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球，是家家户户都知道的

星球。但这星球的秘密，大家知

道多少呢？今天，就让我给大家

讲一讲关于地球的秘密吧！

《穿越地平线》这本书的作

者是李四光。这本书主要讲关

于地质地理学的一些观点，每单

元的前篇都会简单地介绍本单

元的主题，并且提出一些问题。

通过这个指引，我就轻松地读懂

本单元的内容了。这本书几乎

激发了我脑中所有的疑问。接

下来，我就给大家讲讲一小部分

地球的秘密和我的感受吧！

第一，地球是如何生成呢？

根据此书，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

认为地球是从太阳中分裂出来

的，原先它是一团灼热的熔体，后

来经长期冷缩，固定成了今天具

有坚硬外壳的地球。至今它里

面还保有着大量热量，但这热量

在变冷。另外一种看法认为，地

球本身具有热量，是因为组成地

球的材质中有一部分放射性物

质，它们不断分裂出大量热量。

随着这种放射性物质不断放出

热量，地球的温度可能会渐渐升

高，但这种放射性物质消耗到一

定程度时，地球表面就会渐渐冷

却。虽然关于地球的生成并没

有十分肯定的说法，但是我从中

看到了地球所蕴藏的巨大能

量。在这巨大无比的宇宙空间

里，地球还只是其中渺小的一位

成员，它们不断地成长与消逝

……而我作为地球上更小的一

分子，更要以辽阔的心态去看待

世间万物的发展。

第二，人类的发展分为几个

阶段？首先人是古猿，接着成为

猿人，然后成为古人，最后才是新

人。还有，人类文明发展经历了

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金属时

代、电能时代和原子时代。随着

人类发展迈入一个个新阶段，人

类的智力随之有了质的飞跃，我

们也才能够一步步揭晓地球的

秘密呀！同样，人类在追求物质

发展的道路上也不断精进，看看

现如今我们的科技发展，我无时

无刻不感到骄傲与自豪！

第三，关于现今海滨停积物

的叙述，此书提到，大概是沙砾较

多的缘故，因此离海滨愈远，沙砾

愈少，泥质愈多。而在大洋底的

停积物，往住为石灰质或矽质。

这种石灰质或矽质，大都是由海

中生物的遗骸造成的，有孔虫类、

放射虫、硅藻等。我觉得大洋底

部的沉积物，应该是由无数种物

质产生的，否则不会有这么丰富

的变化。老师曾跟我们讲述了关

于海滩边“沙子”的形成：海水运

动不停地冲击海岸，将岩石磨砺

成小颗粒，同时海水中的沙质也

因为潮汐运动，留在海岸，所以形

成了沙滩，真是有趣极了。

第四，寒武纪以前的动物是

由无壳的原生物、硅质海绵、原始

腔肠类、环节蠕虫、无铰合构造的

腕足类以及节肢动物类组成。

但至今搜寻到的还远不足以证

实这个推论。我认为寒武纪是

生命起源的高峰纪，地球在寒武

纪时期确实出现了生物的大爆

发。现在很多门类动物的祖先

几乎都能在那个时期找到呢，这

堪称一次物种的“大突变”。

好了，接下来我就把一些问

题提出来，希望一些聪明的小伙

伴们能帮我解答一下。

组成地球的那种放射性物质

是什么呢？或者至今还没有答案？

人类文化发展中，原子指的

是什么呢？

大洋中的放射虫是什么动

物？或是某种微生物？

寒武纪中的无节蠕虫是什

么生物？

为什么离海滨越远，泥质就

愈多呢？

以上就是我读《穿越地平线》

的所有感受与疑问。地球，一颗

神秘的星球，我无比希望自己能

够更加地了解它。此书给了我一

个遥望地球的窗口，以后我会学

习更多的地理学知识，跟人们讲

述关于地球的更多未知的秘密！

