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砚池里未干的墨迹仿佛还沾着您临摹字帖
时的松烟香，那些在宣纸上舒展的笔锋，总让我
想起您说“书法是灵魂的拓印”。此刻提笔，窗
外的紫藤正将花影洒满讲台，恍然又见您站在
晨光里的模样——白衬衫被风掀起衣角，手中
粉笔在黑板上画出流星的轨迹。

记得五年级那堂《小王子》的导读课吗？当
读到“重要的东西用眼睛是看不见的”，您忽然
让百叶窗透进的光束停驻在我们的睫毛上。“现
在闭上眼睛，”您轻声说，“听雨打青瓦的声音。”
我听见风铃在檐角低吟，听见您翻动书页的沙
沙声，更听见内心深处某个开关被轻轻拨动。
后来您教我们写观察日记，总说“文字是时光的
琥珀”，于是雨后蜗牛背上的水珠，操场香樟树
的年轮，都成了我笔下跃动的诗行。

去年排练《少年中国说》时，您总在暮色中
为我们逐字打磨。某个暴雨突至的傍晚，您撑
着伞送我回家，伞面水珠折射出彩虹般的光
晕。“此处可加‘如朝日初升’，让意象更丰盈”，
您指着草稿上的批注，而我清晰看见您发梢滴
落的水珠里，映着整片星空的温柔。

即将踏入新的学府，书架上您赠的《飞鸟
集》依然泛着墨香。我常在扉页上您题的“文字
是心的倒影”旁，添几行稚嫩的涂鸦。愿您继续
用文字的甘露，滋养更多在文学原野上蹒跚学
步的孩童。待到金秋，我定会在新的课堂里，带
着您教给我的诗意与锋芒，继续书写属于我的
篇章。

最后，我想谢谢您用耐心和智慧为我打开
知识的大门，从拼音到作文，从最初的懵懂无知
到现在的见多识广，您总是用最生动的方式让
我爱上学习；谢谢您在我调皮犯错时的包容和
引导，教会我明辨是非、诚实守信；更谢谢您像
家人一样关心我的成长，无论是运动会上的加
油呐喊，还是生病时的轻声问候，都让我心里暖
暖的。您不仅教会了我课本上的知识，更用行
动告诉我什么是责任、坚持和善良。那些课堂
上欢声笑语的瞬间，那些您批改作业到深夜的
背影，我会永远记在心里。未来的路很长，但您
说过的话会成为我前进的力量。我一定会努力
学习，做一个让您骄傲的学生！

致老师
宜秀区大龙山镇中心小学601班 祁辰希

指导老师：何爱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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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的阳光温暖而明亮，照耀着毕业的你。
在熟悉的校园里，曾一起学习、成长，老师的谆谆
教诲，同学的欢声笑语，成为了心中永恒的记忆。
毕业季，是告别的时刻，也是梦想起航的季节。让
我们一起在毕业季的作文中，感受离别的酸楚和
对未来的憧憬。愿每一个毕业的你，怀揣梦想，扬
帆远航！

“你看！这是我刚摘的栀子花！”
“哇！真香！”
“送你！”
“谢谢！”
朝阳迸射出明亮的光辉，悄然挪移进

窗明几净的教室。一群稚子端坐在桌椅
前，瞪大单纯的眼睛，望着互不相识的对
方。上课铃声响起，老师面带微笑，款款走
进教室。我们的小学生活，在这初升的旭
日下，在这充满阳光的教室中，和老师，和
同学，开始了……

太阳东升西落，仿若朝夕之间，六年的
小学生活即将走到最后。我们很快就要分
别，和老师，和同学……

在这六年里，老师是“传道授业解惑”的
良师，给予我们丰富的知识和心灵的慰藉。
老师，您是否知道您在我们这群孩子纯洁的
心灵中，是怎样神圣的存在？在我们产生疑
惑时，您带领我们徜徉在书海，探寻未知的
答案；在我们感到不适时，您紧张不已，悉心
问候我们的身体情况；在我们出现负面情绪
时，您宽慰疏导，鼓励我们大步流星朝前
走。如今，我们已然长大，经常让您操心、惹
您生气的稚嫩的我们，从齐腰高长到了与您
比肩平。亲爱的老师，您对我们的谆谆教
诲，我们终生难忘。您指明我们前进的道
路，让我们在路上勇敢奔跑。您智慧、宽容、
伟大。亲爱的老师啊，请让我们在毕业之际
再唤一声：“谢谢您，老师！”。

