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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
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
每当我听到这首歌，就忍不住想
去找春天。

春天在校园里。瞧，食堂门口
的玉兰花已经悄然绽放。有的是花
骨朵，像个超级小皮球，可爱极了！
有的是半开，像个害羞的小姑娘，遮
遮掩掩，躲躲藏藏。还有的已经全
开，像一只只蝴蝶立在枝头。沿着
操场往前走，一排李子花映入眼
帘。雪白的一片，风一吹，它们就纷
纷落下。

春天在公园里。万物复苏，柳
绿花红。听，小鸟在枝头上叽叽喳
喳地叫，仿佛在说：“春天来了！春
天来了！”小朋友们也在春天里尽情
地玩耍、跑步、踢毽子、跳绳、放风筝
……整个公园里充满了春的气息。

春天到底在哪里呢？哦，原来
春天在每个小朋友的眼里、心里呀。

在喧嚣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
各种声音所包围：汽车鸣笛声，人群
喧闹声，店铺吆喝声。然而，生活的
无声之处，亦有深味。

练习书法两年有余的我，笔下
的字不进反退。沮丧如潮水般涌了
上来，几乎将我击垮。

我的外公是一位书法爱好者，
我的字也是跟他学来的，他总喜欢
在小院里练练写写。这天中午，院
子里静谧而又清雅，外公正笔走龙
蛇，墨香缭绕。我不禁看得入迷，不
经意间，我豁然开朗，外公练习时不
疾不徐，全身心投入，而我只追求速
度，却没有真正领悟到其中的奥
秘。正所谓：心浮气躁，何以钻研书
法？不能静心，何以沉稳挥毫？

我赶忙跑回房间，拿出了自己
两年前的书法作品，一股古朴的香
味扑面而来。对于三分钟热度的我
来说，初次拿起笔时感受到内心颤
动，热流涌动。我拂去宣纸上的灰
尘，上面的字虽然远不及现在，但却
可以看出是一笔一画在认真地书
写。因为我知道，写字最重要的还
是心境。那时的我虽是初学，但深
知书法是在无声中体会其中的艺
术，因此，我总能够静下心来。

于是，我端坐在书桌前，深呼
吸，铺开一张宣纸，轻轻提起毛笔，
在我用笔尖触碰宣纸的一瞬间，眼
前的情景和第一次练书法的情景相
重合，我的心又静了下来。笔尖轻
轻触摸纸面，手腕微微转动，笔端随
之在纸上留下一道道优美的轨迹，
我完全沉醉其间，直到作品写完也
还意犹未尽。

书法无声处，却已演绎了中华
文脉数千载的回响。即使路漫漫其
修远，吾亦甘之如饴。

无
声
之
处
，亦
有
深
味

重
庆
一
中
寄
宿
学
校
初
一
年
级1

8

班

张
涵
奕

指
导
老
师
：
万
方
萍

在一个寒冷而朦胧的冬日清晨，我和
爸爸踏上前往北碚静观素心蜡梅园的旅
程。雾气缭绕，仿佛整个世界被一层神秘
的面纱所笼罩。

当我们抵达蜡梅园的门口时，眼前展
现出一片令人惊叹的景象。在一片山丘
上，金黄色的蜡梅花竞相开放，如同一幅精
美的画卷，让人目不暇接。

我们深入蜡梅园，踏上一条由小块石
板铺成的小路。小路两旁，金黄色的蜡梅
花如同金色的波浪，层层叠叠，将我们包
围。石板路蜿蜒曲折，通向多个岔路口，每
一条岔路都似乎隐藏着不同的秘密和惊
喜，让我这个初次来访的游客感到无比新
奇，甚至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该选择哪一
条路继续前行。

在一个岔路口的尽头，我惊喜地发现
了一些小巧玲珑的亭子，仿佛是蜡梅园中
的一颗颗璀璨的宝石。我站在亭子前，深
深地吸了一口气，蜡梅花的香气扑鼻而来，
那香气浓郁而甜美，就像蜂蜜一样令人陶
醉。蜡梅园中不仅有金黄色的蜡梅，还有
其他颜色的梅花。我看到了红色的梅花，
它们有的鲜艳如火，有的粉嫩如霞，花瓣或
展开或含苞待放。最让我感到优雅的是白
色的梅花，它们纯洁的花瓣，就像牛奶一
样，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欣赏。

我和爸爸登上了赏梅台，整个园子的
梅花一览无遗。我站在赏梅台的高处，白
色的、红色的、金黄色的梅花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壮丽的自然画卷。我不禁感
叹，蜡梅园中的梅花就像一首诗：“墙角数
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
香来。”

梅花有时开放，有时凋零，但只要有希
望，就一定会再次绽放。其实，我们的生
活，也像这充满岁月痕迹的蜡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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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喜欢“凌寒独自开”的梅
花，苏东坡喜欢“菊残犹有傲霜枝”
的菊花，杜牧喜欢“红于二月花”的
枫叶，而我喜欢的却是很少被人写
进诗词里的仙人掌。

仙人掌多生长在干旱缺水、很
少有植物能够存活的沙漠。仙人掌
的外形是千姿百态的，有的是圆形，
有的是柱形，有的像缩小版的热气
球，有的像长了刺的葫芦瓜。它们
最突出的特点是“不好惹”，因为几
乎所有品类的仙人掌都会长刺，我
们再喜欢也不能和它们亲密接触。

