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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国际中文教育二十余年，接触过很多来自天南海北的留学
生，感受最深的就是随着每个人来中国时长的增加，在中国文化的浸
润下他们身上都会出现某种“化学反应”。

春雨是个外向且敏感的苏丹姑娘。刚到中国时，她时常显得心
事重重，苏丹国内的战乱让她对未来充满迷茫。到中国半年后，笑容
重又回到她的脸上，她说让自己改变的是她学到、看到的中国人乐观
豁达的人生态度。她深深地爱上了中国的语言文化，尤其喜欢成
语。成语精炼而富有内涵，通过学习成语，她不仅能看到中国古人的
智慧与才情，也从中看到了现在的自己应该如何面对生活。

春雨讲起自己来中国前发生的故事。2023年3月，苏丹爆发了
武装冲突，为了安全父母让她去埃及避难，这是她人生中第一次与父
母分别，她内心充满了不舍与恐惧。到了埃及，她的眼睛突然出现了
问题，治疗康复后，她收到了来自中国的录取通知书。“塞翁失马，焉
知非福”，当学到这个成语时，她不禁想到，如果当初还留在战乱的家
乡，条件有限，无法接受及时的治疗，没有网络，自己也不会收到被录
取的消息，更不会有机会来到中国继续深造。很多时候，坏事可能会
变成好事，中国古人很早就看到了其中的人生哲理，那些看似不幸的
经历，可能会孕育着更好的机会。从此以后，她开始大量阅读成语故

事，选修与成语相关的课程，成了
一个成语迷。“和而不同”“自力更
生”“以柔克刚”……这些成语让
她增长了知识，开阔了心胸，提升
了自信。“是中国文化改变了我”，
她逢人就说。春雨的理想是有一
天能把那些蕴含丰富哲理的成语
故事翻译介绍给自己国家的人。

若琳来自新西兰，她活泼开
朗，父母年轻的时候曾经来过中国
并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在父母的
影响下，她对中国产生了好奇，大二
时选修了中文课，一个学期下来，她
被这一与众不同的文字体系以及语
言背后博大精深的文化所吸引，决
定到中国留学。在中国的一年时间
里，她不仅汉语水平飞速提高，而且
深深爱上了中国的美食文化。在若
琳看来，美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缩
影，它不仅满足了人们对味觉的追
求，更传递出中国的文化价值观与
人生哲学。通过美食，可以深入了
解中国的历史、哲学和中国人的生
活态度。

让若琳最为感叹的不是八大
菜系的色香味形，也不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煎炒烹炸，而是中国特有的
带着浓浓烟火气的早餐文化。油条、豆浆、煎饼馃子、包子、手抓饼、
热干面、肉夹馍……不同地域有着不同的样式不同的风味。从丰富
多样的早餐中，她看到了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健康的追求。在
新西兰，早餐非常简单，很多人甚至直接省略早餐，而在中国，“早吃
好，午吃饱，晚吃少”的观念深入人心，各色早餐食品既方便快捷又营
养均衡，若琳十分认同这种养生理念，于是学着身边人的样子认真吃
好每一顿早餐。中国的美食文化还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若琳最
喜欢的一句话是她在课堂上学到的“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国家就
像烹饪一样，需要掌握合适的火候和时机，“中国古人将做菜与治理
国家联系起来，你说厉害不厉害”，说这句话的时候，她眼里闪着喜悦
的光芒，很为自己是一名“吃货”而感到自豪。

小武是来自尼日利亚的小伙儿，他中等个子，身材结实，与中国结
缘始于对功夫片的热爱。成龙、李连杰、甄子丹等人的电影他都看过，
这些人都成了他的偶像。他给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叫小武。来到中
国以后，他一边学汉语一边学功夫，武术、太极拳课是他的最爱，他身
体素质好，很有天赋，很快就成为老师们的得意弟子。习武的日子长
了，原本年轻气盛的小武慢慢变得沉稳而内敛。他说自己喜欢功夫的
初衷是成为英雄，保护自己和家人，但是在中国接触到真正的习武之
人才明白，习武不仅仅是挥洒汗水，锻炼肌肉，更是一场心灵的修行。
习武之人首先要尊师重道，诚实守信，这就是“武德”，而这也是中国传
统文化的一部分。练武之人要具备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无论面对多
大的困难和挫折，都坚持不放弃。

