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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过去了，我一直还记得爸爸那
年春天送给我的一只麻雀。

那是一个周末的晌午，爸爸从外面回
来，手里捧着一只叽叽喳喳叫唤的小鸟。
我很好奇，问：“爸，您在哪儿捉到这只鸟？”

“捡的，它刚试飞，飞不起来，掉在
地上的。”爸爸说，“送给你，好好养着，
等它长大了就放飞吧。”

我从爸爸手里接过麻雀，合在自己
手中，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慢慢地
把手打开，仔细地端详着。麻雀全身长
着褐色的羽毛，背部和翅膀上仿佛披着
一件厚厚的深褐色的外衣；肚子上的羽
毛颜色略浅，像套着一件浅褐色的衬
衫；脖子上长着一圈白色的羽毛，好像
打了个白领结；它的眼睛和嘴都是黑溜
溜的，若不细看，还真有点分不出来；眼
珠透亮，骨碌碌地朝四周瞧；嘴巴尖而
小；一双小脚细而灵活……真是一只讨
人喜欢的小鸟。

此时，它看起来有些许紧张，很拘
束地蹲在我的左手中，不敢动。我用右
手轻轻地抚摸着它的背，它的羽毛格外
柔顺，像绸缎一般细滑，这让我更加怜
爱它了。我用手轻轻拍拍它的头，或者
扯一下它的翅膀，想让它放松放松心
情。但事与愿违，它挣扎着想飞。我赶
紧用双手罩着它，只露出一丝缝隙。它
居然通过缝隙瞧着我——有趣极了。

“饿了吧？”我到菜园里摘了片嫩白
菜叶，放到它的喙旁，但它并不领情。
我撕了一小片叶子，再放到它的喙旁，
它仍然不张喙。爸爸告诉我：“它是吃
虫子的。”我便把它放进一个小纸盒里，
用本子轻轻盖住，然后走进菜园里找虫
子。终于，我在一蔸菠菜上找到了两条
小青虫。本想多找几条的，可又怕麻雀
饿坏了，便用叶子包着，兴冲冲地往家
走。我把两条虫子放到纸盒里，让麻雀
自己吃。然后再次用本子盖好盒子，又
回到菜园继续找虫子……我又找到四
条虫子。回到家，打开盒子，发现里面只
剩下一条虫了。我非常高兴，就把手中
的四条全部放进盒子里。为了让麻雀
能安静地品尝虫子，我不再去打扰它。

第二天清晨，我打开盒子，发现虫
子一条不剩了。我十分兴奋，就把这个
喜讯告诉了伙伴阿军。阿军非常羡慕，
赶紧来到我家看鸟儿，并与我一起到菜
园里找青虫。我们一共找到六条。将
虫放在盒子里后，我们就一起上学去了。

好不容易熬到放学，一回家，连书
包也没放下，便向盒子奔去。打开，发现
虫子被吃光了，纸盒里还有两团稀鸟
屎。正打算到菜园里找虫子，阿军来了，
手里拿着一个菜叶包，说是捉了四条虫
子。我一听很高兴，马上把虫子放进盒
子里。找虫子，放进纸盒，再找虫子

……一连几天，我与阿军都乐此不疲。
一周过去了，爸爸又回家来，他看

到鸟儿长大不少，翅羽比原先丰满多
了，便说：“再喂一周，可以放飞了。”我
一听，格外高兴，似乎做了一件伟大的
事情，感到十分自豪。想象着鸟儿飞翔
的时刻，那该是多么快乐的情景啊！

于是，我把鸟儿放在手掌心举起，
说：“快快长，快快飞！”阿军也在一旁跟
着喊：“飞吧，飞——”突然，麻雀双翅振
动，“扑”地起飞了，头也不回地飞进树
林中，飞进了叽叽喳喳的鸟群……

我呆呆地看着在空中扑腾的麻雀，
心一下变得空空荡荡的，不禁有点伤感
地说：“啊——真的飞走了？”阿军一时也
束手无策，只是惊愕地看着远去的鸟儿。

晚上，我把鸟儿飞走的事告诉了爸
爸。爸爸一听，高兴地说：“好啊！你做
了件好事呀。”

“它还会回来吗？”我呐呐地问。
“它回家找妈妈了，你咋还想要它

回来呢？”爸爸说。
“我舍不得它飞走呀。”我不无伤感

地说。
“树林是它的家，它本来是属于山

林的呀。它回家了，你应当祝贺它。”
“哦——”我点点头，心情似乎轻松

了一些。
（指导老师：林日新 庾用健）

◆成长

鸟儿飞了
武冈市展辉学校初346班 刘芸熙

斑驳的古城墙依势而建，悠
悠护城河穿城而过，古街老巷流
淌人间烟火……经历两千多年风
雨的武冈，在湘西南这方热土绘
就了一幅灵动隽永的美丽画卷！

武冈有厚重的历史文化。武
冈素有“三省通衢、黔巫重镇”的
美誉，优越的交通区位使得这个
小城成为商业重镇。韩愈、柳宗
元、王安石等众多名人都曾在此
驻足停留。唐代著名的边塞诗
人、“七绝圣手”王昌龄，被贬为龙
标（今黔阳洪江）县尉时，曾写了
脍炙人口的《送柴侍御之武冈》：

