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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上的长笛声飘散了。
太阳东升，却不见往日的

姿色。当午后的凉风穿进街
巷，在那一个专门教日本语的
学堂上，一个少年趁老师回头
板书时，翻越外墙，来到距学校
二三里地的街头。这时，一缕
缕长笛声缓缓从不远处的地方
升起，这笛声不禁让巴雅尔又
回想起在那些在草原的日子，
想起那个吹着乌木长笛，一身
青衣的年轻人。

五年前，德王爷在草原上
为日寇开辟了“绿色通道”，建
立 了 所 谓 的“ 民 主 自 治 ”政
府。那时起，草原上的牛啊，
羊啊，统统被新来的税务官王
胖子夺去，巴雅尔也被迫进了
日本语学堂，开始麻木地学习
日语。

这时，这个穿着青衫，擅长
吹笛的年轻人开始出现在草原
上。

有人说，他有一个师父，他
的吹笛技术从师父那习得的。
当年日寇来草原时，他的师父
就消失了，只留给了他这一把
长笛。对于这些流言，他从未
回答。

他的话虽不多，但见到巴
雅尔，却总是谈得来的。巴雅
尔问道：“既然你的长笛吹得这
么棒，为什么不去官家的戏院
吹呢?”他嗤之以鼻地说：“那些
官家的戏院，都是他们搞吃人
行当的掩饰，我就算死了也不
会去给他们用着乌木长笛演
奏。”

巴雅尔心生敬畏地看了看
那个年轻人，当眼神交汇的那
刻，那人又补充道：“不过，过几
天城里会有一个有名的剧团来
到戏院，到时我会跟着他们一
起上台吹奏。”

巴雅尔感到困惑，“刚刚才
说不会踏足那儿一步，怎么这
儿又说要到那官家戏院里演
出?”

“知道师父为什么只留给
我这把乌木长笛吗?这把笛子
的乌木经过了火烤，日晒，刷漆
后要封存三十日。再拿出来
时，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块乌
木了。”

“若要抵抗日本人，就要有
抵抗日本的骨气，像这乌木一
样，绝不屈服，绝不！”

巴雅尔对他的最后两句
“绝不”印象深刻。

到家门口时，巴雅尔瞅见

王胖子执着“诏书”，拧着父亲
的头发吼道：“这周的人头钱没
给，你往后的日子都甭想好
过！”说罢，王胖子将父亲拽倒
在地，扬长而去……

灰蒙蒙的天似乎开始放晴
了。

演出那天，戏院内坐满了
趾高气扬的日本军官，时不时
还传出王胖子谄媚的话语。当
巴雅尔在门口打转时，正好碰
见了那个穿着青衫的年轻人。

一见到巴雅尔，他就说道：
“我就知道你会来这。”紧接着，
他便把乌木长笛便传到了巴雅
尔的手上。正当巴雅尔想问他
个明白时，他就一个踮步跳进
门内去了。巴雅尔记得，那人
最后回望的一眼，透着壮士断
腕的坚决。

巴雅尔一直在门外守着，
透过大门缝，关注着戏院里的
风吹草动。突然，戏院内的灯
灭了，一片哗然，整个戏院陷入
了一片黑暗。紧接着，台上的
灯缓缓亮起。他瘦削而高挑的
身姿出现在了台上，一缕笛声
飘来，他正用一把官家提供的
银笛吹奏。整个人笼罩在一片
金光里，优美的曲风从长笛飘
出，时而缓慢，时而湍急，缓慢
如升日自东山起，湍急如黄河
入海流。台下的听众也陶醉在
他悠扬的笛声中，大家放下了
手中的花生米，都安静了下来，
生怕错过什么……曲毕，台下
掌声雷动。

他放下了手中的银笛，简
单的鞠躬后，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掏出手枪击毙了坐在最
前排的日本军官，当所有人还
没反应过来时，几个手榴弹从
戏台上扔出，爆炸声传到几里
外……

