间的门，
朝我挥挥手。我看到了，连忙冲了进去。

“嘭”的一声，门关上了。我吓得面如土色，
长吁了一口气：终于安全了！还好我躲得
快，不然就要被拉去医院了。哥哥死死地盯
着那扇门，好像生怕那只猫像孙悟空一样
从门缝里钻过来。

我问哥哥：“那只流浪猫为什么来找我
们，还要攻击我们？”

“因为前几天我看见它老在咱家旁边
转悠，就捡起石头打跑了它，没想到它还会
来报仇。”哥哥摇了摇头说。

我若有所悟，点了点头。
过了好一会儿，外面没有了动静，哥哥怯

生生地打开了门。我的手紧握扫把。哥哥走了
出去，眼睛仔细地扫视着屋里的每个角落。

“没事了，出来吧。”
我慢吞吞地走了出来，悬着的心终于

落了下来。我想：那只流浪猫为什么又走了
呢？不是还没报完仇吗？我十分意外，又疑
惑不解。

突然，哥哥哭丧着脸叫起来：“完了，我
的小鱼仔不见了。”

我听后哈哈大笑：“活该，谁叫你欺负
流浪猫，小鱼仔让猫叼走了呗！以后不可以
再欺负小动物喽。”

哥哥惭愧地低下头，脸红得像个西红
柿。他摸摸后脑勺说：“我保证以后不会欺
负小动物了，我还要当小动物的忠实保镖，
和它们永永远远做朋友。”

（指导老师：李亮 徐丽君）

记录

流浪猫“做客”记
洞口县文昌二校 罗李荣

好不容易才迎来了期盼的月假，飞奔
回到家，我远远便望见家门口站着位身材
微胖的老人。她身穿碎花裙子，一头斑白的
头发梳得油滑光亮。她是我奶奶，正微笑着
朝我招手。我飞奔过去，看着奶奶的额间缀
满了汗珠，很是心疼，赶紧拿出手帕给奶奶
拭去。奶奶感激地说：“还是我的盈盈知道
疼奶奶呢！今晚给你做花生糖。”我一听高
兴极了，攀着奶奶的肩膀说：“我最爱吃奶
奶做的花生糖了。”奶奶一听乐了，说：“我
就知道你是只馋猫。快去写作业吧。”

说罢，她就走进厨房里忙碌去了。我立
即走进书房，快速地写起作业……

一个钟头过后，厨房里传来奶奶洗锅的
声响。我知道她要做花生糖了，便走出房间，
从客厅拿着凳子挪到了奶奶跟前。奶奶问：

“你的作业就完成了？”我点点头，说：“奶奶需
要帮忙吗？”奶奶摇摇头：“不要，不要。只怕你
一插手，反倒越帮越忙。”我把嘴角一扬，说：

“我帮忙吃，行吧？”奶奶把花生倒在滚烫的锅
里，不停地翻炒，待每一颗花生泛黄时，香气
便弥漫整间厨房。奶奶又将花生铲出来，全部

倒进一个竹筛子里。只见奶奶将筛子往外一
掀，又往里一拉，反反复复三五次，一粒粒花
生全部褪去了粉红的外衣，只剩下光溜溜的
身子——不知道奶奶用了什么魔法。

随后，奶奶将一袋白糖倒进烧得滚烫的
铁锅里，不断地翻炒。白糖慢慢融化了，不再
似刚下锅时那么淘气了。奶奶右手用力快速
地翻动着锅铲，左手则牢牢抓住锅把将锅向
上抛起。我在一旁尖叫着喊：“加油！”奶奶嘴
角微微上翘，仿佛听到了我的鼓励。糖的香
气也在空气中弥漫开来。奶奶把竹筛子里的
花生倒入锅里，右手快速翻炒，左手用力抛
锅，让糖浆和花生充分融合在一起。当糖衣
把花生团团包住后，奶奶才住了手。奶奶把
这花生糖水全部倒进一个特制的模具中，待
冷却后，一个长方体的花生糖砖便做成了。
这一切都是那么美妙，仿佛是看一场魔术表
演，我被奶奶的巧手和智慧深深感染了。

