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风筝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太公小学三(4)班 孔子睿

我爱我的父母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

太公小学三(4)班 马睿熙

说到父母对我的爱，那简直

就像天上的星星，多得数也数不

清。

平时，我上学时，不论刮风还

是下雨，他们每天都要准时接送

我；不仅让我吃好、喝好、穿好，还

要洗我换下来的脏衣服。这些细

小的地方都能使我感到父母深深

的爱。

记得有一次我发高烧，爸爸

妈妈把冰块放在我的脑门上，用

它来给我退烧，还不停的用温度

计来测量我的体温。就这样他们

一整夜都没合眼，一直守在我的

旁边。

现在，我只有好好学习，不断

地提高学习成绩，掌握更多的知

识，将来做一个有用的人，这样才

能回报父母对我的爱。

我爱我的爸爸妈妈！

（指导教师：朱丽锦）

春天来了，阳光明媚，微风徐

徐，阳春三月正是放风筝的好时

节，小明、小亮、小红开心地相约去

公园放风筝。

到了公园，他们看见各种各样

的风筝早已在蓝蓝的天空中自由

地翱翔着，有金鱼风筝，有老鹰风

筝，有蜈蚣风筝……不远处，小男

孩一家的风筝也徐徐地飞上了天

空。

他们也不甘示弱，连忙拿出自

己的风筝。小明和小亮商量着两人

一起合作放风筝。小明双手拖住美

丽的燕子风筝，高举过头顶，大声

地对小亮说：“我准备好了，看你的

了！”“好咧！”小亮小心翼翼地操控

着风筝线团，先把风筝线绕出来一

点，一松一紧地顺着风儿跑起来，

小红笑眯眯地拿着蝴蝶风筝，一边

小跑着，一边给他们俩加油：“你们

是最棒的！”

他们在碧绿的草地上奔跑着，

跳跃着，欢笑着，真开心呀！

（指导教师：朱丽锦）

金桂香秋
诗 /曹优

昨日的雨

一阵秋色

湖畔摆动的柳枝

消碎了

满是清幽的桂花香

转瞬间

不知那份

淡淡的哀愁

淡淡的沁凉散落湖旁

不悄迷人的芬芳

扶手左右着青苔

它像一缕不安于世的孤魂

打落下的金色混合着雨

这湖畔

凸的鲜少有人

围栏

远去的啁啾鸟雀

一切静谧在忧愁着

酝酿

忧愁着一丝恬静的梦

向它招摇

青莲居士向它豪迈地招摇

秋雨丝丝

暗香愈见浓浓

记忆只剩这雨

落得如此遥远

高塔煮酒

船只漂泊

摘落星辰

欢饮达旦

对酒当歌

人生几何

撮一口小饼

连带着执笔挥洒间

金秋的温爽

漫山耀眼的宁静而甘甜的颜色

家乡 他乡

就赤着脚踏足

高高儿的远望

黎明雨目

在黎明的睡梦中

我忽然回忆起了山间小路

缅怀成了短促的

一声悠扬笛曲

和着风的韵

山间泉的流芳

淡淡的风看不见影子

泛着微红的

被雨清洗过的苍穹

夜鹰开始静静的在等待中睡去

伐一颗翠竹

我的笛声

那么悠长

悠长

近在辽阔远在天上

叮咚 潺潺 转婉

如同是阴阳的牵绊

日月同候的雨的眼

我把星与夜的交替

交给我的乐章

这闪光

月的静

如此明朗

在茫然的想往处

思绪处着一缕日的愁光

雨的眼

泪的唱歌

我用我下笔的湿

笔墨渲染出承德的———和煦

扬起甜脆的喉

听着泪的洗礼的雨

同住的日和月

沐浴在和谐的曙光

过度的黎明的刹那

星的闪现

如同跳舞的小丑

化一种不屑

照样成了不变风靡的话语

白雾的巨人

撑起自己的渺小

渐渐的散了 散了

挥手的告别便是那残骸的露

虫鸣 雀的脆声 我的宠儿

一夜未便是为了听上一个音

一个短促而迅速的滞留

破晓的记忆

阴霾里的点滴

忌讳着凉意的不经意

灰暗的众的瞳仁里

啼哭的轰鸣

窗外发泄的倾盆

湿润里有那些———雨的泪

握在手心 那是酸苦甘涩辛

是给诗的抚慰

给画的添笔

连接的一丝线

渐渐续续

明日的泪

乌乌朦胧的雨

看见在水里的同化

抚不尽的流淌

晚安

不寐之夜

说声晚安吧

这潇潇微雨也静默了

晚安

一切变得寂寥

撑上油纸伞

我道声晚安

采摘下‘雨朵儿’

