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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中的“动物”

游黔江小南海

游华山

老家

我爱外婆家的楼顶我的家乡

游黄山

苹果树上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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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外的草坪上，绿意盎然，繁花点点，
仿佛是大自然为孩子们准备的舞台。蓝
蓝的天空中，白云悠悠，好像一群羊羔
在悠闲地漫步。忽然出现了几个小黑点，
那是什么？小黑点越来越近，哦，是燕子。
旁边怎么还有一条“金鱼”，又有一只“蜈
蚣”，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是几个小朋友在放风筝。瞧，
远处站着一家三口，小男孩用力地拽着
线，想让风筝飞得高一点，旁边的爸爸
妈妈互相依偎着，欣赏着远处的春景。
近处，亮亮拿着他的“燕子”说：“明明，
你帮我放一下好吗？”明明欣然同意了。
只见亮亮摆好姿势，喊“3、2、1、放”，
明明一松手，亮亮的风筝就如离弦的箭
一样，冲了出去，“燕子”飞了起来，两
个小朋友开心地笑了。

在这个春意盎然的草坪上，有长长
的“蜈蚣”，可爱的“燕子”，霸气的
“龙”……如果天空是一个动物园，那
里面的动物可真多。一只燕子飞到另一
只“燕子”旁，好奇地张望着这个比自
己大、但样子差不多的东西，一会儿叽
一声，看着“燕子”没有反应，就用嘴
巴啄它的身体，还是没有反应，最后叽
叽喳喳叫了几声就飞走了。

小朋友们看到这一幕，发出铜铃般
的笑声。风筝在空中盘旋，像是自由的
精灵在玩耍。看着这个欢乐的场景，我
不禁想起清代诗人高鼎的诗句：草长莺
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
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

小朋友们仰望天空，看着那些色彩
斑斓的风筝，心中充满了无限的快乐和
希望。每一个风筝都承载着孩子们的憧
憬和梦想，仿佛在告诉他们：只要努力，
梦想就可以像风筝一样，飞得很高，飞
得很远！

黔江小南海是众多美景中的一颗璀
璨明珠，让人心驰神往，它以独特的自
然风光吸引着八方来客。

从黔江县城出发，乘车大约半小时
就到小南海了。踏入小南海的那一刻，
我仿佛进入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碧波
荡漾的湖面，宛如一面巨大的镜子，倒
映着四周郁郁葱葱的山峦和蓝天白云，
美得让人心醉。微风拂过，湖面泛起层
层细腻的涟漪，仿佛大自然最温柔的笔
触正在这幅画卷上轻轻勾勒。

沿着湖边漫步，两旁是郁郁葱葱的
树木和五彩斑斓的野花，空气中弥漫着
泥土和花草的清新香气，让人不由自主
地深呼吸，想要将这份清新永远留在心
底。远处，几只水鸟悠闲地在湖面上翱翔，
偶尔扎入水中捕鱼，又迅速飞起，它们
的身影为这片宁静的湖泊增添了几分生
动与活力。

小南海不仅风景如画，还蕴藏着丰
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据说，这里曾是一
片繁华的古镇，后因一场突如其来的地
震而沉入湖底，只留下了几处若隐若现
的遗址供人遐想。站在湖畔，望着那片
深邃的湖水，我仿佛能听到历史的回音，
感受到那份穿越时空的沧桑与厚重。

夕阳西下，小南海更添了几分神秘
与宁静。湖面上洒满了金色的余晖，波
光粼粼，美不胜收。

大年初一，我们一家三口来到了闻
名中外的华山。华山被称为西岳，是我
国著名的五岳之一，那里山势峻峭，壁
立千仞，群峰挺秀。                                                                                 

华山有五个峰，我们准备从北峰上，
西峰下。坐着摆渡车来到北峰山脚下，
抬头仰望，华山高不可攀，山势陡峭，
山尖上云雾缭绕。走在山间的路上，一
束束调皮的光从树叶中探出头来，好像
在和我玩捉迷藏，树叶经过阳光的洗礼，
变得像一幅流光溢彩的画。

我们坐上索道穿过重重山脉，蜿蜒
直上，来到北峰。一路上走走停停，来
到华山最惊险陡峭的中峰，通往山顶的
路只有一条又窄又陡的石梯，看到如此
险要，我立刻就打了退堂鼓。但是妈妈
说，只有通过这条路才能到达西峰的索
道。我只好鼓起勇气向那陡峭的石梯走
去。才爬了一半，转头看到旁边的悬崖
峭壁，瞬间，我的脚就开始发软，打颤，
停了下来。可是后面的游人继续前行着，
窄小的路上不允许人停留。我只好手脚
并用，一步一步拉着铁链向山上爬去。
每一步都是那么小心翼翼，生怕自己掉
了下去。

