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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龙小学洪途

我有一个画满彩色贝壳的盒子，里面

整整齐齐地躺着 37 封信。妈妈说，从我

出生那天起，爷爷就开始给我写信了，这

些泛黄的信纸就像鼓浪屿的琴声，叮叮咚

咚地流淌着时光的故事。

记得去年中秋节，我们全家坐在翔安

老家的楼顶上看月亮。爷爷从藤椅里直

起身，抖开一封用红丝带系着的信：“途

途，这是你满月时爷爷写的。”信纸上有片

淡淡的茶渍，爷爷说那时他正喝着铁观

音，“愿我的孙子像闽南的榕树，能深深扎

根大地，茁壮成长”。

爸爸的信总能带来欢笑。去年我学

骑自行车摔伤了膝盖，躲在房间里抹眼

泪。第二天书包里突然多出一封信，信中

写道：“还记得爸爸学游泳时呛了多少次

水吗？海浪教会我们，被推倒时更要用力

蹬腿。”信纸上还歪歪扭扭地画着个戴泳

帽的小人，让人忍俊不禁。

妈妈的信最特别，经常折成小船的形

状。上个月我偷偷拿了表弟的英雄模型，

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清晨窗台上停着

只纸船，拆开是妈妈清秀的字迹：“真正的

英雄应该在心里。”当我把模型玩具悄悄

放回表弟的抽屉时，看见他惊喜的笑脸，

我突然明白了妈妈说的英雄是什么。

现在我也开始学写信了。用彩色蜡

笔给爷爷画鼓浪屿的落日，给爸爸画新出

的汽车，给妈妈画她最喜欢的木棉花。我

将每封信投进家门口斑驳的绿色邮筒，相

信那些心意会随着信纸飞进亲人们的心

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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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厦门市妇联

联合市委文明办、

市教育局开展的

“讲好家风故事”主

题征文比赛佳作频

现。获奖作品既有

童真视角下的家风

感悟，也有家长对

家庭教育的深沉思

考，共同勾勒出家

风的多元图景。今

天我们继续选登部

分获奖作品，与您

共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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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田小学曾骄彤

推开家门，客厅墙上“事不避难，义不逃

责”八个苍劲有力的大字便映入眼帘，像一

位不知疲倦的智者，日夜诉说着我们家的家

风故事。它似一束温暖明亮的阳光，在岁月

的长河里照亮我的每一步。

去年秋天，小区组织垃圾分类宣传活

动。活动当天，乌云如同打翻的墨汁，瞬间

将天空染得漆黑，大雨“哗哗”地砸向大地，

仿佛要把世间万物都浇透。我望着窗外，小

声嘀咕：“雨这么大，不去应该没关系吧？”爸

爸却二话不说，像一位即将奔赴前线的战

士，迅速穿好雨衣，把宣传册整齐地放进背

包，眼神坚定地说：“答应了社区要去帮忙，

就不能因为天气原因偷懒，这是责任。”

到了现场，风雨更加肆虐，雨水如银针

般扎在脸上。爸爸却不在意，带着我挨家

挨户敲门讲解。那被雨水打湿的背影，如

同一座屹立不倒的灯塔。雨水顺着他的帽

檐往下淌，裤脚早已被水浸湿，声音也变得

沙哑，但他依然面带微笑，耐心地为居民演

示如何垃圾分类。看着叔叔阿姨们由不理

解到认真学习，我忽然明白，爸爸不仅在践

行承诺，而且用行动诠释了责任与担当。

期末考前，好朋友小婧因病缺席了好

多节课，数学知识在她眼前如同一团解不

开的乱麻。见她愁眉苦脸，我想起妈妈常

说的“助人是本分”，主动把详细的笔记借

给她，课间还留在班级帮她补习。那段时

间，我既要复习自己的功课，又要绞尽脑汁

琢磨如何把知识点讲得更清楚。在我们的

共同努力下，小婧渐渐找回自信，成绩也有

了明显提升。

这些生活中的小事，让我深深感受到

责任担当的力量。它让我收获了真挚的友

谊，变得更加独立自信；它让我的家人们互

相扶持，充满爱与温暖。而当每个人都心

怀责任与担当，社会就像一幅绚丽的画卷，

一笔一画都充满和谐之美。祖国也会在这

股力量的推动下，如巨轮在时代的浪潮中

稳定航行，驶向繁荣昌盛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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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滨小学林卓隽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于我家而言，

