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雨的印记散文诗 风箱的记忆散
文(优质8篇)

人的记忆力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衰退，写作可以弥补记忆的
不足，将曾经的人生经历和感悟记录下来，也便于保存一份
美好的回忆。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
要注意呢？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
帮助，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雨的印记散文诗篇一

每次回家，对故乡的一草一木那种亲切感依然如故，尤其是
家里的那些老物件，虽然闲置或废弃，看到心里却倍感亲切。

在尘风的一隅，偶尔看到了久违的老风箱，上面落满了厚厚
的风尘，仿佛在向世人倾诉它的沧桑。风箱盖已不见，里面
盛满了父亲用的工具，斧头，锯子，凿子，推刨之类的用具。
睹物思情，记忆的波涛汹涌而来，童年拉风箱的记忆立刻浮
现在眼前。

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家家户户以柴草为生，整日袅袅升起
的炊烟成了农村的一道美丽风景。为了节约柴草，家家都配
备一台风箱。从我记事起，我家就有这台老风箱，它见证了
我家几代人的成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天目睹着我们
几代人的柴米油盐，一日三餐，历尽沧桑。

风箱的构造很简单：是一个长不过三尺，宽不过一尺半，高
不过二尺的长方体木箱。里边有一根用椿木做成的拉杆，这
样推拉轻便。整个风箱都是用的是上好的梧桐木，梧桐木材
质轻，不易变形，搬移方便。风箱的两端各有一个方形的小
木板，也就木阀，两个出风口，风箱拉杆不论前推后拉都能
出风烧火。推的时候，前面的木阀关闭，后面的张开；拉的
时候前面的木阀张开，后面的关闭，不管是推是拉都有风从



出风口里吹出，看似简单的风箱其制作和工作的原理还是非
常巧妙的。

风箱一般放在灶台右侧，垫砖，离开地面一点距离以防受潮。
上面放一块稍大的木板，或者是一块案板既能切菜又给风箱
增加了压力，以防拉动风箱时，风箱来回移动。锅灶下面有
几根铁棍，就是备好的炉条，炉条下面有个洞，当所有柴草
燃尽后，那些煤灰就会掉到洞里。锅灶的旁边也有洞，那是
和风箱连接的地方。锅里添上水，盖上锅盖，这时的风箱就
该发挥作用了。

拉风箱也有技巧，把刚备好的柴火点燃放到灶口，等火旺了
再送进灶堂。只需轻轻拉动风箱，不能用蛮力，否则灶堂里
刚点燃的柴火会立刻熄灭，就会前功尽弃还得重新点燃。等
火旺了，再把玉米秸，棉花秸等硬实类的东西放进去，再用
蛮力把火燃旺。左手添柴，右手拉风箱，袅袅炊烟升起，好
似一条绸带，时断时续，变幻莫测，直到化为天上的云朵。
这是农村最常见也最温暖的一幕场景。

风箱“呼——哒”，“呼——哒”发出有节奏的声响，那一
簇簇红黄的火苗，随之起起伏伏，摇摇曳曳，映红母亲美丽
的脸庞。等锅里冒出滋滋的白气，水就开了，母亲会把事先
准备好的暖壶灌满水，让爷爷沏茶用。然后把玉米糁或小米
之类的东西放进去，轻轻搅拌以免糊锅。这时就要慢慢拉动
风箱用文火慢慢熬，边熬边搅动，还不能让米溢出。大约半
小时的功夫，一锅香喷喷的玉米粥就熬好了。母亲把咸菜切
成细细的长条，拌上嫰绿的小葱，在加点香油，就是一顿简
单的早餐。

风箱用久了难免出点小故障，不会修的就得等修风箱师傅过
来修好。我家风箱坏了从来不找人修，我那心灵手巧的父亲
就能完成。羡慕的`邻居们直竖大拇指夸赞。父亲利用闲暇功
夫，打开风箱盖，把拉杆上脱落的鸡毛取下来，在弄些新的
鸡毛塞进去，再把风箱盖重新盖好。鸡毛是母亲平常杀鸡时，



一点点积攒下来的人，这次正好派上用场。这样风箱的密闭
性恢复，拉起来风力更大了。

爷爷奶奶在世时，我们家里人口多，老老少少十几口人，经
常拉风箱做饭，煮出一大锅饺子，或者炖出一大锅杂烩菜。
那时的饭菜虽是粗茶淡饭，全家老老少少围坐一起，其乐融
融，也为我们这个大家庭营造出一个欢乐祥和的气氛。