仙人掌的花更是五彩缤纷，令
人眼花缭乱。看这一朵，像羞红了
脸的小姑娘，很美。看那一朵，像燃
放的鞭炮，也很美。如果把世界上
仙人掌的花看作一幅画，那画家的
本领可真了不起。

仙人掌的用处也是多得数不
清。它可以帮沙漠收住水分，防范
沙尘暴；也可以变成盆栽，装点人们
的生活；还可以入药，守护人们的健
康。看似“不好惹”的仙人掌，是人
类最暖心的朋友。

不引人注目，默默地为人类带
来生机和希望，从不炫耀自己的美
丽和价值，这样谦虚的仙人掌，谁能
不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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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毁灭，一位老人用最坚定的信仰告诉我
们：“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
不可以被打败。”

海明威是一位美国作家，从小在瓦隆湖的农舍
长大，热爱打猎、钓鱼、露营，与大自然相处融洽。
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堪城星报》当记者，从此也开
启了他写作生涯的序幕。战争时的经历充盈了他
的阅历，痛苦、挣扎、思考充斥着他的内心，从而一
一流露于他笔下的世界。

《老人与海》作为海明威的代表作，充分体现了
他的抗争精神。书中的主人公是一位穷困潦倒的老
渔夫，在出海84天没有捕到鱼的情况下坚持出海，并
前往别人不敢前去的深海，几番搏斗后钓到了一条
巨大无比的马林鱼，最终在与鲨鱼的角逐抗争中带
回了大鱼的残骸。老人用坚强不屈的勇气与永不言
败的毅力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生命战歌。

书中，老人与大马林鱼展开殊死角力。在波涛
汹涌的大海，孑然一身的老人一次次耗尽体力与大
鱼周旋，惊叹于大鱼的凶猛，却始终不放下紧握渔
叉的双手。老人巧妙地应用游击战略，最终成为了
最后的赢家。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面对五波鲨鱼
的袭击，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况下，老人也只是想：现
在不是去想缺少什么的时候，想一想用现有的东西你
能做什么吧。凭借着乐观主义和不屈不挠的勇气，老
人一次次超越自己的极限。但大鱼仍难逃被鲨鱼
吃光的命运，老人筋疲力尽地拖回一副鱼骨头。

在世俗的价值评价标准里，老人无疑是个失败
者。然而，试问这世间又有哪个人真正地赢了呢？人
们赤裸裸地来到世上，最终也还是两手一摊，什么也
带不去。不少人会说：“人的一生没有目的只有过
程。”海明威告诉我们，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
败。人们在走向毁灭的路途上，若能奋起反抗、永不
遏止地奋斗，也不失一种生命的精彩。

海明威的语言质朴真挚，没有华丽的辞
藻，注重于思想的传达，简洁而有力。他
认为一部作品好比一座冰山，露出水面的
是八分之一，而有八分之七是在水面之
下。写作只需表现水面上的部分，让读者
去理解水面下的部分。所以他的小说情节
极为突出，开门见山，叙事客观，一般不加解释和
议论，不用纷繁的修饰，多用潜台词丰富的人物行

为与心理。
尼采曾说：“凡杀不死我的，必使我强

大。”无论是暴雨还是霜露，总要一路披荆斩
棘，做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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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里第一次翻开这本厚厚的
《十万个为什么》时，我差点被密密麻
麻的字吓退。可当读到“为什么水壶会
唱歌”时，我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这
不就是每天早上妈妈烧水时“呜呜”叫
的水壶吗？原来这是水蒸气顶着壶盖
跳舞呢！再细细读来，才发现作者米·
伊林爷爷就像会变魔术的老顽童，把家
里最普通的东西变成了科学实验室。

昨天帮爸爸修自行车时，我突然
想起书里说的“螺丝钉为什么要有螺
纹”的内容，螺旋纹路像爬山虎的脚，
能紧紧抓住木头。我特意找来放大镜
观察生锈的螺丝钉。爸爸惊讶地说：

“你这小家伙，修车还带搞研究的？”我
挠挠头，嘿嘿一笑。

最让我得意的发现是在厨房里。
爷爷总说煮饺子要加三次冷水。我照
书里“水的沸腾秘密”做实验：用透明
锅盖观察气泡变化。当水咕嘟咕嘟冒
大泡时，倒入凉水就像给滚烫的水面
盖了层冰毯，气泡瞬间变成细密的小
珍珠。现在每次煮饺子，我都举着计
时器当小指挥家，爷爷笑着说这是“科
学煮饺法”。

书里说“镜子会偷走光线”，我立
刻把梳妆镜搬到阳台上，正午的阳光
洒在镜面上时，我用彩笔在镜子上画
笑脸，结果墙上出现了倒着的彩虹笑
脸，原来这就是光的反射魔术。

如今我的书包成了百宝箱：放大
镜、温度计、小磁铁，都是我的科学侦
探工具。科学课上观察蚕宝宝，我发
现它们吃桑叶时总从叶缘开始啃，这
和书中“昆虫的进食智慧”里说的完全
一致。老师夸我观察仔细，其实我只
是比大家多了一双“科学的眼睛”。

这本书教会我：科学不是高深的
公式，而是对日常现象的追问。它告
诉我们：“平凡之处见真知。”生活中的
微小事物，若用心去观察，或许能成为
启迪人生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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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的诗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和大胆的夸张手法，形成独特
的艺术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