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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读书声
和平区西康路小学三年（6）班 申晴

大量阅读鸟类图书，让我
有了一个绝活儿：听音识鸟。

这个绝活儿究竟有多绝？
清晨上学走在路上，听到鸟叫
声，我就能脱口说出这是哪类
鸟。妈妈惊讶地张大嘴巴：“你
是怎么知道的？”“当然是用耳
朵听出来的呀！”我骄傲地说。

黄莺啼，春光浓！树上那
只黄莺怎么这么开心？哦，它
生了两个圆乎乎的蛋，“咕咕
咕”高兴得连蹦带跳，一会儿飞
到这棵树上，一会儿飞到那棵
树上。

妈妈问，鸟儿的叫声如何分
辨？我说：“乌鸦是低沉而沙哑
的‘啊啊’声，喜鹊是嘹亮而清澈
的‘喳喳’声，白头鹎则是欢快而
明亮的‘叽啾’声……”我指着家
里笼中的布谷鸟告诉妈妈，它虽
然享受着爸爸的溺爱，但是仍然
向往大自然生活，在笼子里发出
的“布谷，布谷”，声音很伤感。
妈妈夸我书没白看！

我的绝活儿是怎样练成
的？那是三年级时，妈妈给我买
来一本儿童小说《我的第一本观
鸟日记》，我一阅读就上了瘾。
书中生动描述了常见的76种野
生鸟类的形态特征和生活习性，
成为我观察鸟类的启蒙书。读
完书我才知道，原来，公园里那

些身材小巧的潜水高手，不是鸭
宝宝，而是小；猫头鹰通常
会将猎物整个吞下，但等到猎物
消化之后，还会将毛皮与骨头变
成小球吐出来……这些奇妙的
小知识，真是让我大开眼界。

渐渐地，我开始阅读更多
的鸟类图书，观看各国拍摄的
鸟类纪录片，对鸟类的认知也
更加丰富。没有留心观察鸟类
之前，我以为鸟儿的声音都差
不多，实地观察多次后，我才知
道不同鸟类的声音其实差别很
大，这更加激发了我对它们的
兴趣。一到周末和假期，我就
拉着爸妈逛家门口的小公园，
实地观察小可爱们。

多数鸟儿都很警觉，往往
是未见其形先闻其声，需小心
翼翼靠近才能见到。每次我都
一边听着声音寻鸟，一边跟爸
爸玩“猜鸟”游戏，不知他是不
是故意输的，我总是赢的时候
多。如今，我已经将几十种鸟
类的外貌、叫声、生活习性做了
笔记，并熟记于心。

同学们，如果你也对这些
大自然的精灵感兴趣，那就赶
紧行动起来，在阅读中学会“听
音识鸟”，在大自然中听鸟类的
“歌声”！

指导教师：郝秋杰

在阅读中听音识鸟
和平区哈密道小学五年（3）班 赵珺雅

偷看《钦定史记》
天津师范大学南开附属小学三年（1）班 杨雯茹

上周六午后，我坐在家里
客厅，咬着笔头，撑着脑袋，苦
苦思索着课外班老师布置的一
道数学题，心中烦闷。

突然，灵光乍现，我自以为
找到了解题之法，然而尝试一番
后，却仍是“此路不通”。我长叹
一声，真是“才下眉头，却上心
头”啊！恍然间闪过一念：李清
照写这句词时，是何心境呢？

不久前收拾自己的书架，
因为空间有限，我打算处理一
些古诗词的少儿读物，给新买
的书腾出地方。我搬来椅子坐
在书架前，从最底层开始清理，
把那些书拿出来摞在地上，一
本一本清点。由于是背对着屋
里的灯光，我的影子就落在书
上，像是给书页开了滤镜，显得
它们更旧了。

从儿时起，妈妈给我买来
很多适合儿童阅读的古诗词
书，我也背下许多首。不过，那
时我还体悟不出古诗词背后蕴
含的情感，只是懵懂地在平仄
音韵中游走，每当爸妈夸赞我
背得好时，我心里美滋滋的。

不知不觉间，我的阅读品
种在上升“档次”：读科幻、读历
史故事，看《台北人》里的风雨
飘摇、看《红楼梦》里的悲欢离
合……我突然讨厌起古诗词

来，渴望挣脱单调的古典音韵
束缚，像匹野马奔向更广阔的
原野。妈妈并没有责怪我，只
是默默地把新买来的《唐宋词
鉴赏辞典》束之高阁——放在
书架的最高层，“众鸟高飞尽，
孤云独去闲”。那些诗句，消失
在我茫茫的记忆中。但妈妈依
然常常吟诵那些我们曾经一起
背过的诗词，她说时间长了会
忘记，应该时常温习。而我却
撇撇嘴，不以为然。