夏秋时节，我们经常会在地里或者田埂上，逮些蚂蚱，顺手
拔棵草梗把蚂蚱穿成串带回家。见妈妈正在做饭，顺手扔到
灶堂里闷烧。刚开始，这些小家伙还在灶堂里蹦哒，上蹿下
跳的，不一会儿就安静了。外焦里嫩的蚂蚱也就烤熟了，吃
起来别一番滋味，那种味道足能绕口，舌，鼻以及肠胃三圈，
那种醇香让你至今回味。有时，我们也会把些马铃薯，或者
地瓜扔进灶堂，等到吃过晚饭，这些东西却被烘烤的恰到好
处，拔出灶堂就成了我们小孩爱吃的零食美味。

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农村那些老风箱已被现代化电器
所代替。家家户户用上了煤气灶，采暖炉，电磁炉，电饭煲
等先进的电器。既方便又干净，做饭又快又好，省时省力。
曾经袅袅升起的炊烟，慢慢变成断落经年的回忆。

风箱，永远是我记忆里一处美丽风景，它真实记载着一段划
时代的历史。纵有悲伤或甜蜜，毕竟给后人留下一笔珍贵的
文化遗产。随着时代的进步，它将慢慢退出历史舞台，人们
想再一睹它的芳容，却只能在静静地在记忆里寻觅。

雨的印记散文诗篇二

岁月之河经久不息地流淌，鞠一汪岁月的河水，水色清亮。
捧一缕秋风，风轻气爽。嗅桂花的秋香，沁人心脾，淡淡清
香。随意一瞥秋色，便尽收眼底的五彩斑斓，满目秋黄。我
喜欢这秋的颜色，这秋的气味。喜欢这秋凉的温度，喜欢沐
浴着丝丝秋风，喜欢秋叶上的露珠，秋叶上的霜。我喜欢秋



的性格，喜欢秋的沉稳，秋的厚重，秋的爽朗。

大自然赋予我们鬼斧神工的湖光山色。秋天的山色，青山被
秋色装点，有花有草，有树有叶，有曲径悠长的小路，有小
溪娟娟流水。满山枫叶红遍，层林尽染。秋天的湖光，鱼儿
跳跃，晚霞洒落湖面，映射着橘黄色霞光的湖水微波粼粼，
霞光之中渔舟唱晚。

早晨，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随心所欲地走在草长莺飞的田
野，露珠打湿了双脚，弯腰捧一把家乡的泥土，闻着久违的
泥土芳香。地上有蚂蚱跳跃，有野鸽飞落，偶尔从葱葱郁郁
的庄稼地里窜出一只灰麻色野兔，叫你突地一下，心生紧张。
空中有燕子飞来飞往，迎来早晨升起的阳光。微风佛面，却
全然不觉秋凉。

露珠也粘在了田埂上开着的白色小花，随手拈花来，吹一吹
花瓣上的露珠，嗅一嗅花香。

人说秋来了，有些感伤。我却觉得，其实秋天，有花赏花，
无花观叶，依然还是那小河流淌，仍旧是莺歌燕舞，鸟儿飞
翔。少去了夏日的燥热与嘈杂，多了几许的静寂与安详。感
觉这秋天是一个大方的季节，不像春天的谨慎，不像夏季的
浮狂，更没有冬日里的冷清与萧瑟。秋天里繁华不减，锦绣
犹存。

秋天延续着夏日的繁华，但却比夏天收敛，严谨了许多。因
为她懂得自己不久将卸去这迷彩的秋装。她更懂得什么叫浓
妆淡抹总相宜。一副画卷，不可能总是浓墨重笔，唯有轻描
淡写地适时勾勒，才能够青黄相接地相得益彰。

阳光出来后，小草叶子上的露珠就渐渐消失了。田里的果实
是秋天另一番景色。春华秋实，收获的季节。沉甸甸的谷穗
垂着头，玉米长出得棒子像怀孕的孕妇，一个个舔着大肚子，
直愣愣的站在那里。果园里的苹果，葡萄，鸭梨都成熟了，



一片丰收的景象。

中午的时间，秋阳依然热，但少了夏季的毒辣，多出一份柔
和。如果把夏季阳光的火辣比作热烈的姑娘遇到了情郎，那
秋天的阳光却更像是风韵犹存的中年妇女遇到久别的心上人，
虽依然强烈，却多出那份柔情似水的温和。感悟这季节变换，
细细品读每个季节里的内涵，也是生活的积累，思维的升华。
秋阳又是一道秋色。