在这六年里，同学是“润物细无声”的益
友，赐予我成长的力量和无声的陪伴。嘿，
我的好同学，你还记得年幼的我们在无知的
年岁里一次又一次的成长吗？当年，是你一
遍又一遍的关心，让那个淡漠内向、不善与
人交往的小女孩学会了敞开心扉、吐露心
声。也是你，用行动告诉了我什么是热心与
善良。还记得当年我送你的栀子花吗？它
是那样清洁幽香，它代表着我们的朋友情
谊，将永远盛开在你我的心中。亲爱的同学
啊，请让我在毕业之际再道一句：“谢谢你，
同学！”。

一 抹 余 晖 印 在 黑 板 上 ，印 在 我 们 眼
中。晚霞柔和地将残阳融化，将六年抹成
一缕梦，拂袖而去。下课铃声响起，我轻捧
着刚摘的一朵栀子花，轻捧着六年的回忆，
走到老师和同学眼前。我们很快就要分
别，和老师，和同学……

“你看！这是我刚摘的栀子花！”
“哇！真香！”
“送你！”
“谢谢！”

栀子花开
宜秀区大龙山镇中心小学602班 邵佳钰

指导老师：操龙妹家风是什么？
自记事起，爸爸妈妈从未提过我们家的家

风是什么。家里也不见一块刻上家风的匾额。
莫非我家没有家风？

一边疑惑一边长大，竟发现家风一刻不曾
消散，一路陪伴着我成长。

记得那年，我刚上一年级，读故事时一
个生字难住了我，我张嘴就喊，可这回并没
有得到家人的回应，奶奶一如既往在厨房里
奏着“洗切煮烧”交响曲，爷爷不慌不忙从他
房间的小书柜里抽出一个旧旧黄黄的纸方
块，我接过来端详，原来是一本秃了皮的旧
字典呀！

“这字典也太旧了吧！”我撅起嘴巴，“简直
比爷爷年纪还大些，您看看，能用吗？”我不满地
嚷嚷，两个手指头捏着它，站在厨房门前想向奶
奶讨个“公道”，生怕多用上几根手指头就将这
个老物件捏了个粉碎。

“哈哈哈，你这个小淘气，这位老师傅比
你爸爸都要大上不少岁呢！”奶奶一边回应
我，一边还在忙着她的“煮饭”实验。她总是
这样，煮饭像做科学实验，就差拿量杯测量
了，家里每个人的饭量她都精准把握，说来也
奇怪了，电饭煲里的米饭常常被吃得恰到好
处、干干净净。

我悻悻坐回桌边，爷爷摸摸我的脑袋
说：“以前条件苦，读书不容易，一本字典
一 块 二 毛 五 ，饿 肚 子 才 攒 住 钱 ，就 想 着 多
识 字 多 念书！”说着说着，他望向窗外。我
的目光却落到了这本字典上，封皮早已不
见 了 ，装 订 的 线 裸 露 在 侧 面 ，书 页 泛 黄 不
说，书角都圆钝了……我似乎在爷爷那远
远望去的眼神里，看到了他年轻时候在部
队里，熄灯后打手电“偷偷学习”时的勤奋
模样……

爷爷收回眼神，定定地看着我说：“字典旧
了，知识还都在里面哩！学问学问，不懂就问，
念书就要多读多请教，今天你也向这位老师傅
请教一下吧！”

我手中的故事就在这位“老师傅”的帮助
下，一篇一篇读下去了。当夕阳铺满桌面的时
候，门铃声也响起来了，爸爸妈妈加班回来了。
妈妈脱下外套就钻进了厨房帮忙，爸爸则是和
爷爷商量着，周末计划带爷爷奶奶去踏秋，到六
尺巷走走逛逛。

那 天 读 的 故 事 是 不 是 有 趣 我 都 快 忘
了 ，但 那 天 发 生 的 事 儿 却 让 我 想 了 很 久
很久。

家风不语，却在我的心底掷地有声。爷爷
的那本老字典里，“勤奋好学”是家风的注脚；
奶奶的“煮饭实验”，“勤俭节约”是家风的体
现；再想爸爸妈妈，他们勤恳工作、努力养家，
对上尽孝道，于幼用心培育，正是我们家风的
传承。这一句句无言的家风，正润物无声滋养
着小小的我，誓将这件“传家宝”一直践行、弘
扬、传承下去！

我家的传家宝
迎江区四照园小学 301班 唐予骁

指导老师：徐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