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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题

人的故乡，并不止于一块特定的土地，而是一种辽阔无
比的心情，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心情一经唤起，就是
你已经回到了故乡。 ———史铁生

———题记

故乡的山，连绵起伏，翠绿如画。 小时候，我走在路上，
常常能望到天边若隐若现的山的影子。眺望着，想象着山中
的景象。 故乡的人，热情温暖，淳朴可爱。 小时候，当我看见
他们，常常与他们打个招呼说说话。 交谈间，侃侃而谈家常
琐事。 故乡的水，碧绿如玉，静谧宜人。 小时候，我在溪中玩
耍，常常能感受到清凉的水流穿过我的指缝。 玩闹间，时间
早已过去很久。

随着时间推移，家乡的一切慢慢改变，那翠绿的山，那
可爱的人，也许都变了很多，抑或是已经不在。 但家乡的景
色，依旧令人沉沦、令人陶醉。

家乡的春，细雨绵绵，花儿青涩地开。 春风吹醉了家乡
的雨，滴滴晶莹的水珠轻轻落下，不待大地醒来，已遍布四
处。雨水冲刷着城市的浮华与是非，雨滴与溅起的飞尘缠绵
悱恻。 轻柔的春风裹挟着雨水，滴答落入泥土，凝成花儿生
长的养料。 洁白的栀子花朵朵萌发，点缀着孤独的老树。 花
儿与雨滴细语，雨滴也与花瓣戏玩，风吹过，花轻摇，雨滴
落。 芬芳与风交织，悄然间，清芳四溢。

家乡的夏，绿水长流，草木成群的长。 阳光照亮了家乡
的水，汩汩细流滚动，阳光下，绿色的涟漪浮动，于光共舞。
总觉得碧绿的水下有鱼在游动，入眼，却是被风吹落不甘心
的绿叶，是在风的鼓舞下去体验激流的花瓣，抑或是冲破水
面的光滑的石头。暗淡隐晦的影子投在水面，碧绿的水流似

乎毫无察觉，依旧流着。 翠绿的树叶以及那结实的枝干，像
是一副用绿色颜料绘制的名作。 绿色的带子顺着山的走向
延伸，被水冲刷的石头上布满青绿的苔藓。 阳光射在水面，
似乎有了形状。

家乡的秋，满山缤纷，树叶千般地变。 秋风粉刷了家乡
的叶，片片五彩的山林令人眼花缭乱，似是水墨画被泼上了
颜料。暖阳把一切成熟的东西烘焙得更熟，银杏叶和风商量
好了，下了一场金黄色的秋雨。 山间的叶，这片红，那片黄，
另一片却又是绿色。 红色，是人民寄予的丰收的报喜信；黄
色，是秋宣布的到来的通告；绿色，是夏留下的离别的书信。
汇聚于此，在树枝上交谈嬉笑。 忽然，被风吹动，一哄而散，
掉落于道路上，河水里，抑或是随风一起远航。叶到处飘荡，
在哪里都留下了色彩。

家乡的冬，山间细雪，街道长亮的灯。 冬雪点缀了家乡
的山，点点细雪轻落在山的头顶，山似是困了，没注意便睡
着了。 枝头的叶早已不知踪影， 花却是早早地就与泥土缠
绵，共度冬季。雪悄然无声地堆积在枝头，土地上，盖起一层
稀薄的雪壁。 山间的雪，除了凛凛风声与踩雪声，哪怕掺进
了壁炉啪嗒的火苗声，也是静谧的。 风很努力地吹，但山间
的细雪仍无法到达城区。城区似乎和山间不合，倒是热闹非
常。烟花，碰杯，新一轮的三百六十五天，家乡的冬不单单属
于季节。 无数灯笼点缀街道，红火遍布。 确实没有过于美丽
出色的冬景，但浓郁的年味也足以弥补。

冬过去，春又来，人已变，景依旧。
我的家乡，如此美丽幸福的小城———安康。

（指导老师：廖彩云）

在秦岭之畔，巴山之麓，安康，一颗璀璨的明珠，静静
地躺在华夏大地的怀抱中，诉说着山水之情。

秦岭奏响巴山之韵。 秦岭叠嶂，宛如一道天然的屏障，
守护着安康这片土地。 每当春风轻拂，山间的树木便如诗
如画般绽放，桃花、杏花、梨花竞相开放，漫山遍野，宛如一
片花的海洋。 而巴山，则宛如一位温婉的佳人，静静地依偎
在安康的身旁。 山间清泉潺潺，溪水清澈见底，犹如一曲美
妙的乐章在山间回响。 清晨的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溪
水上，波光粼粼，宛如一条银色的丝带在山间蜿蜒。 鸟儿在
枝头欢快地歌唱，花香扑鼻，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世外桃
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退耕还林，南水北调，安康
人用实际行动保护着这片山水。