真正享受不冷不热的天气，一年里也就春秋两个季节。北方
的一些地方春秋季节显得很短暂，刚刚从寒冷中出来，到了
五月份热浪袭来就要换上短裙着上夏装。好不容易熬过了三
伏酷暑，立秋后如不抓住时间享受这秋凉，那很快就又到寒
冷的季节。享受不冷不热的天气，何尝是秋天赋予人类人生
一大幸事。

晚上，人们沐浴在爽身的空气中，体味着秋的温度，体味着
这惬意的清凉。晴朗的夜空，秋月高高的悬在空中，听着蛐
蛐的鸣叫欢唱，赏着月色，多么美妙的一道秋色风光。

到了凝重的深秋，早晚的寒冷明显起来，人们换上了厚装。
果实收获到了家中。早上的秋霜，打在了叶子上，看上去阴
冷阴冷的，片片黄叶蒙上了一层白色的霜。当秋风吹来，随
风飘落的秋叶洒落一地，放眼望去，满目秋黄。

夜里橘黄色的月光依然照在空中。月光照在随风摇曳的树岔
儿上，确实有些许的西风瘦马枯藤的几分凄凉。这凄婉的美
也算是又一道秋光。

只要留心的品味生活，无处不是风光。

喜欢在悠扬的旋律中茗茶，茶水散发着幽幽的暗香，如蕴育
一壶秋色。



茗茶，是一种生活心境。品出茶的清香和芬芳。即使你不谙
茶道，不解茶语，只要是在这秋夜之下茗茶，便会多出一份
生活的滋味，给秋天增添一份人的风味。人生的风景，起起
落落，浮沉人生，总需要这秋天的沉稳气质，从容淡定的应
对。

人生行走于尘世，总有些经历，总有些风浪跌宕起伏。人生
演绎着所经过的每处风景，每一个季节。最终蝶变出这秋的
风格，用安然静好的心境，去回味过往的每一个四季轮回，
给秋天做出最美丽的诠释。

雨的印记散文诗篇三

自从鼓风机派上用场以后，当年那些伴随着农家妇女生火做
饭用的风箱，也包括我家那个没有用几年时间的桐木板风箱，
逐渐退伍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幸好，我家的那个被细心的妻
子存放在老家的粮仓里边，像“古董”一样，完整无损的珍
藏起来。

凡是见过风箱的人都知道，它的体型为长方形木箱子，长度
不足一米，宽不过二尺，箱子中间穿入一根木拉杆。前端缚
满鸡毛，后端伸出箱外，边上有一个木制的拉手。风箱的`前
后端各有一个风门，上有活动的木板，靠锅灶的一边留有风
洞，拉动时风便从洞中吹出，此时锅灶内的火苗就会被吹出
来的风吹旺。十多年前，甚至更远一些，和众多农村妇女一
道，我那勤劳善良的母亲，每天拉着风箱，起早贪黑，将生
米做成熟饭，将我们兄妹几人拉扯成人。那时候，苹果还未
形成气候，烤烟、玉米等活路比较多，不管再忙，做饭拉风
箱，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于是，时常放学回家的我，见
母亲忙忙碌碌地做饭，便主动上前帮其拉风箱，待加在铁锅
中的生水烧开了，也好让母亲下面条或者蒸洋芋包子馍。

记得那年中考的那一天清早，当我躺在床上，做着美梦的时
候，一阵阵节奏分明的拉风箱声音，将我给吵醒。梦醒之后，



想起自己要到官庄中学参加中考，索性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
穿衣下炕。洗漱完毕，走进厨房，见母亲爬在案边，吃力的
揉着面团，准备给我们全家人蒸花卷馍，也让我带几个考试
毕了以后吃。旁边灶台铁锅中，热水沸腾，我主动上前帮忙
拉风箱。烧了一会儿，那个陈旧的风箱出毛病了，拉杆瞎好
拉不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母亲只好揭开石板，取出风箱，
简简单单地维修起发生故障的风箱。谁知，待风箱歘弄好后，
那些搭在锅中的馍，还没胀起来，汽馏水早已滴到花卷馍上
了。看到出笼沾满馏水的花卷馍，我嘟嘟囔囔地埋怨起母亲
来，赶到学校后，和班主任孙培让老师一道，带着我的铺盖
卷到官庄中学考试。在我临走的时候，母亲将她平日舍不得
花的3元钱硬是塞到我的书包中。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和家人分开另过，除过分给的
我和妻子的几袋麦子、一块案板外，风箱、碳锨之类物件，
一件也没有。于是，母亲和我拉着架子车到土桥街道上，掏
了大约30多元买了一个“风箱”，拉回到家中。从此，每每
到了农忙时节，妻子做饭忙不过来的时候，我便主动帮助拉
风箱，可是没有几年天气，我们则从老家的土窑洞中搬出来，
住进了宽厰明亮的新居，做饭用上鼓风机以后，那个桐木板
风箱也就退伍了，被我的爱妻存放在粮仓中，永久地珍藏下
来。

