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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康康““龙龙王王泉泉杯杯””““乐乐山山亲亲水水 幸幸福福安安康康””中中小小学学生生作作文文大大赛赛

专 题

初夏的列车已到站，这一站———平利。
研学的魅力，不过是热情地和田间的农夫打招呼，心惊

胆战地插完了秧， 站在田埂上听蛙鸣， 用泥沙 “平地起高
楼”。 我在研学中尽兴体验每一度自然能量，享受世间万物
带来的惊喜，了解每处花草的故事。 但，我心中研学的主角
儿是———漆扇。

暖阳偏西，我走进古风小院，脚踏鹅卵石小路，手拿写
着书法字的白扇，多巧，扇子上写着“平利”，这或许是平利
送给我独一无二的礼物吧。从未体验过这项非遗文化的我，
内心被激动兴奋包围。我挑选了黛绿、青蓝、暮山紫、牛乳白
四种颜色，见三两滴漆墨渗入水中，用竹棍微微搅开，将扇
面垂直浸入水中，轻轻旋转，最后缓缓提出，独属于我的漆
扇就完成了。扇面以暮山紫为主调，添了几笔流动的黛绿和
青蓝，那色彩有些朦胧，有些梦幻，我觉得它像宗璞笔下的
《紫藤萝瀑布》：深深浅浅的紫，仿佛在流动，在欢笑，在不停
地生长。这把扇就如同藤萝花般，带着浅紫色的芳香，流着，
流着，流向我的心底。

但毕竟是我第一次体验，哪有那么完美？扇面有一片大

的留白，显得有些突兀，有些不合群。 自从我发现这个不完
美以后，便开始不断放大它的缺点，觉得它并不好看。 直到
我站在灿烂的阳光下，才发现，那片白竟变成了流金，金和
紫相呼应，给那紫镶上了金边。当我再次站于斑驳的绿荫之
下，那片白又洒满了碎金，星星点点，好不耀眼。 弹指间，那
曾经的不完美，就像破茧的蝴蝶，轻轻一振，化为了最璀璨
的完美。原来那突兀的留白，是扇子的小巧思，它邀阳光，邀
明月，邀万物，为它挥笔，帮它完成浓墨重彩的最后一笔，它
将单调的白，变成万物的剪影。我明白，人生须有留白，空荡
的地方，才能听见万物之声，心灵之声，“水满则溢，月满则
亏”，留白才有更多可能，庄子云：“虚室生白，吉祥止止。”漆
扇仿佛在对我说：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以漆为笔，以水为墨，以扇作画，一半出自我手，一半交
给天成，一沉一提间，东方美学便在扇上翩翩起舞。 作为非
遗文化，我爱它那洒脱不凡的气质，水波荡漾，独一无二，它
顺其自然，意蕴无限。 我摇着它，走进烟柳、村落，步步生花
时，逢上仲夏诗意万朵。

（指导老师：王娟）

一个人，一本书，一帘梦，一个地方。
风翻动书页，掀开了尘封在书卷中的如烟往事。
四月暖风正和煦，阳光洒在书架上，给书册镀上一层

金光。 我取下一册《林徽因传》，翻开泛黄的书页，扉页上的
女子笑得恬静安详，在南风柔情蜜意的轻抚下，我走进这
位传奇女子的悠悠岁月。

林徽因有幸在莲花盛开的六月出生于杭州，这座充满
诗意的老城，也因为她的到来而从此多了一段佳话。

我很喜欢书中的一段话：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
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其实不然，爱上一座城或许是因
为城里的一道风景，一段青梅往事、或一座熟悉的老宅，又
或许仅仅只为这座城。 就像爱上一个人，有时不需要任何
理由，没有原因、无关风月，只是爱了。

不知怎的，翻至最后一页，竟由林徽因的杭州不由自
主地想到了我的小小安康。

天意秋初，金风微度，城阙外画桥烟树。 漫步于汉江江
畔，是黄昏，好一片热烈的火烧云。 左望，是车水马龙的晚
高峰，万家灯火星星点点；右望，是横无际涯的汉江水，层
层江浪浩浩荡荡。

