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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 日         星期三          晴
今天，我们去了小花园。在里面，我看见

了好多漂亮的植物。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株
风雨兰。

这株风雨兰含苞待放。粉红色的花瓣大约
有六片，它的叶子嫩绿嫩绿的，摸起来有一道
一道的暗纹。阳光斜斜地打下来，在地上留下
绿色的光晕。

对了，偷偷告诉你，风雨兰大多在雨后开花，
观赏风雨兰尽量选雨后哦！

10 月 18 日         星期五          雨
今天放学，我迫不及待地来到了小花园观

察风雨兰。今天下了雨，风雨兰一定会盛开的！
风雨兰果真开了，深粉色的花瓣拥着金黄

色的花蕊，碧绿的叶片托着美丽的花朵。它是
多么美丽，多么优雅！如果你仔细闻一闻，还
会有一阵清香在鼻间弥漫开来。

这就是让我喜爱的风雨兰。

10 月 26 日        星期六           阴
今天一大早，我就风风火火地来到了小花

园，可风雨兰却让我有些失望。
它们有的花瓣尖头红红的，有的花瓣落了，

有的叶子枯萎了……哎，你不用为它流泪叹息。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他们
只是以春泥的方式继续盛开。我的风雨兰，来
年我们还会见面吗？

我们石柱虽然是个小县城，却有四五个公
园。滨河公园、帽顶山公园、旗山公园……我
最喜欢去的还得是旗山公园。

旗山公园在县城东部的良玉广场对岸，新
天地游乐区上面。

春天来临，滨河两岸的三角梅竞相开放。
各色的花吸引着人们走出家门，去感受春天的
勃勃生机。

来到旗山脚下，龙河水缓缓流过。河水是
那样清，清得可以看到河底的鱼儿嬉戏；河水
是那样绿，仿佛一条绿丝带围着整个县城；河
水是那样平，像一面明亮的大镜子，倒映着两
岸的建筑和树木，连在一起，让人分不清哪儿
是地上，哪儿是水底。清晨，草坪上的小草正
努力生长，那一片片嫩绿的小叶尖上，挂着颗
颗晶莹的露珠。在晨光中，它们仿佛一颗颗五
彩的宝石，闪耀着夺目的光华。

沿着台阶拾级而上，既可锻炼身体，又可
以欣赏两旁的美景。青石铺成的台阶由于人们
天天踩踏，变得干净又光滑。台阶两旁，是天
然生长的各种树。有松树、柏树、杨树，还有
许多我叫不出名的其他树种。它们在春风里，
都抽出了鹅黄嫩绿的新枝丫，努力地向上生长
着。地上开满了各色小野花，红的、黄的、白的、
紫的……它们像一颗颗彩色的星星，镶嵌在绿
草丛中，让人犹如置身仙境。春风轻拂，风中
不时送来花草的清香，让人心旷神怡。

来到半山腰，一座飞檐翘角的三层青石
建筑出现在眼前。这就是石柱的标志性建筑之
一——钟楼。传说它是明代女英雄秦良玉带领
军队打战时传递信息的烽火台。现在，为了纪
念这位巾帼英雄、提醒大家珍惜时间，政府重
新出资修缮了它，在上面安装了一口大钟。每
当清晨和傍晚，清脆的钟声在县城上空悠悠回
荡，似一首时光的赞歌，催人奋进。

欣赏完钟楼，继续向上行进，便来到山顶，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慨油然而生。
整个石柱县的景色尽收眼底。远处苍翠的群山，
近处鳞次栉比的各色建筑，构成了一幅山水画，
让人深深陶醉。

旗山每一处都有着迷人的风景，它随时欢
迎每一位游客的到来。

                                           一
今年清明，我照旧回了老家。
不过今年有些憋屈，我不得不住在一个很

小的房间里。房间的旁边，是土棕色的断壁残垣，
其中又建出一个二层的框架，显得有些单薄而
悲凉。今年年初，老家就被拆了，大家计划把
那个小小的木房改成一个水泥房，给爷爷奶奶
养老。

下午奶奶拉着我祭祖，折腾到黄昏，我匆
匆忙忙把太爷爷祭完，躲进那堆棕色中。看着
面前还飘着烟的墓碑，我想：前一年这还是个
土堆呢，今年我们家就筹资建了个碑，还蛮大气。
估计太爷爷知道了也会高兴的。

只是看着这亮闪闪的碑，再衬着这些残破
的木头，我心里五味杂陈。

                           二
太阳快下山了。残阳静止不动，世界好像

被暂停了，一切都在盛大而辉煌的橙红中孤独
地旋转、落幕。黛山剪影，雁影粘稠，我的视
线沉没在金黄中。

纸烟悠悠烧着，在夕阳下黏出一些金色，
绕圈打卷。烟雾由淡薄转为浓厚，由几近透明
的阳光般的颜色，转为一些金缕融化般的涟漪。
我在重庆时，看了一场打铁花，这应该跟那个
颜色比较相似。只是这光有些暗淡，好像融进
了烟雾里，包裹着什么不愿说出来一样。往上
升腾，它与天空中泛着金光的波涛重合在一起，
然后不见了踪影。在家门口的山包前，它流动、
旋转，承起灼人的流金，向着万金流光的天际，
把身上的金粒散在空气之中，由风挑动，挑进
了回忆，把一些片段点着。它们涌向天空，最
后又变成流光，从山顶泄下。