随着，鼓风机、电磁炉等现代化电器兴起后，当年的风箱，
也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看到妻子封存起来的这个风箱，
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母亲和我，那次饥肠漉漉的到土桥买风箱
的点滴往事、想起妻子常年累月拉着风箱给我们全家人做饭
时的情景。可惜，这些美好的往事，只能停留在我的记忆深
处。

雨的印记散文诗篇四

捡拾幸福，在身边随处可见。只是，你不去关注它，它便成
了生活中的一种习惯。你感觉平平淡淡，但它已融入你的血



液。

如每个星期天一样，8点半左右到了二胡老师家，开始时我已
经知道结局了。老师在听了我拉了5分钟后，从在座位上难受
的卷缩着终于忍无可忍，训斥道：“你这琴一动没动啊！你
又不熟，你说让我怎么上？这课怎么上？”我低着头沉默着，
也在沉思着：老师太有数了。

就在学新曲子时，我的弱势g调有一次将我暴露无遗。不一会
儿，张榕栅来了，虽然我感觉丢尽了颜面，但都已经这样，
我无能为力。老师的训斥声一声比一声高：“1后面不就是7
吗？”

最后，我狼狈的从老师家出来，车只骑了一会儿便迎风流泪
了。

我漫不经心地骑着车，大约在二院大门口，一不小心书兜从
把上滑了下来，我无奈的停下了车，捡起书兜，就在这时，
我看到了感人的一幕：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奶奶推着一个空空
荡荡的轮椅，一位年轻的大哥哥看到了她，一路小跑到了这
里，说：“大妈，你坐这上面吧，我今天也没什么事儿，您
去哪？我推您过去。”

我的眼中依稀可见几滴晶莹的泪珠，闪闪发光，看着这一幕，
全世界好像都定格了，那个瞬间，美轮美奂，无与伦比。

生活中，父母给我们做饭、洗衣服等等，都是我们捡拾的幸
福，不要辜负了给我们幸福的人！

起来，而坏的不行呢？我的脑海里出现了许多问号。

吧？那就快来尝尝我吧，我在果园等着你！



雨的印记散文诗篇五

野火怎么能够烧尽漫山的小草，因为他们都坚信能够破土而
出，看见光明。

——题记

二月的春风已经迎面而来。经过了多少个寒冷漆黑的夜晚，
小草终于挣脱了泥土的束缚，以为迎来了一缕暖阳，殊不知，
凌厉的'寒风不费吹灰之力就将一朵嫩芽归于平静。如若没有
能力承受，又岂敢破土而出。下一季，终将会花开花落吧！
要这样坚信着。

一季春意盎然，该会是一段新的历程，不求多姿多彩，但求
内心安然，无愧于他人吧！想给自己几句鼓励，想为自己做
点什么。却不知从何处着笔，更不知该怎样激励自己。庸庸
碌碌不是安然，那是对自己年轻的一种放弃，只有充实的生
活才能够铸就安然强大的内心。要怎样坚强，才能够面对一
年来的严寒酷暑。生命的枝头正是花开时节，又怎么能够畏
惧无常的四季变换。只是要面对，终究会显得孤苦伶仃。然
而这也该是一种美了。

新的征程已经起航，那就没有退缩的可能了，要做的，就是
不管前路多么崎岖，有多少的障碍，要无所畏惧的踏过去。
尽管结局可能会不容乐观，也可能会使自己失去很多，然而
这也是一种精神的储备吧！春来了，梦却去了，只能拾得一
些记忆的残片，但也是弥足珍贵的。

