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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爸爸学篆刻
本报小记者（迎宾路小学3年级15班）魏子墨

小记者征文
主题：

我的“新技能”
我家的故事
爱劳动的我
一张照片的故事
一节有趣的课

小记者们快快行动起来
吧！

要求原创，严禁抄袭。
投稿邮箱：

czwbcy@sina.com
（来稿中请注明“本报小记者征

文”字样，可附上与文章相关的

配图。）

我学会了
坚持
本报小记者（光明小学 5 年
级3班）白一蕊

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
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和
困难，而坚持则是我们战胜
它们的重要武器。

曾经，我是一个很容易
放弃的人。每当我遇到困难，
总是第一时间想要逃避，找
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然而，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彻底改
变了。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
下午，我决定挑战自己，去
学习一门新的技能——画
画。起初，我画得歪歪扭扭，
连基本的线条都画不直。这
让我倍感挫败，几乎想要放
弃了。

就在这时，我想起了老
师曾经说过的话：“只有坚
持下去，才能看到进步。”

于是，我鼓起勇气，继
续拿起画笔，一遍遍地练
习。

日复一日，我的画技逐
渐有了提高。虽然学画画
的 过 程 充 满 了 艰 辛 和 挫
折，但我始终没有放弃。每
当我看到自己的进步，心
中都会涌起一股无比的喜
悦。

通过这次经历，我深刻
地体会到了坚持的力量。它
让我明白，无论遇到多大的
困难，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就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我学
会了坚持，也收获了成长和
自信。

在我家的书房里，有一个
小木箱，那里有很多爸爸的印
章。每次爸爸画完画，就会挑选
一枚印章盖在他的画上，与他
的画相得益彰。小时候，我只会
学着爸爸的样子在纸上各种乱
盖。后来，我发现爸爸还会自己
去刻章，这可引起了我的好奇
心。我总在想，要是我也能自己
刻一枚章，那该是多酷的一件
事啊！

寒假里，我对爸爸说想要
学习刻印章。爸爸非常支持我，
但却说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哦。

学篆刻首先要了解它，爸
爸把厚厚的《金石大字典》抱出
来让我看。从书中我了解到，篆
刻这门手艺在我国已有上千年
的历史，最初的字体是篆书，所
以叫篆刻。

随后，爸爸拿出自己的刻
刀、石料、印床等工具，给我一
一介绍了它们的用途。爸爸着
重讲了刻刀，然后给了我 3把
比较适合我的刀，顶刀、平刀和
点刀。

有了合适的工具，接下来
就是画样了。爸爸让我自己在
草稿纸上画了个样子，并帮我
分析留白位置，然后找来宣纸，

用毛笔描出图案，清水
打湿画稿，用压板和鬃
刷复压在石材上。

我小心翼翼地揭开
宣纸，好神奇，刚才的画
稿就这样被拓在了石材
上。

画 稿 完 成 ，下 一
步 就 可 以 篆 刻 了 。爸
爸帮我把石材夹在印
床 上 。我 戴 好 防 戳 指
套，拿起刻刀（左图）。
我的心里就像有只小兔
子一样怦怦跳，又紧张
又激动。

爸爸看出我的紧
张，鼓励我别着急，慢
一点，记住使用要领，
下 手 要 稳 。我 平 静 下
来，用点刀刀尖一下一
下地点在石材上……

我感觉好奇怪，本该硬邦邦的
石头，在刻刀下却变得如此绵
软润滑。

爸爸说：“不是所有石头都
适合篆刻，一般青山石练手，寿
山石上道，玉石为贵。”哇，原来
篆刻还有这么多奥秘啊！

我运用爸爸教我的点、顿、
剜、推等篆刻技法，不一会儿就
刻完了。顾不上手指的疼痛，我
想快点看看我的印章印出来是
什么样子。

爸爸拿来印泥，我迫不及
待地把章点在印泥上，然后压
在竹皮纸上。激动人心的时刻
到了，我拿起印章，用手轻轻揭
下竹皮纸，好激动啊！我的第一
个篆刻作品出来了。

咦，为什么我刻的人物没
有眼白？爸爸说，画稿在画时黑
白很容易分辨，但在雕刻时，黑
白就容易混淆，没事儿，篆刻是
可以修改的，修改满意才算结
束。就这样，经过 3次修改，我
的第一个篆刻作品终于完成
了。爸爸说，虽然这件作品的线
条有些生硬，但对于初学者来
说，已经非常好了。

以后，我会多多练习篆刻，
希望早日能像爸爸一样，刻一
枚属于自己的名章。

每每望着床前那张滑冰
的照片，我的思绪就会回到去
年冬天那个难忘的滑冰场景。

那天清晨，我推开窗户，
一阵刺骨的寒风迎面而来。窗
外的世界仿佛被一层洁白的
雪纱覆盖，松树披上了银装，
小草在雪被下安然入睡……
望着窗外的美景，爸爸决定带
我们去滑冰。吃过早饭后，我
们全家便兴致勃勃地前往滑
冰场了。