戏院崩塌了，没有一个人
从里面逃出来。

五年前，他的师父扛着炸
药包，用命炸毁了一列从日本
开往内地的火车。五年后，他
也牺牲自己了结了那些日本高
级军官……

戏院事件后，街道上不再
有任何的笛声，悠扬的笛音仿
佛穿过了喧嚣的城镇，飞到辽
阔的大草原上……不知现在是
谁在草原上练习着那袭青衫曾
吹过的曲子？

风吹萧萧，绿草依旧。
笛声也依旧。

（指导老师：佘长奇）

“星宝！别动！”奶奶一个箭步
冲向弟弟，夺下他手中的调色盘，

“这可是奶奶画画用的，你不能乱
动。”我的奶奶是个国画爱好者，画
画工具就是她的“奶酪”，哪怕是她
最爱的孙子小星宝也不能乱动。

奶奶曾经是一名教师，也许是
长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原因，退
休后，奶奶就迷上了画国画。她常
对我说：“中国国画渊源流长，它起
源于汉代，是中国最传统的绘画形
式，它的题材非常丰富，有人物、山
水、花鸟等，技法上还有具象和写意
的区别。中国画在内容上，体现了
古人对自然、社会，政治、哲学、宗
教、道德等方面的认知，表现内涵十
分丰富多彩。”我听得一知半解，但
看着奶奶一脸敬慕的表情，我对国
画也变得十分崇拜。

奶奶学习国画的方式也十分新
颖，先听网课，然后线下自学练习。互联网可真强大啊，不出家
门，就能学到各种技能。

每天放学回家，我都能看到奶奶在书桌前挥毫泼墨。画画
的时候，奶奶那可是天地不管，我们全家谁也不能影响她。有
时候，我会偷偷地躲在旁边观察奶奶作画。画鸟时，只见奶奶
先用淡墨勾出来鸟的整体轮廓，鸟嘴羽毛用重墨画，用笔有时
果断有力，有时轻盈着力……最后小心翼翼地点上鸟的眼睛。
神了！一只小鸟栩栩如生，跃然纸上，仿佛在说：“奶奶，林之瀚
在偷看您画画呢！”噢，这真是一只调皮可爱的小鸟。奶奶转身
笑了，脸上还挂着自豪感和成就感呢！

从奶奶学国画开始，我们全家就一起分享着奶奶学习的点
点滴滴，画好了，奶奶会高兴地和我们分享她的喜悦，画得不
好，奶奶总是说：“唉，不行不行，再练练吧。”

奶奶对国画的喜爱，深深影响着我们全家，更让我对祖国
的文化艺术生出了新的认知，原来，热爱一件事，是这么的令人
充实快乐啊！奶奶的文化情结，真让我佩服！

（指导老师：丁小玲）

师父的乌木长笛师父的乌木长笛
□□平潭一中平潭一中 高三高三（（33））班班 林迅林迅

奶奶学画画奶奶学画画
□□平潭中湖小学平潭中湖小学 六年六年（（66））班班 林之瀚林之瀚

很小的时候，我曾跟随着父
母离开平潭回老家泉州城里生
活一段时间。那时的我对老家
的印象并不深刻，然而提线木偶
戏却成为了我心中最为珍贵的
回忆。

第一次看木偶戏表演，是 6
岁那年暑假，爸爸带我回泉州乡
下爷爷家给太婆过 90大寿。还
没进爷爷家的大门，我就被爷爷
房子旁边的戏台正表演的一场戏
给吸引住了。“爷爷，爷爷，这是什
么呀？是闽南高甲戏吗？”我好奇
地指着眼前的戏台问道。

爷爷抬起头，眼中闪烁着熟
悉的光芒：“傻孩子，这不是高甲
戏，这是闽南的提线木偶戏，也是

我们泉州地区的传统艺术，这次
太婆过 90岁大寿，特意邀请了木
偶戏班子到家门口的戏台子来表
演，给家中的喜事增添一份欢
乐。”我瞪大了眼睛，原来这就是
家乡的名片之一——木偶戏呀！

表演木偶戏的舞台很简单，只
有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台上的
几位木偶艺人，他们眼神专注地操
纵着手中的木偶，手指在木偶身上
飞快地穿梭着，一上一下，一左一
右，刹那间，木偶们仿佛被赋予了
生命，它们或跃动、或静止，或俯身
向前、或下蹲抱膝，各种动作让人
眼花缭乱。有时，表演的声音婉转
悠长，仿佛从远古传来；有时声音
轻快短促，仿佛从险滩涉过。

这些木偶们似乎拥有了灵
魂，拥有了情感，它们的每个动
作，每个表情，每个唱词，都让我
深深着迷。我为木偶艺人的高超
操纵技艺点赞，是他们让木偶们
演绎出一个个动人的故事。