终于，我爬上了山顶。站在顶峰，
放眼华山，我已将苍松翠柏踩在脚下，
将艰难险阻踩在脚下，一种自豪感、成
就感油然而生！

邈远的仙境，峻秀的山峰，磅礴的
气势，好一个雄伟壮丽的西岳！

老家的房屋被时间冲刷得留下了名
为“历史”的痕迹，青瓦微碎，白墙斑驳。
人们如同水中坚石，未曾离开，却也沧
桑了。但记忆中的欢愉永远是这片土地
的锚点，这里就是我的乐园！

每周我几乎都会来这里，我总会摸
一摸蹲在门口的小狗的头，小狗则在我
的脚下汪汪叫，时不时立起来用小手抱
着我，舌头在我的脚上舔来舔去，用大
大的眼睛盯着我，就像是好朋友在激动
地跟我打招呼。

在这里，午饭的时光是截然不同的。
他们并不跟城里人一样在家里吃，而是
在外面院坝吃。摆上桌椅，孩子们总会
迫不及待地坐上椅子，映出丰盛菜品的
双眸闪闪发光，有红烧鸭子、萝卜、青
菜……随着碗筷声的号角吹响，我们开
启了狂吃模式，狼吞虎咽地吃，满嘴流
油地吃，天高海阔地吃。小狗也总会跳
来跳去地捡剩饭，我们偶尔会偷偷地扔
下一块肉在它跟前，小狗乐得直冲我汪
汪汪地叫。

在院坝的后面是一座不高但绿林飘
扬的小山坡。无论对于大人还是小孩，
这都是消磨饭后时光的好地方。小孩子
们一股脑地就往小山坡上跑去。登上山
坡，我们分头行动，时不时还会听见被
植物扎到手的孩子的惨叫，但也并没有
人下山。走了一会儿，一片空地就映入
眼帘，孩子们也陆陆续续地到达空地，
开启新一轮的玩耍。有的玩“鬼抓人”，
扮鬼的左突右跳，扮人的右闪左闪，尘
土飞扬；有的在玩掏小洞，还时不时听
见他们因为掏到小昆虫而高兴地尖叫，
左掏右掏的就如老鼠在挖粮仓一样卖力；
有的在建“土房子”……真是好不热闹！

在热闹沸腾的一天之后，夜色如织，
清冷的月光带着梦，冷却这一片骄阳似
火的天地。在家长的催促中，我们也安
静地躺在了屋檐下。每当这时，免费的
歌手便会唱起歌来：“织，织，织……”
那歌声飘荡在星河间，压住了悬在空中
的梦乡，人们睡着了。

那泼满绿意的树林、简朴但不简陋
的小屋、欢声笑语的人们，共同写就了
我关于老家的美好记忆——这就是我的
老家，一片载满感情的土地。

外婆家住在六楼，楼上就是楼顶，
我爱外婆家的楼顶。

我爱楼顶的菜园子。外婆在楼顶种
了很多蔬菜，让我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上
新鲜蔬菜。春天，我们翻土撒上小白菜
的种子，过上个把月就可以吃上鲜嫩的
小白菜。割上一把刚冒出新叶的韭菜炒
鸡蛋或包饺子，美味极了。夏天有茄子、
辣椒、番茄、四季豆、豇豆、苦瓜、黄瓜等，
多得吃不过来，外婆就把它们晾干做成
菜干。秋天有南瓜、冬瓜等，冬天有大
白菜、萝卜、菠菜、豌豆尖等。这样的
菜园子让我很喜爱！

我爱在楼顶撒欢。每次回到外婆家，
我一定会去楼顶玩耍，抬头可以望天，
低头可以看见满园子的蔬菜，还可以捉
虫追鸟，但我更爱在楼顶放烟花爆竹。
春节，我和表哥会买很多烟花，等晚上
去楼顶燃放。漆黑的夜里，烟花直冲云霄，
绽放出漂亮的图案；“孔雀开屏”在地上
摆动着五彩的“尾巴”；“地对转”带着
光环在地上转圈圈；“小金鱼”摔在地上
“叭叭”响……我们还发明了一种新玩
法，把一整盒小金鱼堆放在一起，引燃
一个长引线，这样一堆的小金鱼就会同
时噼里啪啦，我们捂着耳朵跑得远远的，
笑声回荡在楼顶。这样撒欢真开心！

外婆家的楼顶其乐无穷，我爱外婆
家的楼顶！

我的家乡，是一个美丽又温暖的地
方。

家乡的山虽然没有泰山、华山那样
雄伟壮观，但它却充满了诗意，有着别
样风光。山峰连绵起伏，一座挨着一座，
就像散落的珍珠，伸向远方，最后消失
在一片苍翠之中。站在山头，微风轻拂
着脸颊，我感到宁静、祥和。

家乡的河流，虽然不像大海那样浩
瀚无边，却是清澈见底，鱼虾成群。大
大小小的鹅卵石静静地躺在那里，仿佛
在诉说着昨日的故事。河边的垂柳随风
轻舞，不停地摇曳，家乡的河流，就像
一首优美的诗，读起来让人心旷神怡。