它亲吻了我的眼

夜的纱蒙住了我的思念

你的一切

洒脱

打破不言的喧嚣

这喧嚣便也是凌乱的歌

我将要放弃这繁华

去寻你一个萧条的

萧条被遗忘的歌谣

说声晚安吧

带一只长笛

别在我的梦里

在悠然之中

也请对我说

无题

如同在海上的迷茫

别了 我的朋友

爆破声随着远去的航线下沉到幽深的地平线

海岸处我轻微的低头

眼角的泪你看到了吗

那些归的哀怨的沙鸥顺着港湾徘徊至惊悚

碎片里我隐约可以看到黑色的影子

一如 一如你不变的燕尾

别了 我的朋友

我不知道辗转的琴声是否一如你指下的灵动

可我的帽檐下遮盖住的一串串小故事仍然记

得

它们的主人是你曾经留给我的感触

家兔离不开牢笼

正如这个世界只围绕着自己的意识运行转作

我丢弃了原有的世界

我把我的负担用美好的温馨家

园装饰

我用我所有的时间来维持一个

梦

一个只有我和你的梦

想象着在苍茫大海上演奏起的

时光

在折断的翅膀上安插风的味道

我在你迷离的神色里得知你是

不属于任何地方

安乐的面具下 徊者会跳动他

的眉毛

光秃的顶端 示威者更好的面

对苍穹

在我身上所留下的

我的朋友 同属于我的

弥留下仅剩的的无助于我 于

这个世界

我将要走了 也走了

同瞻仰你的人们一起踏上这毫

无尽头的旅程

始终没有始终

我摘下我的帽子抛到脑后

一如我抛弃了这个梦

我同这茫茫然的大海泛滥着

同人群消退

小径

踏着轻快的步子

独自逛游在这萧条的小径

风中歪斜的杂草

寥落的晨星

被禁锢在哆嗦的野浪里

补缀一颗破碎难以拼凑的心

他已长辞而去

冰冻的鲳鱼

溪水已歌不成泣

沉迷

这小径

不是漫步闲游

不是感伤叹息

哀愁已离去

只剩下悠长

秋天的蝴蝶

秋天的蝴蝶是孤独的

也许它是最后一只蝴蝶了

一边吃着花蜜一边找着同伴

却不知道它是这秋天里

最后的一只蝴蝶了

一起去摘桂花

8月 我们去摘桂花吧

它刚露出新头 欲语还休

雨水阻挡了我们的步伐

9月 我们去摘桂花吧

它正顶风摇曳 花香肆意

清香带走了我们的念头

10月 我们去摘桂花吧

一场雨下

墨色般倾泻的叶沙沙摩擦

我脚下柔软的触感

透过遥远的思绪传来

我们明年再一起去摘桂花吧

在一棵树下

笔落在花枝上

点滴间泛起涟漪

你便闻着那香

便看着这繁华落尽

让它轻柔擦过你指尖

少用一双眼睛

少用一双眼睛

轮廓清晰或在树下

绯色晕染了一颗心

曹优诗歌选登

曹优，笔名:盒子,女，汉族，1994年 8月

31日出生于唐朝伟大诗人李白第二故乡安

徽省诗城马鞍山市，诗人、作家、美术家。中

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中国

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

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会员、马鞍山市诗歌学会

副会长！世界华人企业家杂志社记者！

小学毕业于马鞍山市第四小学、中学毕

业于马鞍山市成功学校、大学毕业于马鞍山

师范高等专科学校。2010年 6月 25日加入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2010年 6月加入中国诗