渔舟晚唱汉江之歌。 汉江，一条银色的丝带，从安康城
中轻轻穿过，如同母亲的乳汁般滋养着这片土地和安康的
人民。 江面上波光粼粼，渔舟唱晚，仿佛一幅生动的画卷在
眼前展开。 在汉江的滋润下，安康的田野上稻谷飘香，金黄

的麦田在微风中摇曳生姿，仿佛是大地的裙摆在翩翩起舞。
硕果累累的果树更是散发出诱人的香气，让人垂涎欲滴。端
午节时，龙舟竞渡的激昂场面让人热血沸腾，数条龙舟在江
面上劈波斩浪，鼓声震天，选手们奋力划桨，展现出团结拼
搏的精神风貌。

文化传承美食之情。 安康人勤劳厚道，用双手致富。 在
这里， 美食不仅仅是一种味觉的享受， 更是一种文化的传
承。 汉江鱼鲜美无比、肉质细嫩、口感爽滑。 安康人民将新
鲜的鱼肉烹饪成各种美味佳肴，清蒸、红烧、油炸等做法应
有尽有，每一种都让人回味无穷。而安康蒸面更是安康的骄
傲，这道小吃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口感，赢得了广大食客
的喜爱。 它细腻柔滑，口感鲜美，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
享受。

安康，我的家乡，一颗闪耀的星星，在秦岭与巴山的怀
抱中熠熠生辉，以其独特的魅力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来客。

（指导老师：张婷）

在华夏大地的西北，镶嵌着一颗璀璨明珠———安康。这
里秦岭山脉蜿蜒起伏，汉江水波荡漾，孕育出一片钟灵毓秀
的土地。 这是我的家乡，一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寓意着太平
安宁、幸福安逸。这里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拥有得天独厚的
自然风光；这里曾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还是秦巴文
化的发源地之一，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

走进春天的安康，鸟鸣阵阵，绿水青山，清风混着山间
独有的味道。 一江春水绕过小城，仿佛精致的丝带，绿柳抚
着岸堤，如同天成的卷轴，漫山的花草迎风摇曳，散发独属
于春天的魅力。 汉江河畔清风拂面，闭上眼，仿佛能听见声
音的轮廓。

时至仲夏，蝉声迭起，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为这座落于
群山中的小城平添几分趣味。 端午龙舟竞渡， 人们挥汗如
雨，奋力划桨，展现出安康人民的勇敢和毅力；包粽子时，片

片青叶裹挟着颗颗洁白糯米，被棕绳细密缠绕，嵌在其中的
是人们团结一心的精神；团聚时绣制香包，丝丝彩线中凝结
了人们的祝福和友爱。屋外的梧桐树青叶盎然，阵阵蝉声从
中传出，鼓动在人们的耳畔。 菖蒲混着艾草的清香，笼罩在
小城上方，正氤氲着一场绮丽秀美的民俗盛宴。

凛冬已至，雪花飘飘，北方传来的寒气被季风气候覆上
独特的温和。游子归来，一口爽滑筋道的蒸面总能为他们带
去家的安心。雪缎般的面皮浸泡在褐色汤汁中，辣油包裹着
豆芽等配料，延伸至碗底，椒香在口中迸发，独特的风味牵
动着味蕾，令人大快朵颐。噼啪声里，一碗混杂着酸爽、辛辣
和浓浓芝麻香味的蒸面，承载着安康人家乡的记忆。

美景如画，家乡一物一树皆是诗行；文化如诗，家乡一
秒一分皆是篇章。

（指导老师：李亚萍）

故乡，那片充满情怀的土地，总会成为你我精神的摇
篮。 它是旅人旅途无限的挂念，正如高适诗中的“故乡今夜
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它更是哺育我们成长的故园，每
一寸土地都充斥着美好的回忆。