家乡的美，不仅仅体现在它的自然
风光上，更体现在那里的人——我的乡
亲，他们是那样善良朴实。一年四季，
春耕秋收，自给自足，一日三餐红薯、
土豆也吃得津津有味；闲暇时，串串门、
拉拉家常那是常事；农忙时，你帮我，
我帮你，披星戴月，也在所不辞；每逢
过年过节，邻里之间都会互相拜访，带
上礼物，送上祝福。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
和谐的邻里关系让家乡更美了。

家乡的山、家乡的水、家乡的人们，
都是我最美的回忆，无论走到哪里，家
乡的记忆都如同一缕阳光，温暖着我的
心灵。

早就听说黄山十分美丽，去年暑假，
我终于有机会亲自去游览一番了。

黄山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境内，被誉
为“天下第一奇峰”，以其壮丽的自然
景观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而闻名于世。

沿着曲折的小径，我们步入了北海
景区。这里险峻的大山、漂浮的云朵、
各式的树木，构成了一幅伟、奇、幻、
险的自然景色。如果你登上一座山峰，
远眺四周，你可以看见群山间如同芙蓉
般的朵朵白云在空中摇着，风儿吹着，
你的心也会摇荡。这里还有许多千奇百
怪的石头，有的宛如桃子，饱满且诱人；
有的就像公鸡打鸣，威武又精神；还有
的如同仙女弹琴，优雅而动人……它们
各具特色。

我们边欣赏边往左走，不知不觉就
来到了松谷景区。山谷间，松涛阵阵，
似千军万马奔腾而过，声势浩大。小溪
潺潺流动，风中的溪声婉转动听，宛若
大自然的赞歌。阳光透过云层，照在那
具有黄山标志性的迎客松上，树影婆娑，
生机勃勃。它的树干棕黄，由粗到细，
树枝弯弯曲曲，向外展开，似乎在向游
客们招手致意。在迎客松下，我仿佛听
到了时间的呼吸，感受到了历史的沉淀。

离开松谷景区，我们便走进了梦幻
景区。这里有美丽而壮观的日出和日落。
晨光熹微，天际的云彩渐渐染上了橘红
色。我站在黄山之巅，遥望着那第一缕
阳光，如利剑般刺破黑夜的寂静，为这
山川披上了金色的大衣。黄昏时分，我
们一家站在山顶，凝望着那逐渐西沉的
太阳，此刻，我仿佛置身于一个童话世界，
感受着那壮丽的景色，余晖轻轻洒下，
为这景区又抹上一层光华。

黄山的景色让我流连忘返，它让我
对大自然的美丽和伟大有了更深入的了
解。希望你们也能去黄山看一看。

我站在山坡最高的那棵苹果树上，
一手攀在最粗的树枝上，一手伸向那个
最高最大的苹果，大声嚷嚷着：“外婆，
你看！这个苹果最高，吸收的阳光最多，
又大又红，肯定是最甜的！”树下，站
着紧皱着眉头，一脸紧张的外婆。“海潮，
快下来，”她急促地挥舞着双手，“太危
险了，快下来！”我却毫不在意，只顾
伸手去摘大苹果。有外婆在，我才不怕
呢！

在外婆家的后山上，种着一片葱
葱郁郁的苹果树。十年前，当外婆得知
我——她最疼爱的乖孙子喜欢吃苹果时，
她便在老家的后山上种下了一大片苹果
树苗，精心照养着。苹果林也就成了我
小时候的乐园，爬树、摘果、捉虫子、
捉迷藏……变着花样地玩，外婆总是追
在我身后，陪着我、护着我，唠叨着、
叮嘱着，从不生气，也不埋怨。

三四岁时，外婆带着我穿梭在初次
开花的苹果树林中，我在前面跑，她在
后面追，年过花甲的外婆累得气喘吁吁。
突然，我被石头绊倒，摔倒在地。外婆
为了哄我开心，把我抱起来，举得高高的，
放在了树杈上，“咱们海潮飞上树啰——”
外婆拖长了声音逗着我。顿时，我破涕
为笑，外婆也舒展了满脸的皱纹，我们
笑得像初次绽放的苹果花儿一样灿烂。

六七岁时，日渐知事的我才知道外
婆为这片苹果林付出了多少心血。孟春，
外婆佝偻着身子，除草、松土、施肥。
仲夏，外婆仰着头，挥舞着长竿子打虫；
提着水壶，为每一棵树浇水。深秋，外
婆攀上梯子，摘下又大又红的果子，一
个一个小心地包裹存放，就盼着我回去。

一晃十个年头过去了，苹果树苗已
经变成了一棵棵高大繁茂的苹果树，我

也从懵懂无知的幼童成长为十岁的翩翩
少年。

我十岁生日那天，外婆突然到来，
打开门的那一刻，我被眼前的情景深深
地震撼了。外婆小小的身躯背着一个大
大的背篓，额头上一颗颗晶莹的汗珠滑
过皱纹，黝黑的脸庞此时透着微微的苹
果红。看着外婆肩上那勒得紧紧的绳索，
我心疼地把她迎进了门。啊，背篓里竟
然满载着又大又红的苹果！顿时，我的
眼眶湿润了，那是苹果吗？不，那分明
是外婆满满的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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