在中国的小武很忙，学汉语、练功夫、参加武术交流和表演，节假日
还要去古寺名山“求学”。他说，现在看功夫片，看的不仅是武打动作，更
看重的是故事里的大义与真情。假期回到家乡，他免费教小孩子们汉
语和功夫，而且教育他们习武不是为了打架能赢，而是为了强身健体、
保护弱者，“孩子们都叫我‘武老师’”，小武不无自豪地说。学习中文改
变了他的人生规划，小武以前从没想过要当一名教师，现在的他却憧憬
着未来自己能拥有一所学校，人们在这里可以学习中文，还可以学习中
国的武术文化。

留学生在中国的故事实在太多了。
也许他们走进中国始于好奇，而融入中国则源于了解与热爱。
是中国文化强大的吸引力与感染力，带来了这种由表及里的深

刻变化。 题图摄影：孙彦

备受收藏爱好者青睐的国庆专题纪念系列藏品，通过独特
的艺术语言，集中体现国家大事、民族情感和历史底蕴。邮票、
钱币、徽章、票证、火花、烟标、糖纸、书签，这些看似平常却饱含
深意的载体，在国庆主题的精心雕琢下，化身为历史的信使，每
一枚都镌刻着时代的印记，讲述着国家发展的辉煌篇章。它们
见证了新中国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也激励着
我们在新时代征程上继续砥砺前行。
10月的珍藏，首先要说被称为“国家名片”的邮票。邮电部

于1950年7月1日发行志号为纪4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
念》邮票。此票全套四枚，画面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天安门城
楼宏伟壮观、毛泽东主席器宇轩昂，还有接受检阅的解放军指战
员驾驶的坦克、飞机等图案，共同展现了新中国开国大典阅兵式
的恢宏场景。邮票上、下方文字区域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
纪念”“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国人民邮政”字样，并以不同底
色区分面值。画面整体层次分明，主题突出。
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发行的第一套国庆邮票，此后在逢

五逢十年份的国庆日几乎都会发行国庆邮票以示纪念。国庆邮
票记录了历史时刻和时代风貌，内容强调节日的喜庆与庄严，图
案包含国旗、国徽、天安门等标志性元素。发行形式为多种类邮
票同时发行，如系列票、邮票加小型张、邮票加小全张等。值得一
提的是国家邮政局于1999年
10月1日发行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五十周年——民族大
团结》纪念邮票，全套56枚，创
下枚数最多的套票发行纪录。
票面采用工笔重彩画法，生动
描绘了56个民族的兄弟姐妹身
着民族盛装、载歌载舞迎国庆
的盛大场景，全面而生动地表
现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
国庆题材的纪念币，采用

先进铸造技术和精美图案设
计，体现了国家的造币技术和
艺术水平。以中国人民银行于
1979年发行的国庆30周年纪
念金币为开端，至今已发行多
套，包括金银纪念币和流通纪
念币。国庆30周年纪念金币
全套四枚，是新中国发行的第
一套贵金属纪念币。金币面值
均为400元，正面为国徽，背面分别为天安门、人民大会堂、毛主
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四座重要建筑图案。图案庄严而细
腻，如“天安门”纪念币，右上角为放射着光芒的巨型灯笼，左侧
有一盏典雅华美的街灯，构图简练，形象大气。
1984年发行的国庆35周年纪念币，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一套

普通纪念币，全套三枚，面值为一元。正面图案为国徽、天安门
广场和燃放的礼花，背面为“开国大典”“民族大团结”“祖国万
岁”字样。其中“开国大典”一枚根据董希文1953年所作油画
《开国大典》设计，生动而传神地刻画了众多领袖人物和著名人
士；“祖国万岁”由华表、松树、长城、仙鹤与工业建筑群图案组
成，表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
此后，还相继发行了国庆40周年、国庆50周年、国庆60周

年、国庆70周年纪念金银币，以及国庆40周年、国庆50周年、国
庆70周年普通纪念币等。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发行的国庆50周
年普通纪念币，除双色铜合金的金属币外，还包含一枚纸币。正面
的红色基调与开国大典的盛况主景相结合，背面为华表、和平鸽、
铜狮等组合图案，并且首次采用开窗安全线等多项先进防伪技术，
同时开创了新中国发行普通纪念币纸币的先河。
新中国成立后各地精心制作的国庆徽章，也成为重要的国庆