歌学会会员，2011年 3月加入马鞍山市作家

协会会员，2012年 12 月加入安徽省作家协

会会员，2013年 4月加入安徽省诗歌学会会

员，2014 年 7 月加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

员，2015年世界华人企业家杂志记者，2016

年 2月加入马鞍山市美术家协会会员，2016

年加入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会员，2017年荣获

中国德艺双馨文学艺术家称号。自幼喜爱文

学、艺术。儿童生活虽然苦，但是知识给了曹

优最好的乐趣。随着时光的流逝，她从一个

小丫头长大成大丫头，文学、艺术这颗种子

在她心灵里，逐渐地生长着，一边看书一边

学习写作，2008年开始在国家正规刊物上发

表文学作品、诗歌、报告文学等。2008年 2月

第一次参加全国诗歌大赛，诗歌《雨》荣获全

国“三峡杯”优秀文学作品奖；同年 4 月，诗

歌《雨》再次荣获“奥星杯”全国文学作品大

赛优秀奖。

2009年 12月《创新改变当涂》发表于北

京中国城市经济杂志 12期。

2009年 10月 20日《当涂三个提升》发

表于国家科技日报。

2010年《创新改变当涂》荣获中华创新

人物大型征文特等奖。

2010年《创新改变当涂》荣获全国金奖。

2010年 7月诗歌《晚安》荣获冰心文学

奖金奖。

2010年 7月诗歌《小径》荣获冰心文学

奖金奖。

2011年 5月诗歌《黎明雨目》荣获全国

金奖。

2012年 10月 28 日诗歌《晚安》发表于

省级刊物市场星报。

2014年 4月《香港财富走进绿色和州》

发表于中华风采杂志。

2015年 11月诗歌《松鼠》荣获全国一等

奖。

2012年创作水墨画《梅》、《鱼戏》、油画

《老楼》等。

2020年 8月诗歌《金桂香秋》荣获全国

青少年冰心文学大赛金奖。

2014年油画《老楼》参加安徽省第四届

马鞍山市油画大展。《老楼》作品收入 2014

年 10 月 18 日至 11 月 10 日第四届马鞍山

市油画大展作品集《江东溢彩》，并在当地产

生强烈的反响，同时也发表于全国刊物《中

华风采》杂志 2016年 6月号总第 211期。

雷妙然作文两篇

袁隆平袁爷爷，生于乱世，逝于太

平盛世，享年 91岁，他这一生紧凑而漫

长。他是中国杂交水稻之父，“共和国勋

章”获得者，中国工程院院士，更是我们

赞颂的袁爷爷。

民国年间，生于北平。身处乱世，军

阀混战，外敌入侵，致国土沦丧。覆巢之

下，安有完卵？泱泱大国，连年战乱，灾

情不断，难民无数。举国上下，赤地千

里，饿殍遍野。国家羸弱，亡国之辱，铭

记于心。

随高堂明志，谆谆教诲，生就爱国

抱负之躯，笃行致远，不负芳华。踏遍坎

坷，历尽艰辛，只为执着。世间磨难，皆

是砥砺。人间道场，淤泥生香。

历尽艰辛，数十余载，颗颗稻粒，植

入沃泥。风吹稻田，神州大地，稻花飘

香。谷物金黄，煜煜生辉。盈车嘉穗，穰

穰满仓。华夏谷神，乃民族脊梁，国士无

双！

现如今，吾辈食腹美味，饮喉甘醇。

可端起饭碗你会想起谁？对，是袁隆平

袁爷爷，还有我们的农民老伯。饮水不

忘挖井人，儿女不忘高堂恩。追忆千里

飘香，致敬不朽丰碑。

生而为人，逝为国殇，山河震恸，举

国哀伤，大爱无疆，善德永存！

向袁隆平爷爷致敬！

致敬袁隆平爷爷
安徽省马鞍山市第七中学 711班 雷妙然

河边漫步有感
枯木逢春犹再发，人无两度再少

年。昨日夕阳西下，和母亲河边漫步，堤

岸旁柳树，婀娜多姿，一字排开，甚是优

美，唯有一棵独树一帜，引人注目。不禁

好生发问，此树千疮百孔，还能如此葱

葱郁郁，长势尚可，傲然挺立，乃树之坚

强！

是啊，炎炎夏日，狂风暴雨来袭，雷

公电母相向；寒冬腊月，北风凛冽彻骨

寒，大雪覆盖压枝低；这上无半片之瓦，

下无立锥之地的环境，你不坚强，谁能

为你遮挡？

坚强，不过是环境的产物。前有清

代画家郑燮七言绝句有云“咬定青山不

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

韧，任尔东西南北风”。后有近现代陈毅

留诗一首“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

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朱元璋也曾写

过一首《雪竹》，即“雪压枝头低，虽低不

着泥。一朝红日出，依旧与天齐。”

