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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了，
根据自然法则，
这本是一场普普通通的雨，
一次简简单单的降水，
却因为临近清明，
而变得不平凡。
我的视线停留在云下，
思绪却穿过云，
飘到了云上，
飘到了那个没有风雨和苦难，
只有阳光爱抚的地方。
那，
就是天堂！
有许多伟大的灵魂在那里散步，
接收着尘世送给他们的礼物和敬意……
清明雨上，
雨上清明。

那一刻，我长大了
青岛大学路小学 五年级二班 侯子彤 指导教师 孟晓

朝花朝花夕拾夕拾
大快大快朵颐朵颐

阳光明媚的春日，我们全家喜欢一起游
崂山。

清晨，阳光透过茂密的树荫洒向我们，麻
雀在树枝上欢快地鸣叫，燕子在蓝天自由地
飞翔，鱼儿在河里恣意玩耍……一路上，我溪
水旁嬉戏，妈妈负责看管衣物，兼职拍照；我
凉亭里加餐，妈妈负责准备食物，驱赶小虫；
我累了耍赖，妈妈又是鼓励，又是激将，化身

“变脸小达人”……走走停停，不知不觉间我
们终于到达了龙潭瀑。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崂
山之美在于山水相融，只见水从绝壁悬空而
下，喷珠飞雪，状如玉龙飞舞。“快快，我给你
拍一张照片！”沉浸在美景中的我刚一回头，
就被妈妈咔嚓咔嚓抓拍了好几张。“妈妈，
这次我给您也拍张照片吧。”“哦，好啊！”妈

妈愣了一下，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我举
起手机，聚焦在妈妈的脸上，妈妈的笑容很美
很温暖，一如从小到大妈妈的味道。我对自
己的拍照技术很满意，把照片放大给妈妈看，
这一看，我呆住了。妈妈眼角的皱纹是如此
的清晰真实！我原来年轻的妈妈，怎么变得
苍老了！我想起妈妈陪我在游乐场玩耍时
开心的微笑，想起我进入幼儿园时妈妈牵挂
的眼神，想起我小学入校时妈妈祝福的神
情，想起每天上学放学路上妈妈坚定的背
影，想起大年三十带我去医院妈妈一脸的焦
灼……一幕又一幕在眼前飘过，重温着我成
长路上妈妈给予的爱与照顾，我的泪水忍不
住地往下流。

那一刻，我长大了。我要做更好的自己，
让妈妈的皱纹美丽舒展！

米粒与鸡蛋实验
青岛宜阳路小学 五年级六班 赵启峰

放学回家，我把书包往沙发上一放，拿
出零食，边津津有味地吃着边看起了漫画。
突然，从旁边传来爸爸的声音：“儿子，作业
写完了吗？没写完就先写作业。”“爸爸，作
业很少，时间还早着呢，我不用那么急着写
作业。”我又抓起一把零食往嘴里送，懒洋洋
地回答道。

“鉴于你之前的表现，这样你会磨蹭到
很晚，时间就在不知不觉中溜走了。”爸爸从
厨房里拿出两个一样的杯子、一包米、一个
鸡蛋，然后提议跟我一起做个小实验。我一
听做实验，立刻来了兴致，放下零食参与了
进来。

爸爸拿出那包米，让我往一个杯子里
倒，杯子很快便倒满了。爸爸又拿出那个鸡
蛋，对我说道：“现在，你尝试把鸡蛋放入这
个杯子里，要求是不能掉出一粒米。”我尝试

了很多次，均以失败告终，我只好告诉爸爸
米太满了，除非倒出一些米，否则不可能将
鸡蛋放进杯里。

这时，爸爸拿出了另一个杯子。他很
轻松地把鸡蛋放进这个杯子里，然后慢慢
将第一个杯子的米倒进去，几秒钟后，米
竟然全部倒进去了，也没有洒出来，我惊讶
极了！

爸爸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这颗鸡蛋就
相当于重要的事，米就相当于零碎的时间。
如果先做零碎的事，就像第一个杯子，里面
全是米粒，容不下鸡蛋。但如果专心先做重
要的事，就是第二个杯子，鸡蛋容得下，零碎
的时间也可以做别的你喜欢的事情。”

我想：写作业不就是那颗鸡蛋吗？于是
我飞快地去写作业。做完作业，再拿起零
食，嘿，真香！

小时候，我最爱吃姥姥做的炸酱面。
每次回老家时，常是车子刚开进院门，我就迫不

及待从车上跳下来，冲进姥姥家。从厨房的烟雾缭绕
间，姥姥探出头来，笑容融化在一片饭菜香气中。“宝
宝，回来了啊，猜猜姥姥今天做的什么？”看着姥姥认
真的样子，我只好装傻道：“不知道啊。”姥姥于是心满
意足，老顽童似的狡黠笑了：“不知道了吧，姥姥做了
你最爱吃的炸酱面！”