专题纪念收藏品。国庆徽章图案与邮票、钱币相仿，多以红色和
金色为主色，选取国徽、国旗、天安门等作为核心元素，有些还配
以“30”“50”等所庆祝的周年数字造型。制作工艺有雕刻、冲压、
铸造、烤漆等，材质为金、银、铜、铝，以及后来的锌合金等。造型
上常见有圆形、矩形及旗帜形、星形、灯笼形、花篮形等。徽章直
径多为2至5厘米，属于小型章，便于在胸前佩戴。徽章背面除别
针、蝴蝶扣等固定装置外，一般还镌刻发行日期及发行机构名称。
国庆徽章中，套章较为少见。如2009年首都国庆60周年群

众游行指挥部发行的“我与祖国共奋进”国庆60周年纪念徽章，
一套五枚，以红为主色，辅以金色，画面以长城、天坛、天安门、中
华世纪坛和国家体育场为主图案，配以舞动的丝带和绽放的礼
花图案，烘托出热烈的国庆氛围。五枚徽章各为旗帜形，通过拼
合又可形成一面更大的完整旗帜，颇具创意。
票证方面，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天津的国庆游园联欢票和请柬

种类丰富，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国庆专题系列票证中较成规模，兼具
观赏价值与收藏价值。同一年份的国庆游园联欢票，由全市统一
筹划，采用相同的设计语言，不同公园通过颜色组合和标志性景
观进行有效区分，共性中展现出个性。请柬多为横版折页形式，
纸张更厚。如1975年的国庆游园联欢请柬（见题图），内容为天
津市国庆办公室邀请相关人士在水上公园、二七公园（今北宁公
园）、人民公园、西沽公园、第二工人文化宫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
26周年游园联欢。封面国徽中的部分颜色和“游园联欢”四字，采
用烫金工艺，增强了视觉效果。请柬上半部分以绿为主色，象征
生机与活力，四组气球飘在空中，并且悬挂白色标语丝带。封面
虽未标明天津，但底部的红色建筑剪影为当时天津地标建筑海河
中心广场，是举行全市性集会庆祝活动的主要场地。这张请柬构
图生动，色彩明丽，集中展现了国庆节日的文化内涵和时代特色。

去年国庆节那天，当东方的第一缕阳光穿透夜的帷
幕，唤醒沉睡的城市那一刻，我就站到了天安门广场上，
等待着那个神圣的时刻——国庆节清晨的升旗仪式。这
是一个充满诗意的早晨，空气中弥漫着清新和期待，仿佛
整个国家都在屏息凝视，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

广场上，人们从四面八方会聚而来，他们的脸上都

洋溢着自豪和激动。孩童们的眼睛闪烁着好奇，老人
们的眼中则充满了幸福和回忆。我们站在这片土地
上，感受着历史的厚重和时代的脉动。随着晨光的逐
渐明亮，远处传来钟声，它清脆而悠扬，穿透了广场上
空的宁静，唤醒了每一个人心中的爱国情怀。钟声过
后，是一片肃穆的寂静，仿佛连时间都在这一刻凝固
了。突然，铿锵有力的脚步声打破了这份宁静，那是国
旗护卫队正步走来的声音。他们的步伐整齐划一，每一
个动作都透露着坚定和庄严。他们不仅是在执行一项任
务，更是在向世界展示一个国家的尊严和力量。

当国歌响起，每一个在场的人都肃然起敬，目光随
着国旗缓缓向上。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历史的长河
在眼前流淌。是无数先辈的牺牲和奋斗，才铸就了今

天的辉煌。国旗在晨风中飘扬，它不仅是一面旗帜，更
是一个民族的信仰和希望。

升旗仪式结束，人群渐渐散去，但我心中的那份感动
和自豪却久久不能平息。我站在广场上，望着那面高高
飘扬的国旗，心中充满了无限的遐想。这是我们祖国的
清晨，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清晨，它预示着新的一天的开
始，也预示着我们祖国更加美好和幸福的未来。