坐在车上，我的想象力像
一颗颗快乐的泡泡，不断地从
心底冒出来。我想象着自己滑
冰时那帅气的姿势……

虽然想象很美好，但是现
实却很残酷。到达滑冰场，爸
爸递给我一双滑冰鞋，我迫不
及待地穿上它。可穿上后，我
却好像不会走了，手脚不协
调，摇摇晃晃地，最后重重地
摔在了地上。

这时，爸爸从我旁边滑了

过来，动作十分熟练，让我羡
慕不已。爸爸开口道：“不要着
急，慢慢来！”

紧接着，爸爸一边示范
一边说：“你看，左脚轻轻一
蹬，右脚紧随其后，像这样慢
慢滑……”我按照这个方法反
复练习，果然很快便学会了。

我滑得越来越熟练，也越
来越快。爸爸提醒道：“儿子，
你滑得太快了，万一摔倒怎么
办？”听了爸爸的话后，我把速
度放慢，尽情享受着滑冰的乐
趣。

时间悄然流逝，转眼已是
中午，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
滑冰场。

每当我看到这张滑冰的
照片，就会回忆起那天的经
历。那一天，我不仅学会了滑
冰，还体验到了勇敢和坚持的
快乐。

（指导老师：董雷红）

顽强的牵牛花
本报小记者（运河区实验小学4年级8班）张雅晴

有人喜欢娇艳的玫瑰，有
人喜欢高贵的牡丹，而我最喜
欢积极向上的牵牛花。

第一次见到牵牛花，是在
百狮园。当时已经是初冬了，
工人师傅们正在清理花坛，因
为许多花都已经干枯了。这
时，有几盆粉色的小花吸引了
我的目光，只见它们匍匐
着身子，叶子有些发黄，
但仍倔强地开着粉色的
小花。

妈妈告诉我：“它们叫
牵牛花，也叫喇叭花。它们
生命力顽强，随遇而安。”
得到工人师傅们的允许，
我和妈妈把一株牵牛花搬
回了家。

回到家以后，我马上
把它移植到一个花盆里，
每天按时浇水。

很快，牵牛花便焕发
了新的光彩（右图）。它的
叶子碧绿碧绿的，花瓣软
软的、嫩嫩的，几根细长的
花蕊仿佛是一个个探出头
来的小姑娘，打量着这新

奇的世界。
很快，牵牛花就成了我家

阳台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就是我家的牵牛花。它

没有玫瑰娇艳，没有牡丹高贵，
但足够顽强，它总能积极向上，
自信生长。

（指导老师：张敏）

第一次生绿豆芽
本报小记者（重庆路小学3年级6班) 梁桐崎

假期里，老师布置了一项
科学实践作业——选种一种
能够快速生长的植物，观察它
的生长过程。思来想去，我决
定生绿豆芽。于是，我满怀期
待地开启了这场奇妙的观察
之旅（下图）。

首先，我找来一个大碗，
精心挑选了圆润饱满的半碗
绿豆。这些绿豆小小的、绿绿
的、硬硬的，就像一粒粒绿色
的小石子一样，可爱极了！我
往碗中加入适量的水，让它们
尽情地在水中浸泡一宿。

第二天，我迫不及待地想
知道我的绿豆宝宝发生了什
么变化。可是，我看到它们还
是静静地“躺”在碗中，变化不
大。我把水沥干，盖上湿纸巾，
期待晚上再来观察。

到了晚上临睡前，我再次
打开纸巾，哇，绿豆宝宝都变
胖了，有的把绿外衣都撑破
了，露出了白白的肚皮；有的
还冒出一点点的小芽芽，真是
太神奇了！

第三天，小小的豆芽长得
更长了，就像一个个小逗号，
有趣极了！

我仔细观察，发现豆芽的
颜色是淡黄色的，芽尖嫩嫩
的，仿佛一碰就会断。我小心
地给它们洒了些水，期待它们
接下来的变化。

第四天，豆芽长得更长
了，绿色的外衣全部脱落。芽
的尖端还长出了黄色的小叶
子，像一把把小钳子。我给它
们换好水，让它们在干净的环
境中继续成长。

第五天，豆芽长成了一片
“小树林”，根部长出了细细的
须子。妈妈说，豆芽长得差不
多了，可以吃了。我闻了闻，有
一股淡淡的清香。我想，用它
炒出来的菜一定很美味吧！

看着自己第一次生的绿
豆芽这么成功，一种成就感从
心底油然升起。没想到这小小
的绿豆能有这么大的变化，我
深深地感受到了生命的神奇
和美妙！

照片里的故事
本报小记者（广州路小学5年级1班）刘宸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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