其实我怎会不知道！单是那一阵阵标志性的鲜
香气味就能让我在家门口辨出它的存在。进屋，红红
绿绿的小菜装在晶莹剔透的玻璃碗里，满满当当摆满
一桌。有切成丝的胡萝卜和黄瓜，还有精心腌制后又
剁成末的香椿，有在辛辣中夹着一丝酸甜、脆爽可口
的甜蒜……它们围成一圈，衬出正中间那一大碗黄灿
灿、油亮亮的炸肉酱。

我钻进厨房，看见姥姥豆大的汗珠挂在脸上，半
隐没在一片热气织成的薄雾中。走近些，只见姥姥的
手紧攥着筷子，不停地搅动面汤，待时机成熟，左右来
回两下使劲一挑，几绺滚圆的面条就被挑出来，落在
大瓷碗里，再顺势用铁勺舀起热气腾腾的肉汤，浇在
面条上。姥姥捧着这碗面，转过身来，笑容在红通通
的脸上漾成一朵牡丹。“宝宝，快去吃饭吧！”

多少次踏上老家熟悉的门廊，我总能见到这个场
景，总是那张慈祥的笑脸，那句熟悉的“猜猜姥姥今
天做的什么”的开场白。只是皱纹爬上了姥姥的脸
庞，岁月将她的头发染成斑白，她的“宝宝”也已不再
是小孩子了。然而，那碗炸酱面却永远醇香美味。
不变的真的是它的味道吗？也许真正不变的，是那
浓浓的爱吧。

一碗浓浓的爱
青岛大学附属中学 初二十班 王宣 指导老师 李娟

这味道令我“蜇”服
青岛银海学校 初二三班 赵元铭 指导教师 李梅

在青岛长大的孩子，谁没见过海蜇呢？如果你在
游泳时见到它，本地人只会告诉你一句话：“快跑！”它
可是游泳者的“噩梦”，也是防鲨网外一道令人望而生
畏的“景观”。只要你轻轻地碰一下它，皮肤上不仅会
肿一片，还会火辣辣的疼。就拿我那内陆来的亲戚举
例，几年前，他第一次来青岛，在海边怀抱一只有他肚
皮那么大的海蜇。他丝毫不在意周围人异样的眼神，
还觉得当天饭桌上应该能添一道凉菜。结果，当天晚
上，他就在灼痛中被送进了医院。

这一个充满血与泪的故事，告诉我们海蜇绝非善
良之辈。但是只要经过特殊的处理方式，它也能变成
脆凉爽口的海蜇皮，而白菜拌海蜇皮正是我的最爱。
海蜇皮切丝焯水，再加入香菜和去芯的白菜丝，最后
加入蒜泥，用盐、白糖、味精、醋、生抽和香油拌一拌，
就成了一道美味。吃的时候，我总是愿意用筷子夹一
块海蜇皮和一点点白菜，一起吃进去会更可口。咬下
去，“嘎吱嘎吱”，白菜清凉微甜的汁水四溢，清新的味
道蔓延到口腔的每一个角落。紧接着是大蒜的辣，不
同于辣椒那种久久不去的“变态辣”，而是为整体添了
一点趣味。最后就是海蜇皮，沾满调料的海蜇皮鲜爽
Q 弹，凉凉的感觉一下子就将不清爽的油腻感去除
了。夏天来一口，清热解暑；酒席来一口，鲜香解腻。
它是完美的下酒菜，也是优质的解暑神器。

每到过年，家里都会做白菜拌海蜇皮。每逢那
时，我和我妈分头行动，我切好食材，妈妈调制酱汁。
在有些挤的厨房里，瓷质的地板上映出我俩忙碌的身
影，妈妈在带有木纹的柜子前翻找酱油，我在认真地
切着白菜丝，菜板上还放着切得歪歪扭扭的海蜇皮，
头顶黄色的灯光朦朦胧胧……这就成了我记忆中关
于年夜饭的画卷。

日升，远观蜇群听海涛；月起，齐聚一堂共欢笑。
这是我对海蜇、对年夜饭的美好记忆。是啊，海蜇多
多少少会在青岛人的脑海里留个影。求学在外的人，
也一定会想念家乡的特产，无论是漂浮在海里的可怖
海蜇，还是餐桌上的一道美味，家乡的特产，总是让人
念念不忘，我的最爱当真令我“蜇”服。

生活生活如诗如诗

河岸边，
传来鸭子的一阵嘎嘎叫声，
小草好奇地探出头来张望，
柳树害羞地披上了鹅黄色的新衣，
春天来了。
田野里，
一群小蜜蜂嗡嗡地唱着歌，
油菜花绽开了金黄的笑脸，
杜鹃花赶集似的染红了远处的

山坡，
春天来了。
蓝天上，
老鹰风筝孤傲地俯视着大地，
金鱼风筝深情地向白云问好，
手持线圈的少年快乐地随风奔跑，
春天来了。

清明雨上
青岛金门路小学 六年级四班 邓鹤言

春天来了
青岛五十三中小学部 四年级五班 杨子航

指导老师 曹文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