“沅水通波接武冈，送君不觉有离
伤。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
是两乡？”

如今，当你走进城里，一股历
史感扑面而来。古城最著名的古
建筑是宣风楼，原名宣风雪霁
楼。上面那巨大平整的青石块，
彰显了武冈历史的悠久。石块上
那一层青青的苔藓，记录着两千年
王城的风云变幻。楼两边连着明
清两代的古城墙，城墙全是用四四
方方的青石块砌成，像一条长长的
青龙蜿蜒在大地上。宣风楼的南
面有一座文庙，庙前有石狮一对，
立有“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石碑。
内有大乘宝殿，是祭祀孔子及其七
十二弟子的地方，雕梁画栋，金碧
辉煌。殿前两株银杏（现存一株），
为晋陶侃（陶渊明的祖父）在武冈
任县令时亲手所植。

武冈有美丽的山水。武冈最
美的地方当数“六九福地”云山。
云山在城南五公里处，高大巍峨，

山上常年云雾缭绕。云雾时而轻
盈，似薄纱飘舞山间；时而翻滚，
如大海白浪滔天，如梦如幻。云
山曾和衡山、岳麓山、九嶷山并称
湖南四大名山，有“楚南胜境”之
美誉。“云山深处是仙家，别有高
僧诵法华。一缕炉烟萦几篆，半
房香雨入帘花。”云山有胜力寺，
还有三里庵、五里庵、七里庵等寺
庙群。千百年来，云山香火鼎盛，
钟磬不绝。

武冈有丰富的特色小吃。武
冈的食文化早已名扬神州，有着

“千年卤都”的美名。武冈卤菜曾
是明、清两代皇家贡品。武冈血
浆鸭香辣酥脆，鲜嫩润滑，营养丰
富。细尝之，唇齿留香，余味无
穷，真是一道特富人间烟火味的
佳肴。武冈米粉口感好、弹性佳、
劲道足，一碗白白的米粉在几片
红红牛肉的点缀下，两相辉映，真
可谓色香味齐全，堪称人间美
味。武冈米花堪称世上最美的特
色食品，其底面是纯白色的，正面
则用红米镶嵌成美妙无比的图案
或文字，酷似一轮圆月上绣着几
朵娇艳的鲜花，因此被人称为“嵌
花的满月”。而且，它还寄托着人
们向善向上向美的心愿，确实是
一种很有“正能量”的小吃。

其实，我的家乡——美丽的
武冈还有许多值得书写的地方，
只是因为篇幅所限，我就只写以
上这些。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欢
迎你到我的家乡来，我会为你当
一次称职的导游！

（指导老师：林日新 周民昕）

◆观察

美丽的武冈古城
武冈市展辉学校初一领军班 周定骎

清晨，我在闹钟声中醒来。推开
门，只见家禽们在自由地奔跑，外婆也
在院子里忙得不可开交。她用勺子从
盆里舀出一勺糯米，然后精准地放到石
磨的入口处。另一只手也不闲着，正握
住石磨上的小木棍转圈呢。每转一圈，
石磨的出口处便会流出乳白色的米
浆。外婆的动作麻利轻快，我看得入了
神，也想来试试，便跑上前去问：“外婆，
这个活儿轻松吗？”外婆笑着答道：“挺
轻松的，来，你也来试一试。”说完便把
位置让给了我。

我搓了搓手，一边做一边回想着外婆
刚才的动作。刚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谁
知道转的时候，手却一点力气也没有了，怎
么也转不动。我皱了皱眉头，盯着这个大
石头，十分不服气。我把手使劲晃了晃，再
次握住木棍，使出了九牛二虎之力。呀，总
算有点动静了。正当我准备“大展拳脚”
时，耳边便传来了外婆的声音：“不要用蛮
力，转这个也是有技巧的。”说着便开始给
我示范正确的方法。我似懂非懂地看着，
看完后又开始尝试，这次竟然真的转成功
了，而且还没花多大力气。

我们轮流磨着，没一会儿，一盆满
满的糯米就变成一盆白白的米浆，还
挺像牛奶的。“外婆，这些用来干嘛？”

“当然是晒成粉末后，用来做糯米糍粑
吃呀！”糍粑，我的最爱！我一听到这
立马两眼放光，激动得不行。外婆看
我这馋样儿，忍不住笑出声：“你这小
馋猫，等会儿我就给你做两个糍粑来解
解馋。”