想到诗词，我放下浮躁之
心，继续耐心寻找解题方法。
就在终于成功的刹那间，我蹦
出一句：天生我材必有用！妈
妈见状笑着说：“记不记得还有
一句诗，说的是即便遭受挫折
也要坚韧不拔地追求梦想？”我
想了想说：“岂不罹凝寒，松柏
有本性。”妈妈随后把我之前扔
掉的一摞古诗词书拿出来，一
本正经地对我说，其实这些诗
词早已在不经意间融入我的灵
魂深处，成为我的力量源泉。

我拿起一本唐诗从头翻到
尾，突然感觉像打开了某个房
间的门。阳光从我身后洒过
来，透过光线，那些曾经陪伴我
很久的童年诗篇，再次带我到
了一个花香满地的地方。

指导教师：孙树美

在平仄音韵中游走
南开区五马路小学六年（14）班 刘家齐

手机进了“红楼诗社”
南开区咸阳路小学
五年（4）班 林禹婕

自从探春提出在大观园里组
建海棠诗社，姐妹们和宝玉倒也
热热闹闹地举办过三次笔会。等
到了湘云建议将诗社更名为桃花
社，众人在潇湘馆聚过之后，便再
没了后文。这是何故？且听吾慢
慢道来。

却说《红楼梦》上文，元春省
亲时招姐妹们入室，缓缓道：“近
些日子，宫中正流传着一个新鲜
物件，名为‘手机’。此物神通广
大，可以瞬间出画，传信要比那鸿
雁传书快上万倍，还能存银子进
去。我送你们每人一部，配充电
器一个、数据线一根，留着日后通
信、生活都方便了。”众人皆山呼：
“谢娘娘恩典！”

转眼间，已是莺月时节，众人
用手机都已三月有余。一日，黛
玉去寻李纨，她果在稻香村。黛
玉道：“大嫂子，近日春色正浓，我
们也许久不办诗社了，不如来潇
湘馆再办一社，也让大家高兴一
日。”李纨道：“我也正有此意。可
在手机上建个群聊，岂不更方
便？”黛玉摇摇头道：“虽是方便
了，但属实有减雅兴，倒不如来的
好。”李纨称是。

这天桃花社在黛玉的潇湘馆
建起，宝玉、探春、湘云、宝钗、宝
琴、李纨齐聚，连丫鬟婆子们都来
了，一时好不热闹！

黛玉正与宝钗品茶，冷不防
被宝玉拍了一下，惊得她茶水洒
了大半。宝玉道：“林妹妹，看看
我给你带啥好物来了！”黛玉嗔笑
道：“我这俗人哪有那福分，想必
又是在什么网上买来的仿品。”突
然，黛玉对着宝玉的脸惊呼：“哎
哟，你怎么戴上眼镜了？”紫鹃插
话：“还不是看手机看的，上次姑
娘吩咐我到怡红院送书，晴雯姐
姐说他最近老盯着手机，眼睛怕
是要看坏，老太太、太太还有袭人
姐姐都发着愁呢！”黛玉听罢吟
道：“原是春月闲人少，才了网剧
又视频！”众人皆笑。
“桃花帘外东风软，桃花帘内

晨妆懒……”黛玉随口一出，众人
皆拿出手机拍视频，然后打开“红
楼App”纷纷上传，为她点赞、评
论。随后便个个低头刷着手机，
原本热闹的诗社开始安静下来。

过了两个时辰，黛玉见无人
响应联诗，蹙眉向众人道：“我这
一社开得又不巧了，偏忘了明日
是探春妹妹的生日，少不得都要
陪她在老太太、太太跟前玩笑一
日，如何能得闲空儿，还是早早去
歇息吧。”大家只好各自散去，此
次诗会半途夭折。

正是：手机原本是好物，过度
使用添坏处！今日劝君听吾言：
古人云，过犹不及，物极必反。一
朝沉迷，四大皆空——友人皆散，
诗书全无，视力受损，时光东流！

指导教师：梅宏跃

“我收到亚运会‘小小播报
员’的荣誉证书啦！”上周六，我
自豪地举着金闪闪的证书向爸
妈炫耀。

没想到，爸妈并没有大加夸
赞我一番，妈妈只是笑着提醒我
说：“别忘了，世界读书日前的周
日，你还要参加社区举办的‘最
美读书声’朗读比赛呢，要好好
准备哟。”

我与阅读的缘分，最早要从
妈妈十月怀胎时说起。按照妈
妈的说法，她怀胎半年时，我便
在她肚子里淘气，但只要她开始
听书或朗读时，我就能安静下
来。从我识字开始，爸妈为保持
我对阅读的喜爱，设定了每周末
阅读时间，全家一起读书。