远古的记忆，才是魂归的地方，散落一地的忧伤，才是情绪。

——青花易碎



雨的印记散文诗篇六

说起小人书，出生在六七十年代的人并不陌生。那时候，对
小人书的热爱简直就是一种痴迷。那一幅幅简单几笔勾勒的
图画，配上几十个文字，薄薄的几十页，便能凸现出一个个
令人神往的故事。那些彩色斑斓的素描和工笔，给了那个年
代的人留下了涂抹不去的回忆。如今，那些曾经捧着小人书
爱不释手看得津津有味的孩童，现今早已为人父人母。当历
史的印记在现实世界里用另一种形式呈现时，让人倍感亲切，
每一次路过古玩市场看到小人书的那一瞬间，那种久违的感
觉就像是你遗忘已久的宝贝突然找到，有种蠢动索然。让人
迷恋的小人书曾经伴随着几代人走过了美好的童年。上世
纪60年代末，由于文化生活的匮乏，人们的业余时间和农闲
时节除了听收音机，打扑克、聊天讲故事，其他的娱乐活动
根本没有。小人书便成为了很多孩子的启蒙课本。一本本小
小的书籍，记载了那代人的欢笑和泪水，也承载了很多童年、
少年的梦想和回忆。

那时候，父母怕孩子看小人书上瘾耽误学习，于是极力进行
控制。我和弟弟就在你追我赶的过程中，偷偷阅读，有时候
躲在被窝中，有时候夹在书本里掩盖，现在想来，感到自己
的举动很可笑。记得在我上二年级的时候，不知道从哪里和
小朋友淘换来一本《小炉匠》，整天比划着学里面的打铁动
作，那种痴迷使我至今仍难以忘怀。

时光如履，人生匆匆，当我们再一次翻开这些小人书时，曾
经的记忆，曾经阅读时的感触，原来都未曾远去。曾经涤荡
过我们年少无知灵魂的小人书，已经在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
烙印。曾记得那时在县城有一个‘菠萝岭’的书店，那时候
书店每周的周末开展“一分钱租看一本书”，活动，便偷偷
的把奶奶的鸡蛋偷上一个，到供销社卖3分钱，可以美美地看
上一天。那时候，置身在电扇下的我常是一边乘凉，一边看
小人书尽享受乘凉阅读的快乐。当年小人书的内容大多是反
映英雄传奇、革命斗争的故事。这些英雄们的斗争故事，启



迪激励了儿时的英雄梦想。它用经典的故事、高雅的内容呈
现出民族最优秀的文化瑰宝。

在小学的记忆里，我被老师收缴得最多的书就是小人书了，
在课堂里看小人书，是最惹老师生气的，于是老师用警示板
或树枝教杆，命令学生自己伸出手来，犯一次错就在学生的
手掌上敲打一次。我常常因为看小人书而被老师“打扳子”。
被打扳子是最不光彩的事，因为常常被打扳子的学生，大多
都被别人称为“厕所的石头”或“捣蛋包”的，“厕所的石
头”是最贬低人的称呼了的。

小人书记载了一个时代的儿童生活，也记载了那个时代的流
行产物，它的悄然撤离，成为一个时代的封存。

雨的印记散文诗篇七

今年冬天的雪特别多，但是似乎没有停留过，来了又走，匆
匆忙忙的样子。虽然很冷，却留不住，转眼就消失了。这就
是城市的雪吧。

怀念少年时的雪。

首先，冬天有一个兴奋的企盼，盼着放假，盼着过年。那是
在寒冷的冬日里，在白茫茫的世界中，最令人激动的日子。
从放假那天起，掰着手指头数啊，把寒假作业匆匆忙忙做完，
为着就是能在过年的时候痛痛快快玩几天。

以前的雪比现在多而且大。一夜之间，漫山遍野，街道上，
院子里，屋顶上，都已经落了厚厚一层。雪还在下，我却欢
快地冲向了雪地。父母从来不会在后面追着喊多穿衣服什么
的，都已经习以为常，好像我们也很结实，没有因为在雪地
里冻上半天而得病。

雪中可玩的很多，即使不玩什么，在雪地里跑，也会徒增许



多快乐。我会故意往很深的雪中走。倘若雪停了，必然会刮
很大的风。于是，路边，荒草棵子里，树坑里，雪常常有一
尺多厚。我就喜欢站在厚厚的雪里，然后再跳出来，欣赏两
个深深的脚印。走在松软的雪中是没有太大声音的，而走在
路边被压过又压得不实的地方，那是“咯吱咯吱”的声音，
这声音我感到很亲切。现在的雪后，我还时常走着去上班；
不过是为了体会那踩在雪地上的感觉，只是由于撒了盐，雪
很快化了，那“咯吱咯吱”的声音都成了奢望。我们还发明
了一种像鸭子一样的走路方法，双脚外八字，撇呀撇的，经
过的雪地上，便留下了一长串像拖拉机驶过的轱辘印迹。