我的家乡是坐落在陕西的一座小城———安康。 它虽不
似魔都那般富丽堂皇，却也有着别具一格的风景雅趣。 这
座看似不起眼的小城，却是陪伴我十余载成长的故土。

初夏时节，母亲常带我到香溪洞游玩。 这里正是安康
的一大特色景点，可以说，没有哪个安康人不知道这里。 走
在林间小道上，耳边萦绕着阵阵蝉鸣，溪水在石缝间舞动，
唱出“叮叮当当”的乐曲。 小时候的我，常常会将手浸入水
中，冰凉的溪水总是会让人身心舒畅。 抖抖手，我将水滴洒
在小路上，阳光从树影间射出，洒在石路和草丛上，形成斑
驳的光影。 我踩着影子，一步步爬上“天梯”，从前的我总以
为这石梯没有尽头，可当登顶后其实也不过如此。 这或许
就是儿时心中的困难，如今却不免唏嘘的感受吧。 山顶是
寺庙，老槐树上挂着的红色丝带，随着一阵风轻轻在空中
摇曳，它无形地亲吻过我的脸颊，又拂动树叶泛起层层涟
漪。 香溪洞不仅是安康的一大特色，更是安康人民世世代
代的心血。

在安康，你可以看见华夏母亲河之一的长江。 站在水

西门沿岸，你便可以领略何为杜甫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
尽长江滚滚来”。 水西门是安康人茶余饭后散步的绝佳之
地。 清晨，这里莺歌燕舞，晨跑的人们沿着长江两岸慢慢跑
步，遛弯的大爷提着鸟笼，边听着鸟儿们清晨的舞台，边晒
着太阳，好不快活。 到了傍晚，灯火通明的阶梯映入眼帘，
坐在这里，或许还能遇见一场小型“演唱会”，吹着初夏清凉
的河风，多么惬意啊！

除了秀丽江山，安康的美食也不甘落后。蒸面可谓是远
近闻名的地域小吃， 它也成了安康人早餐的必备单品。 蒸
面，顾名思义是由蒸锅蒸制出来的米皮，配上熬煮的醋汤、
芝麻酱、和当地特有的油泼辣子，色香味俱全，试问谁能抵
挡得了这样一碗美味的地道安康蒸面呢？ 如若在安康人家
里做客， 热情好客的当地人必定会拿出紫阳富硒茶供你品
尝，入口清香，回味甘苦，其中丰富的硒更是能加强人们的
免疫力，多喝百益而无一害。

我那美丽的家乡———安康， 你是秦岭巍峨， 是群山缭
绕，是华夏孕育的瑰宝，你那一寸寸的肌肤，都是自然赠予
我们的无价之宝。 我爱我的故乡， 哺育我成长的风水宝
地———安康。

（指导老师：陈菲）

故乡，是回忆的港湾，是灵魂的归宿，是每个人心中最
柔软的地方。 对我而言，故乡不仅是一片土地，更是一种情
感的寄托，一段无法割舍的记忆。

我的家乡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 清晨的雾气轻轻地抚
摸着每一寸土地， 给这个宁静的小城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
纱。 当太阳从汉江河中升起， 金色的阳光便会穿透这层薄
雾， 照亮整个城市， 也照亮了我的童年， 这就是我的家
乡———安康。

晨光熹微

半天朱霞，粲然如焚，日光出来了，烧红了半边天。晨光
映照着翠绿的山腰，恍如在小城外竖起的一面屏风，金碧辉
煌地照耀着这片土地，街上的一排排梧桐树，映出了一种浓
润的绿色。故乡的炊烟从农舍的层顶出发，缓缓地汇入到清
晨耀眼的霞光中。走在这片土地上，凉飕飕的雾气裹挟在我
身上，湿润而又清新的空气沁入心脾。故乡的早晨像露珠一
样新鲜。

日正中天

烈日临空，门墙边，老树浓绿，曳着天风，草色釉青，三
三两两的蝴蝶在空中飞舞。田野在晌午时的样子最为迷人，
这个时候，弥漫开来的日光让人十分温暖，日光中有麦香浮
动，田野金灿灿的，耀人眼目。在我看来麦子并非一种植物，
而是农民在泥土中种出来的光， 那是这片土地赠予他们的

希望。 凝神远望，几个孩童在田野间奔跑嬉戏，看着田野间
的嬉闹， 我仿佛又回到了在金色土地上的那个金色的童
年。

月明星稀

夕阳晚间，泼翻一海纯金，淹没了汉江长河、霓虹四桥。
远方的夕阳渐渐淡了，墙影渐渐长了，晚霞退了，圆月朗照，
繁星生了。整个小城渐渐浸到黑暗里，月华如锦，清辉皎洁，
在小城里流淌着。 汉江边，捡起一块小石子投进小河中，顿
时，激起了一层层涟漪，逐渐地扩大，水中的月亮也随着波
纹破碎，一圈圈荡漾开来。