过一会，奶奶拿出刀把糖砖切成一块
块花生糖。我忍不住拿一块，放在嘴里，甜
滋滋的，嚼起来，嘎嘣脆。

（指导老师：林日新 熊欢）

奶 奶 的 花 生 糖
武冈市展辉学校初347班 戴奥盈

一生经历磨难，却又潇洒肆
意；可以写出“人生得意须尽
欢”，也会吟出“蜀道之难，难于
上青天”；一壶酒，一把剑，一支
笔，便能行走江湖……这就是唐
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李白。

你是我的偶像，你的诗句
惊艳我的青春。我酷爱文学，尤
喜诵读古诗词。每每遇到你的
诗作，我会毫不犹豫地背下来。
未及舞象之年，你便精通文学
诗词，熟读诸子百家。更厉害的
是，你有着高超的剑术与道术，
24 岁时便开始云游。你一心求

取功名，直到 42 岁时才终于得
到玄宗的宠爱。玄宗只是让你
写诗，于是你很失望，愤然辞
职。你怀揣宏伟远大的目标与
志向，有拯救苍生的毅力与勇
气，并朝着那个方向努力。你酷
爱酒，诗中总有一股酒味。我是
一个慕强之人，对于有才华且
潇洒的人没有抵抗力。我想变
成像你那样的人。

没有你，历史的车轮仍将
滚滚向前，但唐诗灿烂的星河
中便少了一颗璀璨的星，唐诗
姹紫嫣红的花园里便少了一束

艳丽的鲜花。厚厚的唐诗典籍
会变薄些许，而其他诗人的地
位会提升一档。也会少了很多
名句：犯了难，说不了“长风破
浪会有时”；处逆境，说不了“天
生我材必有用”；赔了钱，说不
了“千金散尽还复来”。没有你，
我们可能不知“黄河之水”哪里
来，“庐山瀑布”有多高，白帝
城、黄鹤楼、洞庭湖的名气都要
略降一格，黄山、天台山、峨眉
山的风景也会失色几许。

中国有李白，幸甚志哉。
(指导老师：钟又祥)

思考

感 悟 李 白
邵阳县长阳铺镇中学279班 罗丹

暑假来临，我和朋友们兴奋地谋划了各
种“冒险”活动。

骑行是我们最爱的活动之一。一天，我和
一帮好朋友兴高采烈地开始了一场畅快的骑
行之旅。沿着曲曲折折的山间公路，我们穿越
了青葱的树林，感受着拂面微风的清凉。突然，
前方的松树枝上出现了一只小松鼠。我立即停
下来，看着那可爱的小松鼠在树枝上快乐地窜
上溜下……我们被小松鼠那活泼可爱的身影
逗得笑声连连。也许是我们的笑声惊扰了小松
鼠，它没几下便跳到更高的树枝上，消失在远
方。这时，我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

美食也是我们的关注点之一。在一次短
暂的骑行休息中，我们品尝了一顿简单而美
味的野餐。大人们事先为我们准备了汉堡、热
狗和金黄诱人的玉米。汉堡的香气在空气中

飘散，我们吃的每一口都充满了满足感。而热
狗的外酥里嫩，搭配上甜甜的玉米，让我们感
受到夏日美食的独特魅力。大家围坐在草地
上，享受着美食，欢笑声不断。

打球也是我们在夏日喜欢的活动之一。我
们会组织足球比赛。球场上，大家奔跑、传球、
射门。尽管太阳高悬，但我们充满活力。最终，
比赛结束时，虽然有输有赢，但每个人脸上都
洋溢着满足和欢愉的笑容。胜负不重要，重要
的是大家在一起尽情享受了运动的乐趣。

随着假日时光的逝去，我和好朋友们虽
然各自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那些夏日的欢
笑和友情将永远连接着我们。我期待着未来
的夏天，无论身在何处，我都会怀着对生活的
热爱，去创造更多的美好回忆。

（指导老师：庾媛媛）

回望

暑假的欢乐时光
武冈市第十中学 刘 琳

十六七岁的少年总是发着
光的。

《某某》，作者木苏里，以细
腻的文字描绘了一群为梦想拼
搏的少年。上一秒会因为考试
愁眉苦脸，下一秒就能肆意地
在操场上撒野奔跑，他们无坚
不摧，也无所不能。

盛望与江添，他们相识于
那个充满理想和少年意气的附
中，相知于那个白马弄堂，过着
与普通人一样的生活。他们只
是江苏附中的莘莘学子中的一
个。与我们一样，他们有着桌角
上堆积的习题，会在上课时窃
窃私语，会于回家后挑灯夜读。
可能唯一不同的，便是他们将
肆意的青春书写到了极致。