后退一步，枯枝朽木；前进一步，枯

木逢春，你选哪个？

（指导老师：优优）

作者：雷妙然，女，2010年 11月生，现就读于马鞍山市第七中学，2岁半开始

学习绘画，期间未曾中断，至今绘画 12年。（素描指导老师：顾勇健）

《一马三司令》是一部传统抗战大剧，电视剧故事原

型，根据山东周村地区历史上的真人真事改编。2017年

春节刚刚结束，我受朋友邀请，曾经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北

门外的一个小宾馆里，不分白天和黑夜，每天创作 16个

小时，连续工作了二个多月的时间，最终按照片方要求，

顺利完成了电视剧《一马三司令》的可拍摄性剧本。当我

创作到马家三兄弟为抗日战争全部牺牲的时候，在那个

没有窗户，没有光亮，白炽灯开关一闭，四周围完全黑暗

的小房间内，我再也抑制不住压抑了许久的心情，面对笔

记本嗓音哽咽，眼泪如雨而下。

回味起那段艰苦难忘的创作，当时时间紧，任务重，

压力大，至今让我不堪回味，许多年过去了，那段难忘的

创作岁月，至今让我心有余悸。当时，春节假期刚刚结束，

有朋友叫我去参加一个剧本的修改润色创作，我了解到

这个项目曾经有多位编剧进行过创作，剧本始终达不到

拍摄要求。当时的剧本进展情况是：如果剧本不能够顺利

完成，剧组在当年五一之前不能够开机的话，拍摄资金就

会收回，拍摄计划就会停止。

我面对邀请，连续二次拒绝了对方的邀约。因为，我

知道这种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电视剧，剧本修改工作难

度特别大，他不仅仅要符合导演、制片人的拍摄要求，而

且还要在尊重故事原型人物的基础上，还要达到当地政

府，以及故事原型家族人的满意。

剧本创作有难度，难度之大，无法形容，要不然从前

的多位编剧不会半途而退。

友人打来电话，我再一次拒绝后，友人说：黄老师，我

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邀请您，是因为您是研究义和拳

方面的专家，出版过长篇小说《义和拳那些事儿》，熟悉山

东的近代史，另外，您是山东人，了解熟悉山东的民风民

俗，而这部电视剧，恰恰是反映了山东的抗战故事，所以

我这才不断邀请您，要不然，您过来看看，来给出出主意，

指导指导工作。

朋友言辞恳切，我就抱着来看一看的心情，走进了八

一电影制片厂北门外的一个办公室，我见到了八一电影

制片厂文学部的乔主任、张玉忠导演、制片人杨鹏、统筹

孙素坤等人。我了解到了电视剧《一马三司令》是讲述：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山东地区长山县中学校长马耀南，

深感“教育救国”的愿望已化为泡影后，忧愤中依然举起

了抗日的大旗。

马耀南的二弟江湖好汉马晓云，三弟酒业老板马天

民，紧随大哥的脚步，三兄弟国难当头，不畏强暴的义举，

更是带动了马春来、李向东、樊云清、张殿臣、高宏远、张

国千等山东当地，一大批热血好汉参与到抗战中来。他们

杀鬼子，炸碉堡，收复邹平，攻打济南，是全国抗战历史

中，在敌后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他们在民族危亡的

时刻，保家卫国的英勇事迹，至今还在当地百姓中流传和

歌颂。

作为一名山东籍的作家和编剧，有责任和义务创作

好这部影视剧作品，我什么也不说了，在没有签订任何协

议与合同的情况下，当天就投入到剧本的研讨和创作之

中。

由于是刚刚春节结束，一些应酬还在不断地给我打

电话，我完全关机拒绝，制片人我的老乡杨鹏亲自带领爱

人到宾馆送来水果，对编剧团队进行慰问。当他了解到我

每天工作 16个小时的时候，对我说：当前创任务重，我们

要拿出军人战场上敢于牺牲的精神，每天要工作 18个小

时，或者 20个小时的创作。制片人杨老师当时的话语，至

今让我记忆犹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剧本写作的

紧张状态。

剧本创作中，我在尊重历史史实的基础上，更加注重

挖掘人物的性格特点，以及故事的传奇性。并融合进山东

鲁中地区的民风民俗，使剧中既有轰轰烈烈攻城杀敌的

战争画面和山东好汉深入虎穴杀敌的传奇故事，亦有山

东当地如诗如画的民间风情，剧本创作融合思想教育性

和娱乐观赏性的同时，一定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剧本创作完成，在得到剧组制片、导演、统筹等各方

面认可后，又拿给《一马三司令》故事原型的马氏家族后

人看，几十位马氏家族的后人，反复阅读剧本后，提出了

36处修改意见。并在山东当地宣传部和文联领导国部

长、雷主席等人的陪同下，马家后人与我进行了沟通交

流。我按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态度，在尊重马家

后人意见的基础上，顺利的进行了修改，拿出了剧组和马

氏家族，以及当地政府部门都非常认可的《一马三司令》

可拍摄剧本。

《一马三司令》剧组顺利在山东周村和山东临沂红色

影视基地开机，共分 A、B两个组，剧组人员不下二三百

人，多的时候四五百人。这期间我作为编剧，每天利用吃

饭的间隙，共同与张玉忠导演一起讨论明天的剧本拍摄

情况。而且还要创作出明天的拍摄扉页发到群里，好让演

员、摄像、灯光、录音等各组人员熟悉剧情，以便剧组进行

更好的拍摄。

电视剧《一马三司令》先后在中央电视台一频道和八

频道隆重播出，在国内外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想我的

那点付出，那点点辛苦和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这比起马

家三兄弟，为了民族的解放而牺牲的壮举，我的那点付出

又是多么的渺小。因为我们更应该感谢马家三兄弟，感谢

那些为了祖国的解放，为了民族的大义，甘愿抛头颅洒热

血的伟大先烈们。

编剧黄开建在《一马三司令》创作的日子里
雷越 黄开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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