在这个清晨，我感受到了一种独特的美，它不仅仅是
视觉上的，更是心灵上的触动。这种美，让我们的心灵得
到了净化和升华；这种美，让我们在平凡中发现了不平
凡，在简单中发现了深刻。国庆清晨的升旗，不仅仅是一
个仪式，更是一种精神的传承，一种力量的凝聚。它让我
们明白，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有些东西是永恒不变的，比
如对国家的热爱，对和平的追求，对未来的憧憬。

在这个清晨，我写下这些文字，它们或许过于朴素，但
它们却充满了真诚和情感。它们是我对祖国最真挚的祝福，
也是我对这个世界最美好的期待。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愿我们的人民幸福安康，愿我们的世界充满爱与和平。

这就是我在那个国庆节清晨的所见所感。这是一
个崭新的开始，也是一个永恒的记忆，它将伴随着我，走
过每一个清晨，直到永远。 题图摄影：亚东

鲁迅是1927年10月初到达上海的。这年的秋分节气
是在9月24日。在江南一带，有“秋风起，蟹脚痒”的谚语，
意思是，到了吃螃蟹的季节了。长江三角洲一带河网纵
横、沟渠密布、湖荡相连，很适合螃蟹生长，每年秋风起时，
上海的大街小巷里，就有挑着担子卖蟹的农人或小商贩沿
街售卖。“不时不食”——无论是小市民人家还是大户人
家，都要买几只新上市的蟹子尝尝鲜。到了白露和
霜降这段时间里，恰好又是蟹子正肥时，更是引起
“吃货”们的青睐。

鲁迅到达上海时，正赶上吃蟹的高峰期，1927
年10月24日是霜降，蟹子正肥，此时鲁迅和许广平
还没有包饭，在居住地景云里附近的多家饭馆里用
餐。看到饭馆里有人食蟹，自然也引起鲁迅的口
欲。11月2日那天，鲁迅日记云：“午蔡毓聪、马凡鸟
来，邀往复旦大学演讲，午后去讲一小时。得小峰
信。下午往内山书店……晚刘肖愚等来。达夫及王映霞
来……夜食蟹。”绍兴也是蟹子的产地，且食蟹成风气，周
作人写过多篇关于蟹的文章，在《吃蟹》（一）里，写道：“我
虽不是蟹迷，但蟹也是要吃的，别无什么好的吃法，只是白
煮剥了壳蘸姜醋吃而已，不用自己剥的蟹羹便有点没甚意
思。若是面拖蟹我更为反对，虽然小时候在戏文台下也买
了点面拖油炸的小蟹吃过……”在《吃蟹》（二）里也说吃蟹

的经过：“光绪年间在南京读书的时
候，曾经同叔父用了两角小洋买蟹，
两个人勉力把蟹炖吃了。剩下半锅
肥大的蟹脚没有办法……吃蟹本是
鲜的好，但那醉的腌的也别有味道，
很是不坏。醉蟹在都市上虽有出

售，乡间只有家里自制，所以比较不易得到，腌蟹则到时候
满街满店……腌蟹通称淮蟹，音译如此，不知道是哪里来
的，形状仍是普通的湖蟹，好的其味不亚于醉蟹，只是没有
酒气。俗语云‘九月团脐十月尖’，是说明那时的团脐蟹的
黄或尖脐的膏最好吃，实际上也是这顶好吃，别的肉在其
次。腌蟹的这两部分也是美味，而且据我看还可以说超过

鲜蟹，这可以下饭，但过酒更好，不知道喝老酒的朋友有没
有赞成这话的。”周作人所描述的小时候吃面拖蟹和在南
京水师学堂期间吃水煮蟹，都是鲁迅生活过的地方，想必
鲁迅也没少吃。从广州风尘仆仆来到上海，又赶上吃蟹的
好季节，当然不能错过了，就冲周作人兴致如此之高地写
水煮蟹、面拖蟹、醉蟹、腌蟹，并且作了比较，最后是“过酒
更好”，而且必须是老酒。老酒即黄酒，是绍兴人对黄酒的
叫法。鲁迅在满街蟹香的诱惑下，怎么能忍得住呢？几天
之后，即11月9日，鲁迅再次吃蟹了，日记中写道：“午后李
秉中来。郑伯奇、蒋光慈、段可情来。下午得小峰信……
夜食蟹饮酒，大醉。”鲁迅在不久之前的10月23日醉过一场
酒，日记是这样写的：“午邀衣萍、曙天、春台、及三弟往东
亚饭店午餐。下午黎锦明寄赠《破垒集》一本。夜同许希