我的老家，有立冬吃饺子

的风俗。有句谚语是这样说

的：立冬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

没人管。饺子的外形酷似人的

耳朵，说是人们吃了它，耳朵就

不会受冻。立冬那天一早，母

亲把去年晒干的萝卜丝用水淘

洗干净，再放在锅里煮熟，然后

挤干水分，剁碎。听着母亲在

案板上剁萝卜丝的“嗵嗵”声，

我总忍不住三番五次跑过去

看，问母亲还要多久才能吃到

喷香的饺子。

母亲舍不得花钱买猪肉，就

炒了两个自家养的鸡下的蛋。

鸡蛋炒好后，母亲把剁碎的萝卜

丝放在炒鸡蛋的锅里搅拌，这样

可以让萝卜丝把锅里的油充分

吸收。拌好饺子馅后，母亲和面

包饺子。等到饺子终于下到锅

里后，我仍是寸步不离灶台。母

亲揭开锅盖的时候，热气顿时弥

漫整个屋子，看着白白胖胖饱满

的饺子浮满一锅，想着马上就可

以吃到香喷喷的饺子，心里别提

有多高兴了。母亲给锅里点了

三次凉水后，饺子就煮熟了，等

母亲再次揭开锅盖，饺子的香气

随着白腾腾的热气扑鼻而来，不

禁让人垂涎三尺。

母亲给家里每个人盛了满

满的一碗，等到她往自己的碗里

盛饺子的时候，只剩下小半碗，

母亲就拿起勺子从锅里往碗里

舀了两勺饺子汤，这样一来，母

亲的碗里看似也是满满的一碗

饺子。

饺子太烫，我用筷子夹着

饺子不停地吹气，还没有吃到

嘴里，突然听到院子里传来“嘭

嘭”的敲地声，我知道是流浪汉

上门来了。母亲撩开门帘出

去，一会进屋，手里多了一只大

瓷碗，可是我们家没有多余的

饺子。正在我疑惑时，母亲已

经把她碗里的饺子连汤全部倒

进了那只大瓷碗。母亲忙了一

上午，还没来得及吃一个饺子

喝一口汤呢！我对母亲表示不

满，母亲笑着说：“在外面的流

浪汉，如果今天不吃饺子，耳朵

冻掉了可就坏了。”“可是，你不

吃饺子，耳朵冻掉了怎么办？”

我担心地说。母亲舀了一碗饺

子汤，说：“多喝两碗饺子汤，就

冻不掉了。”

在我大一点的时候，和母亲

再次提起那年立冬的饺子，母亲

说那天那个流浪汉已经要到饭

吃了，不过不是饺子，是糊涂面

条，可能是还没有吃饱，也可能

是嗅到了饺子的味道，想吃个饺

子。不管咋样，能成全一个人简

单的愿望，多好的事！

母亲的话，像一颗种子一样

种进了我的心田，在我之后的生

命旅途中，我也像母亲那样，遇

到有困难的人，能则帮，完了之

后，总有一种天高海阔之感。与

人为善，就是与己为善，做一个

善良的人，自己心里很踏实，也

很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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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地球，探寻秘密
——读《穿越地平线》有感

◎文翰小学402班羊伟祺（指导老师：黄日欣）
在星期天的下午，秋风吹

过小河，飘起层层水花，啄木

鸟医生正在给生病的大树治

病呢。

突然，两个人拿着一个锯

子向啄木鸟的家砍去。不一会

儿，树就被砍倒了，啄木鸟看到

了，飞到被砍的木桩上，伤心地

哭了起来。小蜜蜂正在采蜜，

听到了哭声，飞了过来，说：“啄

木鸟，你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

呀？”啄木鸟边哭边说：“我的家

园被砍树工人给毁了。”

小蜜蜂听了，想了想，对

它说：“要不你到我家来住一

住吧！我的家在河的另一

边。”啄木鸟跟着小蜜蜂来到

了它的家，“这就是我的家。”