年少轻狂，这类词似乎只适
合17岁，多一岁成熟，少一岁懵
懂。我看着他们的17岁，蝉鸣连绵
不绝，有少年意气，也有落寞失意。
他们在连接梦想的道路上奔跑，
于仲夏荒原上，发着光，也流着泪；
于烈日骄阳下，并肩同行；于长风
拂过时，看野草连天。我感叹着他
们的17岁，在那个未知的年纪，我
又会做些什么呢？或许是无尽的
题目，又或是和朋友的几声欢笑。

青春是一场盛夏，盛夏却
不止一个青春。我忆起教室里

“唰唰”的写字声，大家都在奋
笔疾书，头顶的老风扇缓慢地
运作着。时而有人埋怨，风扇为
何驱散不了这烧人的暑气。数
学题很难，可做出来了，又是满

满的成就感。少年不惧岁月长，
彼方尚有荣光在。

他们的身上有很多人青春
的样子。故事极为简单，仅写了
这群少年在盛夏的样子，却又
令人印象深刻，让经历过的人
怀恋，让即将经历的人好奇。

我们相遇于盛夏，而盛夏
从未结束。我憧憬着我的 17 岁
盛夏……
（指导老师：谭雅之 徐抒芳）

感悟

17 岁 的 盛 夏
邵阳市第五中学472班 王金玉

母爱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我在看着她，
她也在看着我。
（指导老师：陈丽萍 王缘）

诗园

母 爱
市特殊教育学校25乙班 曾杰

告别了小学欢快的生活，
我步入了崭新的初中校园。校
园里每一个面孔都十分陌生，
但都挂着友善的微笑。

班级里，同学三五成群地
说说笑笑，而我却只是坐在座
位上无聊地翻书。在清点本子
时，却发现数量好像对不上，数
来数去，总是差一本。我想询问
身旁的人，结果人家并不在座
位上，周围同学也都不认识。没
办法了，我只好拍拍前桌的背，
问她本子的事。待她转身，我才
看清了她的样貌：清秀的脸上
架着一副金丝框眼睛，头发高
高扎起，看起来活力四射。她撩
了撩额前的碎发，问：“怎么
了?”我指了指桌上的一堆本子

问她：“同学，你一共有多少本
子呀？我的好像少了。”“有吗?
不会吧……”她面露疑惑，数了
数自己的本子，又数了数我的
本子，然后松了口气，笑着说，

“这个没问题，是你记错啦！我
们的本子是一样的。”我也大大
地松了口气，原来没少啊。

九月时，天气依旧炎热。一
天，我坐在课桌前，面对一道题
愁眉不展。闷热的天气让人心
生烦躁。在我又算了一整张草
稿纸后，我已经不耐烦了，把作
业猛地一推，起身想去休息一
会儿。谁知我用力过猛，修正带
直接掉在地上，发出“啪”的一
声响，把我自己都吓了一哆嗦。
我弯腰去捡时，抬头就对上了

前桌同学的目光。
她看了看我那写得满满当

当的草稿纸，收回惊讶的目光，
主动询问：“同学，你需要我教
一下你吗?”我有点尴尬，干巴
巴地点了点头，说：“谢谢你
啊!”她没有过多在意，而是给
我教起题目来。值得一提的是，
她在教我做题时，嘴角一直在
笑，眉眼舒展，又时不时看我一
眼，看我有没有认真听。在我走
神时，她会突然拔高音调，语音
也拖得特别长。在她的一番教
学下，效果显著，我终于弄懂这
题到底是什么意思了。而她更
是哈哈笑着，拍着我的肩说：

“咋样？懂了吧，哈哈，也没多难
呀。”从这件事后，我们便成了
好朋友！

和她在一起时，我学到了
很多，也懂得了很多。三年时
光，说短也不短，说长也不是很
长。希望在初中三年里，我们能
共同进步!

（指导老师：朱义华）

青春

新 同 学
大祥一中396班 何素雅

瑶山风光 郑国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