林、孙君烈、孙春台又买酒归同饮，大醉。”这次大醉是因为和
朋友共饮，激发了性情所致，十几天以后因为吃蟹而大醉，那
就是因为蟹的缘由了。这个场景想象一下挺有意思，鲁迅买
回几只大青蟹子，和许广平二人持螯对饮，不觉几碗酒就下肚
了。萧红在《回忆鲁迅先生》一文中写过鲁迅的喝酒：“鲁迅先
生喜欢吃一点酒，但是不多吃，吃半小碗或一碗。鲁迅先生吃

的是中国酒，多半是花雕。”其实也是黄酒和蟹最配。
鲁迅吃到了家乡风味，不知不觉间忘了自己的酒量，以
致大醉。鲁迅爱喝黄酒，是年轻时在绍兴养成的口
感。当年在北京教育部任职时，也偶尔到绍兴人开的
酒馆子里喝喝黄酒，如杏花春、颐乡斋、越香斋等。鲁
迅在这些地方吃越菜喝绍酒，虽次数不多，留下印象并
不坏，日记中有记录的就有几次，如1912年10月19日
记：“晚许铭伯招饮于杏花春，同坐有陈姓上虞人，忘其
字，及俞月湖、胡孟乐、张协和、许季市。”1919年6月1

日记：“下午往铭伯先生寓。晚子佩招饮于颐香斋，与二弟同
往。”这里的“颐香斋”就是“颐乡斋”的笔误。鲁迅初到北京
时，经常小酌，那都是烧酒，吃越馆喝绍酒的机会不多，这从鲁
迅日记中即可看出。这几次算是特例。到了上海，其喝酒的
风气和北京完全不一样了，黄酒大行其道，加上又有时令肥蟹
助酒，鲁迅大醉一回也情有可原。

到了11月16日，食蟹的季节要过了，鲁迅抓住机会，又吃
了一次，日记曰：“下午往光华大学讲。得秋芳信十三日绍兴
发。夜食蟹。”这次食蟹，多半是收到秋芳的信所致，信从绍兴
来，又念起家乡的酒和蟹了，于是再抓紧吃一回。

鲁迅日记中，记下馆子的不少，很少记具体吃什么，在
1927年11月2日到16日，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三次食蟹都
有记录，其中一次还大醉，看来还是儿时滋味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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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三次食蟹并醉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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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50年代，北京的天际线很低，基本上被起伏的
灰色的鱼鳞瓦顶所勾勒。因为那时候成片成片的四合院还在，
基本占据了北京城的空间。想想，很有意思，四合院平房没有
如今楼房的阳台，鱼鳞状的灰瓦顶，就是各家的阳台，对于我们
许多孩子而言，就是我们的乐园。老北京有句俗话，说“三天不
打，上房揭瓦”，说的就是我们这些孩子，淘得要命，动不动就跑
到房顶上揭瓦玩儿，是那时司空见惯的儿童游戏。
小时候，我不敢玩儿这种游戏，看着大哥哥大姐姐们爬上

房顶，就连比我小三岁的弟弟都能爬上房顶，兴高采烈地玩儿
这种上房揭瓦的游戏，心里只有羡慕。弟弟不住嘲笑我，说他
比我小都敢，你那么大了，胆子怎么这么小？也是，爬房顶，又
不是爬树，爬树的时候，树枝子不住摇晃，难站稳，害怕，还情有
可原，爬房顶，房顶也不晃，还那么宽，那么平，你怕什么？
心里是这么想，望望房顶，还是不敢爬。真正克服了害

怕的心理，是我上五年级的时候。那一年，1959年，是国庆十
周年，听说天安门广场要放礼花，放好多好多以前没有放过
的礼花，特别好看。我渴望看到这样好看又多的礼花，机不
可失，失不再来啊，心里当然痒痒得很。
国庆节那天晚上，匆匆忙忙吃完晚饭，我跟在弟弟的后