那盏照亮成长之路的明灯，是九字家规：读

书好，多读书，读好书。

奶奶的鬓角已染霜雪，却藏着比星辰

更璀璨的光芒。她总爱坐在老藤椅上，

指尖轻叩桌面，低吟“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艰苦的岁月残

忍剥夺了她接受教育的机会，但从未磨

灭她读书的热情。她永远记得年轻时借

粮票换书的夜晚，在灶台前揉面还默背

诗词的清晨，以及永远藏着的一本卷角

的《诗经》。

暑假的夜晚，奶奶总摇着蒲扇，开始上

“故事课”。她讲《聊斋》里会读书的狐仙，

讲《西游记》中翻跟头的猴子……她声音像

檐角的铜铃，随着蝉鸣轻轻晃。有次我偷

偷睁眼，看见月光透过窗棂，在她沟壑纵横

的脸上织出银网，流动着比月光更温柔的

光。

还记得去年深冬，我们挤在返乡的大

巴上。空调发出恼人的嗡鸣，邻座的鼾声

此起彼伏。我在昏沉间转头，忽见奶奶正

推着老花镜，鼻尖几乎要碰到书页。那是

一本用塑料绳捆着的《红楼梦》，纸页泛黄

如陈年桂花。她枯瘦的手指在“黛玉葬花”

那页停停转转。那一刻，喧嚣的车厢都成

了默片，她眼底的专注让我突然领悟了“心

有桃花源”的模样。

如今我的书桌上摆着奶奶送的景德镇

笔筒，里面插着她用旧报纸裹着的钢笔。

每个周末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爬上《唐诗三

百首》的扉页，我总会想起老屋的竹床、大

巴上的时光。读《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时，

指尖划过海伦·凯勒的文字，恍惚间与奶奶

的目光重叠；看《小王子》时，那朵骄傲的玫

瑰，多像奶奶藏在粗布围裙下的诗意。成

长的脉络也在墨香中清晰——我学会在数

学题与古诗词间切换节奏，在科学杂志里

发现自然的奇妙，更懂得把书中知识的种

子种进现实的土壤。

“冀以尘雾之微补益山海，荧烛末光增

辉日月。”奶奶的书脊上，刻着旧时光的褶

皱；我的书页间，正生长着新的春天。这一

脉相承的墨香，是家风最温柔的注脚，它让

每个平凡的日子都有了重量，让成长的每

一步，都踏在通向星空的阶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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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明小学车梓畅

2015 年国庆节，尚在襁褓中的我第一

次回到山东老家，外公将刻着“天道酬勤”

的匾额赠予了爷爷。

匾额挂在老家客厅大炕边的墙上，我

蹒跚学步时，常扶着炕沿抬头看它。那时

的我不知道，匾额上的四字家训与“笃行致

远”的精神相通——以切实的行动走向远

方。

妈妈说，老家曾是一个偏僻的小渔村，

早年不通陆路，岛上连块平整的耕地都没

有。奶奶每月划船去镇上卖海鲜，遇上风

浪便浑身湿透，她却总咬着牙说：“多划一

趟，就多换一斤米。”她用行动，诠释着“笃

行”的力量。

爷爷作为船长，没读过书却自学了不

少航海知识。他用树枝在沙滩上画航线，

以不懈的学习和实践，诠释着“致远”的信

念。

他们从未听过“笃行致远”这般文雅的

词句，却如同礁石上的贝壳，在岁月的潮汐

中，将“踏实行动”淬炼成生命的铠甲。

这份坚持，像船帆上的风，推着家族往

前。爸爸初入部队时虽然文化水平不高，

却躲在宿舍里学文化，最终在技能比武中

夺冠，他用勤奋学习和努力实践，为自己铺

就了成长的道路；伯伯多次创业失败，但他

却像爷爷修补破船一样，把破碎的计划重

新拼合，如今他的太阳能热水器工程队成

了“标杆企业”。他们用行动告诉我，只要

坚持，总能抵达远方。

再看看那块“天道酬勤”的匾额，忽然

我便读懂了它与“笃行致远”的契合之处。

如今，我学画画、学轮滑遇到挫折时，妈妈

总指着匾额说：“你看，每道笔画都在用力

生长。”原来，“勤”是“笃行”的表现，一步一

步地行动，把“不可能”走成“可能”。这种

“不向难处低头，用行动去改变”的精神，是

家族最宝贵的财富。

这就是我家的家训，它不是墙上的装

饰，而是刻在我骨子里的“行动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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