那些光在水泥框架上跳跃，最终落到我身
上。看着几根孤寂的柱子，我逗弄着上面的鸟。

春天了，大雁回去了。
我确实看到了很多雁群，不过它们大多匆

匆忙忙，是不会停在山沟里的几根柱子上的。
又来了，他们从我身后的山翻过来，黏着金色
的云丝，最终在灼人夕阳中落下几缕残影。

大雁并不少见。从古至今，它们的翅膀上
不知沾了多少思绪。或许在某一次翻动中，把
它翻进了云里，亦或是真的翻进了心上人的心
中——但总归是大梦一场，只隐隐有些心灵上
的触动。

“大雁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
我的小学老师很喜欢这篇课文，他说这句话描
写得很生动。确实，我看到过大雁排成人字，

我的家乡是风景如画的濯水古镇。它在群
山的怀抱中，还有阿蓬江作伴。现在就让我当
一回小导游，带领大家逛一逛我的家乡吧。

首先我们来到濯水古镇的好吃街。这里的
建筑古色古香，小吃美味可口，尤其是马打滚
和狗屎糖。马打滚就是一个个米白米白的大汤
圆，放在黄豆面里打滚儿，吃起来软糯香甜。
狗屎糖听起来很恶心，其实吃起来香甜可口。

然后我们来到世界第一廊桥——风雨廊桥。
它远看就像一条又长又大的青龙横卧在江面上。
夜晚在金色灯光的映衬下，它就像金碧辉煌的
水龙宫，美丽极了。走在廊桥上，一边欣赏两

 我最喜欢的玩具是磁力安静书，那是妈妈
陪我在网上精心挑选的。

当我轻轻地翻开这本神奇的书，仿佛打开
了一扇通往梦幻世界的大门。在众多磁贴中，
我挑选了一位优雅的公主形象进行装扮。我先
给她穿上一件粉红色的上衣，再给她别上一个
闪闪发光的发卡，为她乌黑的长发做点缀。最后，
我给她搭上一条洁白的裙子。那白色如同冬日
初雪，给她增添了几分仙气。

哈哈，经过一番精心装扮，一位无比美丽
的公主在我的巧手下诞生了。这时，我觉得自
己成为了一个创造奇迹的魔法师。

但课文的其他内容，我没太多感触。小时候的我，
对大雁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情。每次看到他们，
我都会有些惘然。

又来了一群大雁。这次它们在天空中转了
几圈，最终跟前面那群大雁一样，朝着夕阳的
方向前进，跌进了那浑圆的由金子打造的天池
中。

雁与烟，我忽然发现这两个字还真有点联
系。反正在每一个春天，我都会想到它们。

我突然又想：既然那个木屋改成水泥房，
那么厨房也不会再烧火了。我之后还能看到这
些烟吗？心中不禁有些惘然，有些酸涩。

                           三
或许我不应该上来，因为现在不知道该怎

么下去。奶奶在厨房里，只能等她出来再求助，
左右少不了一顿唠叨。我随手拿起一根笔直的
木棍在空中挥舞，想象自己是一位大侠。依稀
觉得这画面有些熟悉。

哦，烟、雁、春天，这个画面我还真有点印象。
那天，我刚上完补习班，奶奶说要给我煮

绿豆汤。但是碰巧停天然气，我妈说可以自己
点火，在院子里烧汤。奶奶听了，从我去上补
习班前就开始准备。看着院子里升腾的青烟，
应该是烧了有一阵子了。

春天，大雁该回去了。

边精美的木雕，一边观看河岸上的古老建筑，
仿佛置身于仙境中。

走过风雨廊桥，经过栈道十八弯，我们将
来到溶洞——赤穴。洞里有着千奇百怪的石头，
绿的、红的、黄的、蓝的，五光十色，漂亮极了。
走着走着，你一定会发现一根粗壮的石柱——
擎天柱。它是由不断生长的钟乳石和自下而上
生长的石笋，经过成千上万年形成的。如果你
站在它的旁边，就会发现自己变成了小矮人。

最后，沿着陡峭的栈道来到谷底暗河，你
会发现河边的石缝里居然能长出参天大树。山
崖边还有倒立生长的竹子和小树。你会情不自
禁地感叹生命之伟大。要是下起蒙蒙细雨，暗
河就好像披上了轻纱，周围的景物一片朦胧，
宛如童话中的仙境。接着我们可以坐船穿过天
然的隧道暗河，在那里我们能切身体验到什么
叫“井底之蛙”。

这就是远近闻名的濯水古镇，欢迎大家来
游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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