戏终，台下掌声如雷，大家为
这场精彩的表演，画上一个完美
的句号。我久久不愿离去，仿佛
还沉浸在那曲中，为之动容。多
少年过去，我依旧对那场木偶戏
表演印象深刻，那灵动的木偶、那
曼妙的舞姿、那激昂的歌声，都深
深印在了我的心中。

家乡的木偶戏，犹如一道光，
照亮了我的幼小心灵，满足了我
对这个万花筒般世界的全部好奇

心，这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美
好童年回忆。

“巧夺天工凭妙手，牵丝走线
演乾坤。”提线木偶戏的魅力，不
仅在于其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艺
术风格，更在于它所承载的深厚
文化底蕴，它既是泉州的骄傲，也
是中华民族的瑰宝。让我们共同
努力，传承木偶戏，传承中华文
化，传承这一古老的传统艺术，让
提线木偶戏在未来的岁月里绽放
更加绚烂的光彩。

（指导教师：林红）

木偶情牵木偶情牵，，传承雅韵传承雅韵
□□平潭第二实验小学平潭第二实验小学 六年六年((66))班班 杨语晴杨语晴

拥抱拥抱
□□平潭实验小学平潭实验小学 六年六年（（11））班班 陈尚毓陈尚毓

时光匆匆，岁月无痕，不知何时，拥抱也
多了一份陌生和拘谨。

——题记

我有一个大我九岁的表姐，我们从小在
一起玩，是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她一家子住
在福州，每当逢年过节和假日的时候才回平
潭一趟，分开的时间很长，因此每次相聚自
然都是珍贵的。

依稀记得，每逢过节时，我习惯趴在窗
前望着楼下的院子，想看看表姐一家子回来
没有。当楼下开始开始喧闹起来，充斥着亲
戚朋友们互相问候的声音，“表姐一家来啦，
太好了。”我连滚带爬地奔下楼去，心中被欢
喜占据。

表姐站在院子里，金色的阳光打在她细
长的发丝上，散发着模糊的光晕，一双眼睛
也闪闪发光，她生来长得娇巧，又高又瘦。
那一刻，她正在专心致志地赏花，可在我眼
里，再怎么艳丽的花，也不如表姐那般美，长
大后，我也想变成表姐一样漂亮。蓦然间，
她也注意到了躲在门内探头的我。每回我
都这样，激动而羞涩。她冲我笑笑，唤我过
去。

霎时，我同脱缰的野马般，向她奔去。
那时的我个子还很小，不过与表姐齐腰，我
可以轻松地钻入表姐的怀中，紧紧与她相
拥。表姐也开心地抽出一只手，揉揉我的脑
袋，说“好久不见呀！表妹！”温和动人的声
弦传入我的心房，我习惯闻她身上的芳香，
撒娇地说，“好久不见啦，我好想你呀，快陪
我一起玩吧。”

表姐的身上总是很暖和，宛如住着一颗
小太阳，她的拥抱也是如此，令人温暖而舒
心。每回见面的拥抱，成为我俩一种默契般
的约定。可是，时光的脚步肆无忌惮地向前
走，我们似乎变得更加成熟稳重了，对彼此
的感情也渐渐疏远。

“好久不见”“嗯……好久不见”不久前
的那次见面，我俩都变得不像从前般热络和
欢乐，似乎变成熟悉的陌生人。这次的拥
抱，我甚至没敢紧紧地抱住同我一样高的
表姐，我将手轻轻地贴在她依然纤瘦的脊
背，她身上的香味好像也消失了……陌生，
拘谨的感觉从心底里生出，越来越强烈。恍
然间，我好似看见了在表姐眼眸中一闪而
过、不易察觉的失落，但也转瞬即逝。也许，
这就是成长的代价，曾经我们是无话不谈的
好朋友，现在我们都长大了，彼此之间多了
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疏离感。不可否认的
是，曾经那段美好回忆是我们生命中最珍贵
的宝藏，它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眼前的一切
美好。

（指导老师：薛金平）

《粽子》平潭东升幼儿园 郑伊珊

《龙舟》平潭城关小学 二年（2）班 陈语潇

《《斑马斑马》》平潭第二实验平潭第二实验幼儿园幼儿园中班中班 丁媛浠丁媛浠 《《厨房一角厨房一角》》 平潭城中小学平潭城中小学
三年三年（（11））班班 吴铭瑞吴铭瑞

《《龙舟龙舟》》平潭城关小学平潭城关小学
一年一年（（44））班班 黄翌宸黄翌宸

《龙舟》平潭城北小学 一年（2）班 郑宇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