小蜜蜂说道，啄木鸟看了看，

小蜜蜂的家就在树上的小木

窝里，根本住不下，说：“你的

家太小了，我住不下呀！”啄木

鸟叹了一口气，飞走了。

啄木鸟又飞到了小河边

的木桩上，又痛哭起来。小鱼

听到了哭声，游上水面，问道：

“啄木鸟，你为什么哭得这么

伤心啊？”啄木鸟说：“我的家

园被砍树工人给毁了。”小鱼

听了，安慰地对它说：“你到我

家来住吧！”啄木鸟说：“谢谢

你的好意，但是你的家在水

里，我又不会游泳。”啄木鸟叹

了一口气，飞走了。

忽然，一群戴着红领巾的

小学生唱着欢快的歌走了过

来，听了啄木鸟的话，决定帮

它建造一个家。说干就干，有

的拿东西，有的扶梯子，有的

建造，不一会儿，啄木鸟的家

建好了，啄木鸟说：“谢谢你

们！”小学生们说：“不用客

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啄木鸟是幸运的，它遇到

了一群爱护动物的小学生。我

们要爱护小动物，不能伤害它

们。它们是我们最亲密的朋

友。

关爱小动物，红领巾先行
◎灯湖小学311班 刘婷婷（指导老师：黄思韵）

那年立冬的饺子
◎尚庆海

桂花落了，枫叶红了，柿

子黄了，还未好好欣赏够深秋

的美景，转眼就已迈进了冬天

的门槛。

纵然，心里边着实有几分

对深秋的恋恋不舍，但是，冬天

的节奏也明显地能够感知到了。

凉飕飕的北风是冬天的

使者，为了迎接初冬，它特意

邀约了一枚枚从深秋赶过来

的黄叶，并一起演绎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舞会。风儿是歌手，

叶儿是舞者，鸟雀成了最佳观

众，一会儿展开歌喉应和，一

会儿又很安静地呆在树梢或

者地面，活像一个个上了些年

岁的小老头儿。

初冬，就像是一首序言小

诗，草木，流水，村落，是清丽

的意象，纯洁，真切，悠然，是

永恒的诗语。你读着读着，竟

从恍恍惚惚的困倦中读醒了，

不禁为大自然的神奇与神秘

感到深深的震撼。

气候有些微微的变化，但

却并不寒冷，阳光是明灿灿

的，暖暖的，柔柔的，像是一个

调皮的小精灵，从你的脸庞跳

跃到你宽宽的肩膀上，然后，

趁着你还未觉察到，便悄悄地

溜进了你的心里。

深秋的浓意还未散去，但

初冬的美丽也随着一缕冬阳

的开始，变得格外弥足珍贵起

来。它像是从画中走来，又平

缓缓地迈步，向画中走去。

是的，时序进入了冬天，

也便真真实实地触摸到了岁

月的痕迹。日子是安稳的，脚

步是从容的，思绪是平缓的，

心灵也是敞亮亮的，就连先前

仅有的一点躁动也被初冬的

风儿抚慰得平平展展的。

在这样的日子里，似乎也

真切地成为了时间的主人。

可以翻翻书籍，可以写写文

字，也可以靠在窗边的写字台

前，静静地回想这一年所经历

过的点点滴滴。或者，什么都

不用想，将一颗心安稳地沉潜

下去，踏上石板路，走进小公

园，看风卷银杏满地纷黄；或

者，跟着闲钓的游人一同坐在

湖边儿，安心地等待着某条愿

意咬钩的鱼儿；亦或者，就单

单地看看湖中戏水的鸭子，一

会儿欢快地钻入水中，一会儿

又调皮地冒出来。

我们就这样站在冬天的

路口，不必细说，不必言语，只

需要用心去感知自然的呼吸，

去聆听季节的心跳，这便是对

初冬的不辜负，也是迎接初冬

的最佳方式。

冬天已经来了，最是那一

抹轻盈的模样，便已入了眉

眼，动了心扉……

本版统筹/珠江时报记者丁当

初冬的序章
◎管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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