打雪仗、堆雪人是必不可少的。但是我总是喜欢在自家院子
里堆雪人。我家院子很大，早起，我和三姐便把院子里的雪
扫成一大堆。煤矿一年四季都是黑色的，何况我家后面就是
矿井和成天不停歇的运煤斗车。雪虽然覆盖了黑色的粉尘，
但是一经扫起来，本来洁白的雪就会变成灰蒙蒙的一大堆。
老远看去，就像是一堆掺了白灰的黑土。但是我们的兴致是
不会少的，等一下，一个别有趣味的雪人就能出现在眼前。
我仔细地滚了一个雪球，尽量不粘地上的黑土，所以这个雪
球是比较白的。我们把雪球小心地安在灰色的雪堆上，用铲
子把雪堆拍瓷实，再找来一把黑煤渣，两颗做眼睛，剩下的
做纽扣，一颗颗都有用处，胡萝卜舍不得用，鲜红的干辣椒
却很多，虽然小了点，当鼻子倒很滑稽。这么一打扮，像模
像样呢！瞧吧，白脑袋，灰身子，分明是穿了灰大衣的小丑。

我于是想起一张小时候的照片，黑白的。我穿着笨重的棉袄，
带着绒线帽子，傻乎乎地和灰大衣雪人合了影。我很喜欢自
己的'杰作，每天会对它笑，拍拍它的脑袋。然而，它的脑袋
第二天便落了一层黑煤粉，用不了几天，它的全身不仅逐渐
小下去，而且几乎成了一堆黑灰色的土渣子了。不过那不要
紧，下一场雪很快会来，我们又会在它旁边堆一个新的穿灰
大衣的小丑雪人。

一场雪留下的痕迹通常会持续十天半个月，继而另一场雪又



来了。北方的冬天，就是与雪为伴，没有什么稀奇。我们在
雪地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快乐的寒假。

记忆中的雪有许多，而这些少年的记忆，无疑是最温暖的；
它常带我给美好的、令人欣慰的回忆。

雨的印记散文诗篇八

赏月，是美的享受。

漠中赏月，更是情景交融，美不胜收。

静谧！死一般的静谧！风呢？雨呢？大自然的交响乐呢？万
籁俱寂。只有工区宿舍里透出的灯光，才显示出一些生机。

我们几个养路工，默默地坐在沙山上，焦躁地等待着月亮一
跃而起的美景。夜黑的相互看不清面容，夜静的能听到彼此
细微的喘息。谁也不言语，只是痴呆呆地望着黑洞洞的夜幕，
望着月亮就要升起的方向。沉闷的空气压抑着每一个人，好
像都喘不过气来。偶尔一阵小风拂面，方可感到短暂的舒心。

只见东方墨一般的夜幕里，出现了一道细弯弯的.月牙。金黄
金黄的，引人无限遐想。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她，唯恐错过了
每一点儿细微的变化。

月亮在缓缓上升，越来越充实饱满。当她升至全圆的四分之
三时，由于远方沙丘的遮挡，活像一个被贪嘴的小孩咬了一
大口的月饼，只是这个月饼太大了，犹如工区伙房发面用的
大盆。随着月亮的升腾，缺口越来越小，直至完全愈合，一
个满园的月亮终于跳出地平面，跃上沙丘定点飞旋起来……
是幻觉吗？不可能！他在旋转的瞬间竟然变得红彤彤的，像
一个火红的灯笼，在夜幕的衬托下，让人感到那样美丽，那
样诱人，如梦如幻。又仿佛近在咫尺、伸手可得。



“看月亮去啦！”我动情地喊了一声，大家疯狂地向月亮跑
去……月亮却像逗人玩耍似的又离开了沙丘，继续缓缓向上
升腾，大家似乎也从梦幻中清醒。诱人的月亮，一会儿钻入
云层，一会儿又奇迹般地钻出来。越来越小，越来越圆，越
来越明亮，从原来的火红变成了银白，最后，银盘子似地挂
在了墨蓝的天空。

环顾四野，月光驱散了浓夜，浩瀚的沙海在融融的月光下，
显得更加跌宕起伏，波翻浪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