外婆拿出之前已经晒干的糯米粉开
始制作糍粑。不一会儿，一个两面金黄、
酥香软糯的煎糍粑就出锅了。我快速地
跑进厨房，拿起做好的糍粑，顾不得烫，
放到嘴边小咬一口。“哇，好好吃！”我惊
叹道。外婆笑道：“那肯定啊，你外婆的
手艺错不了。”我点了点头，使劲将糍粑
往嘴里塞，这味道简直太美味了。

（指导老师：陈格格 杨昌盛）

◆记录

糯米糍粑
城步苗族自治县第三民族中学288班 唐枥

老屋已经有些年头了，坐落
在一个小镇里。它如同一位上了
年纪的长者，日复一日地看着小
镇下雨、刮风、落雪。它独立于风
雨之中，在岁月的沉淀下，显得越
发老旧，却又焕发出别样的光彩。

四岁以前，我都是住在老屋
的。那时父母常年在外上班，我
就和爷爷奶奶住在一起。老屋大
体是旧式的红砖房，屋顶上盖着
青灰色的瓦片。东边的第二间屋
子便是我的房间。我还小，怕黑，
奶奶就和我一起睡。房间里摆着
老式的衣柜，墙上贴着那时流行
的电视剧的海报。床边还有一个
小床头柜，拉开抽屉，里面是早已
过时的头花和皮筋，以及其他各
种零零碎碎的东西，拼凑起来，竟
构成了我整个童年。

老屋最西边，是爷爷奶奶的
厨房。那间屋子并不高，甚至有
些矮，是用黄土砖砌成的，看起来
不太结实，却又意外地结实。里
面堆放着一些柴火，一个大锅架
在灶上，灶膛里是烧火后留下的
草木灰。那里头总是会有我爱吃
的东西，鸡蛋、红薯等都是那儿的
常客。门后还放着一个铁钳和一
根竹筒，竹筒是拿来助燃的。柴
火烧得不旺盛时，只消用竹筒的
一头对着灶膛，再对着另一头吹
气，火舌便能蹭得老高。我总爱

坐在灶台旁边的专属小凳子上，
摆弄着竹筒。烧得正旺的柴火时
不时发出响声，红色的火光映照
在我身上，暖融融的。我不知该
干些什么，只是看着奶奶。她正
在切菜，火光折射在她身上。上
了年头的电灯泡也亮着，灯光有
着泛黄。我只觉脑袋发晕，眼前
的事物都看得不太真切。

后来奶奶离开了我们，比她
更早离开的是爷爷。我不再每逢
假期就吵着回老屋，老屋也在日
复一日的寂静中越发萧条，蛙叫
和蝉鸣声更是越来越小。老屋好
像什么都没有变，又好像悄无声
息地改变了一切，大抵是岁月给
它施加了压力吧。

细数起来，我也有段日子没
有回老屋了，它是否和记忆中的
一样呢？门前的丝瓜藤上还结着
丝瓜吗？那洼小水塘里面还有水
吗？修剪整齐的草坪上是不是该
杂草丛生了呢？这些问题都在我
脑海中盘旋着，可模糊的记忆让
我不敢轻易下结论。

我想，即使很多年以后，老屋
也仍会在那，残缺的瓦片、老旧的
门窗都诉说着对逝去时光的思
念。老屋的每个角落都有我生活
的痕迹，它一直在原地。我回头，
便能看见。

（指导老师：孙俊）

◆回望

老 屋
湘中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希望文学社 刘微

每个人自打出生，便会拥有一个属
于自己的名称，那便是我们的名字。我
们的名字总是寄托着父母对我们最简
单的祝愿。

我的祖父母希望父亲能够虎虎生
威、身体健康，便给他取名“威”，这是祖
父母对父亲最简单的祝愿。这些年来，
父亲被生活摧残得不成样子。家中的
阳台，总矗立着一个身影。他一头短

发，黑发中夹杂着很多白发，衣服下是
瘦骨嶙峋的身躯。那就是父亲啊。父
亲倚着墙、点着烟、眯着眼、叹着气，望
着外面的车水马龙，眼中似乎尽是羡
慕。他总会同我说：你要好好读书啊。

虽说如此，父亲还是乐观的，沧桑
的外表掩不住他那颗炽热的心。面对
困难时，我的脑海总会响起父亲常挂嘴
边的话：“小问题啦，So easy（轻而易

举）！”他常同我聊他的儿时。我能看
到，他眼里泛着光，同时又有些掩不住
的失落，后悔自己儿时没读好书。但他
总是又振作起来，激昂地对我说：“加油
读书，就有出路！”我相信，在父亲的影
响下，我定能虎虎生威！

我的父母吃了没有读好书的苦，他
们多年在社会摸爬滚打，深谙读书的重
要性。父母给我取的名字是“智鑫”。

“智”，顾名思义，就是希望我聪慧；“鑫”
是由三个“金”组成的，是他们希望我能
大富大贵；“鑫”音近“星”，这是希望我
能够璀璨夺目，发光发热。并且“三”又
代表多数，连起来便是“智多星”。

（指导老师：刘剑）

◆思考

名字
隆回县第二中学初一190班 欧阳智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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