面，和他一起爬上了房顶。我们家的后山墙地上堆着好多砖
头和木料，都是以前盖小厨房剩下的，从那里爬上房顶，没有
以前想象得那么可怕，跟在公园儿童游乐场里登高玩儿的架
子一样，一点儿不难爬。什么事情，都是万事开头难，而且，

所有的难，大都是自己先想象出来的。
那是我第一次爬上房顶，真的挺好玩儿的，觉得自己一下

子长高了好多，快赶上房前的那棵老槐树了。视野一下子开阔
了许多，尤其是在夜晚，白天杂乱的大院里的一切都被夜色遮
盖了，晚雾升起的时候，眼前朦胧一片。由于那时没有那么多
的高楼，北京城一览脚下，鱼鳞瓦的房顶连成一片，海浪一般在
晚风中起伏。璀璨的灯光照耀下，老街西口的前门楼子，看得
清清楚楚，前门楼子的后面就是天安门广场，广场上摆着一排
放礼花的大炮，也都看得清清楚楚的，仿佛就在眼前一样。
月亮还没升起来，夜空中有繁星闪烁，安静又美好，这一

切都是白天见不到的景观。想着，待一会儿，礼花就是从这
些炮筒子放出来，蹦上天空，轰鸣着，一朵接着一朵，五颜六
色地绽放，要是没爬上房顶，这样激动人心的美景，上哪儿看
去？就像等待着一场大戏即将上演一样，我们一帮孩子坐在
灰瓦顶上，心里充满期待，也有些焦急。有小孩子比我还着
急，不住问身边的大哥哥大姐姐：礼花什么时候放呀？
要是平常的日子，孩子们这样跟猫似的在房顶上四处乱

窜，踩得瓦噼啪直响，常常会有邻居大妈大婶从屋里跑出来，
指着房顶大骂：哪个小淘气，把房踩漏了，留神我拿鞋底子抽
你！但是，那天，没有一个人出来骂我们，即使平常骂得最欢
的大妈大婶，也网开一面，都知道那天是国庆节，而且是新中
国成立十周年的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上要放好多好看的礼
花，难得一遇呢，就让这帮孩子爬上房顶好好地大饱眼福

吧！国庆节的礼花，成为那一天我们上房的通行证。
其实，我们这一帮孩子，心里谁都清楚，让我们期待和焦

急的，不仅仅是礼花点燃的那一瞬间，更是礼花放完降落的那
一刻。那些年年国庆节的夜晚都要爬到房顶上看礼花的孩
子，都已经有了经验，礼花放完之后，随着礼花腾空，会有好多
白色的小降落伞，一般国庆节那一天都会有东风，那些小降落
伞便会随风飘过来，他们等着的就是这些小降落伞飘过来，抓
到自己的手里。已经不止一次听他们讲这事，馋得我早就盼
着爬上房顶，也抓到一个这样的小降落伞。
燃放礼花的那一瞬间，虽然那么多，那么好看，大家都还

沉得住气，稳稳坐在那里，看夜空中那色彩绚丽的各种各样的
礼花，绽放在我们的头顶，五彩缤纷的光芒，在我们的脸上跳
跃。别看这时候大家只是议论着哪个花最好看，哪个花像什
么，心里早就跃跃欲试，就像站在起跑线上的运动员，等着礼
花降落之后，降落伞飘来的那一刻呢。那一刻，大家的屁股底
下跟安了弹簧一样，立刻都跳起来，伸出早已经准备好的妈妈
晾衣服的竹竿，争先恐后去够那些小小的降落伞。
当然，够得着够不着，全凭风的大小和运气了。因为那一

刻，附近四合院的房顶上，也站满和我们一样的孩子，和我们
一样伸着竹竿在够降落伞。风如果小，就被前面院子的孩子
够走了；风要是大，降落伞就会像成心逗我们玩儿似的从我们
的头顶飞走，让我们干着急没辙。
因为是国庆十周年，那一天晚上，礼花放得特别多，小降

落伞飘过来的也特别多，让我轻而易举就够着好几个，成为国
庆节的纪念品，也成了我拿到学校显摆的战利品。

爬上房顶看礼花
肖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