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时总听家中长辈说：“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但月亮缺了，尚有再圆之

时，可若人离散，便难再欢合。

《盗墓笔记》是作家南派三叔笔下的一段

交织着喜怒哀乐、生离死别的传奇。张起灵、

吴邪、黑瞎子、解雨臣、王胖子、霍秀秀……这

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在我心中久久难以忘怀。

许多作家笔下的十年，往往是对回不去

的青春与回忆的追忆，但三叔笔下的十年，

却是张起灵独守长白山的孤寂，是小三爷吴

邪失去天真的蜕变，是胖子王胖子在巴乃的

情断，是解当家解雨臣肩负重任的沉重，是

黑瞎子永失光明的无奈。读这本书时，我时

常会陷入恍惚，仿佛他们不仅仅是纸上的文

字，而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

我忘不了潘子临死前唱的那首《红高

粱》：“小三爷，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

走！莫回头！”；我忘不了解雨臣凝视黑瞎子

时说的：“下雨了，流血的天气”，“我八岁当

家，我不是谁的贵人，算命的算错了”；我更

忘不了张起灵与母亲白玛三日静寂的无声

相处，以及他对吴邪的默默守护。

从七星鲁王宫到云顶天宫，从杭州的吴

山居到青铜门后的终极秘密，我们的小三爷

吴邪也经历了成长，他依旧温暖如初阳，却

再也找不回那份最初的天真。在张起灵守

门的那十年里，吴邪从杭州西子湖畔的温柔

春水，变成了长白山上最坚硬的寒冰。

但在这段故事中，我印象最深刻的人物

并非吴邪，而是他的发小——解雨臣。他在

八岁时便舍弃了天真，独自撑起了整个家

族。正如“书粉”所言：一声当家，他能扛起

解家重任；一声哥哥，他能管束霍家；一声老

板，他能对伙计负责；一声小花，他能保护吴

邪；一声花儿，他能承担风雨；一声九爷，他

能支撑起整个老九门！八岁之后，他是戏台

上戏腔婉转、水袖轻舞的解语花，是聪明绝

顶、杀伐果断的解当家，却再也不是那个天

真无邪的小花解雨臣了。如果说吴邪是老

九门留下的后手，那么解雨臣就是吴邪最坚

实的后盾，即便身为配角，他也独自承担了

一切。这不禁让我一时之间，既感叹自己的

渺小无力，又敬佩他的坚韧不拔。

我本是局外的听书人，却不料入戏太

深：“麒麟竭生麒麟劫，十年别来思无邪；三

叔笔下无女主，个个担当男儿责；桃李春风

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

“带我回家，待我回家，代我回家”。

《盗墓笔记》虽非真实历史，却铸就了一

段传奇，一方江湖。书外人透过文字的浓墨

重彩看着他们，而他们仿佛也在另一个次元

静静注视着我们。

“一本笔记，十年人间”。愿诸位听客平

安喜乐，也愿戏中人终得故友重逢，不历苦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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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美苑小学五（4）班 梁惠婷

小院的丝瓜架

□三亚市第九小学友谊校区六（8）班 符语涵

盗墓笔记·十年人间
这篇习作情感真挚，语

言流畅，对《盗墓笔记》及其
中人物有深刻的理解与感
悟。作者巧妙地运用了书
中经典台词和情节，展现了
人物性格的复杂与成长，尤
其是解雨臣的形象刻画尤
为生动。同时，文中融入了
对友情、责任、牺牲等主题
的深刻思考，使文章富有内
涵。结尾处的寄语既表达
了对读者的祝福，也寄托了
对书中人物的美好愿望，情
感饱满，引人共鸣。总体而
言，这是一篇优秀的读后
感，展现了作者良好的文学
素养和情感表达能力。

小AI点评

爷爷家的小院，总能让我心驰神往。

那不仅仅是一处种满各种蔬菜瓜果的院

子，更是我童年记忆中的乐园。而在这个

乐园里，最让我着迷的，莫过于南墙边那座

丝瓜架。

春末夏初，下过几次雷阵雨，院子里的

丝瓜架便成了小院的焦点。黄花点点，悬

挂着大小不一的丝瓜。瓜爬架前，爷爷总

是会精心搭建好架子，让丝瓜藤有足够的

空间来攀爬。那些日子，我常常站在一旁，

看着爷爷挥动铁丝，一根根木桩稳稳地立

在地上，再用结实的竹竿将它们串联起来，

形成一个既坚固又美观的丝瓜架。

搭好架子后，爷爷便把瓜藤轻提慢

放的，用绳子固定好在瓜架上。丝瓜的

生长也是一个奇妙的过程。春天，当大

地回暖，丝瓜藤蔓开始从地里探出头来，

它们像小孩子一样，好奇地打量着这个

世界。初春的阳光下，丝瓜的藤蔓显得

格外柔弱，它们紧紧地贴着地面，小心翼

翼地寻找着支撑。随着时间的推移，藤

蔓逐渐变得粗壮起来，它们开始沿着竹

架往上攀爬，仿佛在追逐着那温暖的阳

光，努力地向上攀爬。

当夏日炎炎，随着微风拂面，丝瓜的藤

蔓也越爬越高。它们开始在竹架上交织出

复杂的图案，像是一幅幅生动的画卷。有

浓绿色、有淡绿色、还有点点黄色。这时，

藤蔓上也开始绽放出一朵朵黄色的小花，

它们虽然不大，但每一朵都显得那么娇

艳。小花们散发出淡淡的清香，引来了许

多蜜蜂和蝴蝶，在花间翩翩起舞。丝瓜的

花荚也开始慢慢长出来。那些花荚一开始

是绿色的，渐渐地，它们逐渐变得饱满起

来，直到变成了金黄色。每当

这时，我总会站在丝瓜架下，

抬头仰望那些金黄色的花荚，

心中充满了期待和喜悦。

一天晌午，我在瓜地里闲逛。

只见那丝瓜青绿色的，身形细长，像是

一根根绿色的细管。随着时间的推移，它

们逐渐变得饱满起来，颜色也由青绿变为

深绿。这时候，丝瓜藤蔓上挂满了绿色的

丝瓜，它们形状各异，有的像弯弯的月牙，

有的像细长的蛇。紧紧地依偎在藤蔓上，

随着藤蔓的生长而不断变大。每当这时，

我总会兴奋地跑去告诉爷爷奶奶，我们种

的丝瓜要成熟了！

立夏前后，我们迎来了收获的时刻。

我和爷爷拿着剪刀来到丝瓜架下，轻轻地

剪下那些已经成熟的丝瓜。爷爷一边剪，

一边教我如何选择最好的丝瓜，然后小心

翼翼地将它们一个个放入篮子里。我踮起

脚尖，学着爷爷的样子，一手握着丝瓜，一

手把丝瓜从腾上剪断。过了许久，我和爷

爷的篮子里都早已收获满满。

如今，每当我走进小院，看到那座丝瓜

架时，总会想起爷爷教我种瓜的日子。它

们不仅仅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更是我成长

路上的见证和回忆。

（指导老师：黄恒宝）

这篇习作以细腻的
笔触描绘了爷爷家小院
中的丝瓜架，充满了对童
年时光的怀念与对亲情
的珍惜。作者通过丝瓜
从播种到收获的全过程，
展现了自然生长的奇妙
与生命力，同时也融入了
与爷爷共同劳动的温馨
场景，让读者感受到浓浓
的亲情与生活的美好。

文章语言生动，情感
真挚，富有画面感，让人
仿佛置身于那充满生机
的小院之中，是一篇充满
温情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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