我经常参加社区举办的朗
读活动，所以对即将到来的活动
很期待。俗话说万事开头难，首
先选材就让我和爸爸费了一番
周折，既要正能量，又要读起来
朗朗上口。我从课外书中找来
五六篇文章，爸爸又找了十余篇
文章，然后进行了一番艰难的
“竞选”，最终选择了方志敏烈士
的《可爱的中国》。
“要想朗读好这篇文章，先

要了解创作的背景、作者的基本

情况。”爸爸对我说，1935年，方
志敏在率领红十军团北上途中，
被国民党军队包围，不幸被俘。
在狱中，面对敌人的严刑和诱
降，他坚贞不屈，写下了这篇脍
炙人口的《可爱的中国》……通
过他的讲解，我被方志敏伟大崇
高的爱国精神深深感染了。

为更好地理解文章，我又一
字一句地抄写了两遍，还在关键
字词句上作了标注。随后，我开
始熟读文章。起初我读得并不
顺畅，总是磕磕绊绊的，读着读
着，我便烦躁了起来。妈妈鼓励
我说：“想想过去的革命前辈，他
们面对危险艰苦的环境，都能靠
着强大的精神意志坚持下来，现
在这点困难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便继续默读起来。

我马不停蹄地练习，每天晚
上至少朗读三遍，最后竟能背诵
全文了！妈妈特意为我找来一
套小军装，爸爸也为我准备了朗
诵伴奏音乐。

我穿起威武的军装，带着自
信，在舒缓的伴奏声中进入了角
色，声情并茂地朗读起来：“朋
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
们觉得这位母亲可爱吗……”

指导教师：苏瑞

读书不觉春已深，每一个书香满满的屋室，都让人忘却了时间的流逝；

腹有诗书气自华，每一个爱读书的人，都能真切感受到阅读给自己带来的变

化。在最美的四月天，徜徉在幽幽书香中的同学们发现，读书的快乐不仅来

自学习知识，更来自将书中之趣融入生活，让原本平淡的日子变得多姿多彩。
杨丽莉 绘

一个多月前，我读完《司马
迁忍辱著<史记>》故事后，便
想：《史记》这么有名，究竟讲了
什么故事？

暗暗这么想，当爸爸去太爷
爷家时，我特意跟了去，因为我
知道太爷爷在大学当老师时就
爱藏书，一定有《史记》。

趁太爷爷和爸爸聊天时，
我悄悄溜进书房，可是书柜里
满满的书，却偏偏没有《史
记》。我又想起，旁边一个大木
箱也是太爷爷用来藏书的，掀
开一看，果然里面摆满古文
书。翻看发现，一个牛皮纸包
装贴着字条，上面写着“钦定史
记”，我心中一阵狂喜！

我打开厚厚的包装，一套线
装的《钦定史记》出现了，足足有
20册，封面有一行小字“光绪戊
子年三月上海蜚英馆石印”。我
拿起书桌上太爷爷的手机，上百
度一搜，原来“钦定”就是皇上定
的，光绪戊子年就是1888年，那
么这套《史记》应该是光绪皇帝
定下并印刷的。书中全是竖排
繁体字，大字里面夹着小字，全
书没有标点符号。我在蚂蚁一
样的字迹中找来找去，终于找出
“太史公司马迁”几个字。

这时房门开了，太爷爷进来
问我：“干什么呢？”糟糕，我知道
不经他的允许，是不可以打开木
箱的，一通批评在所难免了！不
料，太爷爷一看竟笑了，反而夸
赞我：“很好，小小年纪就知道看
史书了。”

太爷爷说，首页写着“乾隆
四年校刊”，是乾隆皇帝钦定，乾
隆四年也就是1739年第一次印
刷，而这套书是光绪年间1888
年出的。“至今有136年了，纸都
泛黄了，所以要包装保护。”太爷
爷嘱咐我，“一部《史记》治天下，
要好好去读，但现在看原文还
早，可以先看少儿读物。”

几天后，妈妈带我到图书
大厦买了《史记故事》，里面有
完璧归赵、长平之战、荆轲刺秦
王、陈胜起义、鸿门宴、韩信挂
帅、垓下之战等故事，一下就把
我吸引了。

于是，我电视不看了，津津
有味地读了三个晚上。妈妈告
诉我，书里成语特别多：项庄舞
剑意在沛公、破釜沉舟、约法三
章、四面楚歌、十面埋伏……仅
楚汉战争的故事，我就记住了
20个成语。

指导教师：李红岩

书香盈室 “想象作文”佳作选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