烟火藏诗意，诗意在乡间。花开花落，四季轮回，浮沉万
千的世界中处处蕴藏着美景。家乡随风舞动的绿意，潺潺溪
流，葱葱日野，是我心中最美的风景。

我写安康，就不能只写安康，我要写古之上庸、鱼米之
乡，金州城下、诗酒华章，要写巴山之秀美，秦岭之雄壮，汉
江之柔美；写汉滨晚霞映天光，太极旬阳水绕廊；写石泉秀
美梦黄粱，人文汉阴稻花香，岚皋山水木春烟，女娲平利醉
人间；写紫阳茶香飘满山，生态宁陕如画卷；写秦楚白河意
阑珊，多彩镇坪层林染。 还要写南宫山的云海、瀛湖的波光
潋滟、凤凰山的冬雪、汉江畔的盛夏，写一曲荡气回肠的盛
世华章。

归梦如春水，悠悠绕故乡。 相思无尽处，雾起云归是金
州。

（指导老师：陈菲）

在陕西省的最南端，有一座充满魅力的城市，名曰安
康。 这是我的家乡，一个有山有水、风光旖旎的地方。

安康的美景众多，其中必打卡的景点当属瀛湖翠屏岛。
从空中俯瞰，它宛如一只美丽的孔雀开屏，四周青山环绕，
绿水碧波荡漾，故而得名翠屏岛。 这里不仅是游客心驰神
往的旅游胜地，也是本地居民休闲娱乐、观光度假的绝佳
去处。

安康人热情好客，是骨子里透出的真诚与淳朴。 逢人
见面，必有一番寒暄问候，热情相邀做客，敬烟沏茶更是不
在话下，竭尽全力尽显热情之态。 若有外地客人前来，必定
会请其品尝安康最负盛名的紫阳富硒茶。 安康还有着划龙
舟的传统风俗，每至端午佳节，汉江边总是人头攒动，围满
了观看龙舟赛的人群。 龙舟在江面上飞驰，鼓手们奋力击
鼓，桨手们齐心协力，奋勇向前。 这一风俗，不仅展现了安
康人民乐观向上、奋勇争先、不甘落后的精神风貌，更是安
康水文化和民俗文化的生动体现。

安康的饮食文化多元而独特。 要说最具代表性的，蒸
面必然位列其中。 为了能吃上一盘美味的蒸面，人们不惜
起个大早。 它是安康独特的传统美食，是本地人早点的首
选，也是外地游客赞不绝口的风味小吃。 还有那一句“三天
不吃酸，走路打蹿蹿”所描述的酸菜面，也是来安康必尝的

主食。对于漂泊在外的安康游子而言，酸菜面是脑海中难以
磨灭的回忆，饱含着浓浓的乡愁。

安康的龙王泉天然富硒矿泉水， 水源来自秦岭南麓地
下深岩裂隙，历经万年流淌。 此水中富含硒、锶、高偏硅酸、
锌等矿物质，且矿物质均衡，口感甘甜清冽。 它是安康人出
门运动、聚餐时的必备之选。

谈及安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首屈一指的便是汉调二
黄。 作为陕西省安康市的传统地方戏剧剧种， 它已被列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角色分为末、净、生、旦、丑、外、
小、贴、夫、杂十个行当，表演细腻精到，唱腔真假嗓并用，悠
扬婉转，余音绕梁。再者，采莲船也出自安康，且在汉滨生根
发芽。它是汉滨区城乡年节庆典不可或缺的娱乐形式，也是
拜客迎祥的上佳之选。 采莲船的花鼓、小调、唱词对白涵盖
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民俗、文学、地域风情的研究上
具有颇高的价值。 其生动活泼的舞蹈形式和演唱风格深受
广大群众的喜爱。

这就是我的家乡安康，山水如画、人文鼎盛、饮食多元、
文化璀璨。它是我心中永远的温暖港湾，是我魂牵梦绕的幸
福家园。

（指导老师：杜丽娜）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题记

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但在我们安康有这样一种
神奇的食物，它不用米面，吃起来却像凉粉一样，但却不像
凉粉是用淀粉做的，而是用树叶子和草木灰做的，这种食物
就叫作神仙豆腐。 接下来就让我带大家看一下神仙豆腐的
做法。

首先我们要来到山里面找到一种名为双翅六道木的树
的叶子，挑选新鲜的摘下来，再摘取一些茅草备用。 用清水
洗涤叶子后用热水将其揉烂， 用滤布将其中的渣子过滤出
来扔掉，留下汁液备用，再把茅草烧成草木灰，加水过滤。然
后再将草木灰水加入汁液中， 等待凝固后就可以用刀切成
小块食用。 再加上一些特制的辣椒，更是会令人食欲大开。

但是其中还有一些重点要注意， 首先是加草木灰水之
前，如果汁液中有气泡，就需要加一些豆腐专用的消泡剂。

然后是在加草木灰水的时候，要控制好它的分量。如果加多
了，豆腐就会变硬；如果加少了，则豆腐就不会成型。

关于神仙豆腐还有一个神奇的传说： 古时候有一年发
旱灾，村民们都没有食物可以吃。村子里有一个叫作王生的
年轻人被神仙选中托梦， 说山上有一种名为双翅六道木的
树，并给他讲述了神仙豆腐的做法，于是王生就带着村民们
上去采摘树叶。后来人们成功活了下来，故此人们也将这种
树叫作神仙树，做出来的食物就叫作神仙豆腐。

神仙豆腐在安康已有 400 年的历史， 它的营养也很丰
富，富含蛋白质、果胶、钙、铁、铜、硒和多种氨基酸。 其中的
钙含量是牛奶的十倍，具有良好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能。神
仙豆腐果胶含量高，蛋白质丰富，夏季食用更是清凉解毒。
而其制作技艺已被列入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神仙
豆腐真的很神奇。

（指导老师:王勇）

梦想如同种子，在心中悄然发芽，最终开出绚烂的花。
———题记

周三下午，烈火般的骄阳炙烤着大地，我们一行研学的
队伍来到秧田插秧。 放眼望去，稻田就好似一个巨大的泥
潭，四周没有一丝遮挡。 火辣辣的太阳直射下来，稻田中的
水反射着光芒，好似第二个太阳，天气闷热，连吹到身上的
风也是燥热的。

到底下不下去呢？ 我的内心隐隐打起了退堂鼓，看着
同学们一个个拿着秧苗兴冲冲地走到泥潭中时，我也无法
再将骄阳的燥热当作自己踏入水田的路障，只好在心中默
默地想：一定要将秧苗栽入秧田里。

于是我手拿一捧嫩绿的秧苗，赤着脚走进水田中，模仿
着老师的动作，左手拿秧苗，右手的食指和中指捏住秧根，
费力地将一颗颗秧苗栽入土中。 酷暑难耐，不知是汗水还
是泥水布满我的脸颊，一晃神，连人带秧苗差点一起跌进
泥潭，我有些胆怯地退到田埂边，但一想到开始时的信念，
我的内心又燃起了熊熊斗志……终于秧插完了，我却感到
浑身像被火灼烧过一般， 吃力地拖着好似灌了铅的双腿，
走出了泥泞的稻田。 我依靠在一棵大树下，望着那一行行

嫩绿的秧苗，脑海里不禁想到袁老的那句话：禾下乘凉梦。
是啊！ 在当时看起来遥不可及的梦想让袁老开始了长

达半个世纪的追逐，上万次杂交组合实验的失败，700 多株
秧苗被恶意损毁。 无数的困难和挑战并未阻止他逐梦的脚
步，他始终坚定着最初的梦想———“让所有人远离饥饿”。于
是在炎炎夏日，当我们还在房间里吹空调吃冰棍时，他却在
水田里查看水稻的生长情况， 在每个晚上当我们已卧床休
息时， 他却在实验室里重复着一场又一场的试验。 最终他
用脚踏实地的坚守、敢为人先的创造、无怨无悔的付出，描
绘出风吹麦浪、 千里稻花香的壮丽景象， 实现了最初的梦
想，让梦想的种子生根发芽，绽放出用辛勤汗水浇灌的理想
之花。

我站在秧田边，望着亲手栽种的一行行嫩绿的、充满生
机的秧苗，我仿佛看到了秋天水稻田里那一株株饱满的、金
灿灿的稻穗勾勒出丰收的画卷，秋风吹过，稻子起起伏伏，
泛着金色的光芒。 在那一株株秧苗悄然生长的同时， 我也
把一粒梦想的种子播散在心中，浇上勤奋的水，施着自信的
肥，我相信这颗种子定然会生根发芽，开出绚丽多彩的梦想
之花。

（指导教师:王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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