左岸，是金州路，是藏一角的文化博物馆，是香溪洞景
区，是人间不尽的烟火；右岸，是安澜楼，是安康历史博物
馆，是汉江大剧院，是亘古不变的哲思。 留恋，忍不住放慢

了归家的脚步，也忘了初来安康时的不适，只管倚着栏杆，
看缓缓流逝的余晖，看熙熙攘攘的行人。 天一点点地黑了，
我的心却止不住的明亮。

孩童像麻雀般地叽叽喳喳一闪而过， 只留下一串银铃
般的笑声；中年人夹着公文包，行色匆匆，眉宇间总夹着化
不开的阴霾；而那最潇洒的反倒是看淡一切的老翁老叟，苍
然的华发映着夕阳的红晕，相谈相笑，旁若无人......安康的
烟火气将心中解不开的结渐渐化为绕指柔丝。

走上香溪洞， 沿着蜿蜒的足迹一路向前， 领略群山环
绕，聆听八仙故事，远望层林叠翠，近看溪水如带，赞叹头天
门的宏大，感慨天梯的陡峭，只为独属于安康人的浪漫。

走进安康的四月天，为它哭，为它笑，为在他乡听见他
人的赞美不住激动， 为在餐馆看见他人点了一碗蒸面心生
荡漾，为汉江水的汹涌，为瀛湖浪的碧波，为富硒茶的灵动，
为龙王泉的叮咚，只为安康这座城。

从前，在人间四月天，我总会忆起林徽因。 如今在这四
月天里，我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那一座小城，那一片人间。

那些遗失了快乐的人，能否在花开的季节重见欢颜；那
些垂暮老人， 能否在火光闪烁的壁炉前重拾青春的美好回
忆，在这烟雨朦胧的季节，何不循着一首歌的节奏，去寻一
座叫安康的小城，跟随着它的烟火，走进人间四月天。

（指导老师：张婷）

我的爷爷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人， 从小就在农村长
大，也经常给我讲一些他小时候丰富多彩的农村生活。去年
秋天，我便有机会和家人一起回到农村老家干农活，体验爷
爷口中的农村生活。

去年十一的前夕，我和家人回到农村老家，触目可及之
处是农村一派秋收的景象。 我扛上镰刀，背上竹篓，戴上草
帽，准备好去掰玉米。 当我们来到玉米地，犹如来到了一片
金色的海洋，玉米宝宝们有的已经金黄饱满，有的已经迫不
及待地露出金黄的牙齿， 还有少许的套着一件鲜艳的绿大
衣，留着长长的头发，咬紧牙齿，闭着嘴，正在对我们微笑。
我学着妈妈的样子， 一只手握住玉米， 另一只手握住玉米
秆，使劲地向下一掰，只听“咔嚓”一声，玉米被我掰了下来。
不一会儿， 竹篓子里已经装得满满的。 我背上沉甸甸的竹

篓，左手拿着镰刀，右手拿着几个玉米棒，“嘿哟，嘿哟”驼着
背， 朝家里走去。 爷爷看着我说：“我小时候， 经常干这种
事。 ”我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说：“我还小吗？ ”费了九牛二
虎之力，终于把玉米背回了家。 我们一起将玉米壳子剥开，
又将玉米棒子扎成辫子挂在屋檐下，好看极了。大妈让我选
了几个嫩嫩的玉米，放在土灶里烤，不一会儿，玉米就烤好
了，一股焦香味扑鼻而来。我迫不及待地拿出一根焦黄的玉
米，咬了一口，嫩甜嫩甜的，好香啊！ 嘴里不停地说：“好吃，
好香……”

在农村掰玉米真有趣， 我不仅体验了在农村劳动的艰
辛，又尝到了农村收获的美味，享受到了收获的喜悦。

（指导老师：周珊）

悠悠汉水，袅袅岛屿，郁郁森林，艳艳鲜花。 新鲜的空
气，齐全的设备，优良的水质，温和的气候，这便是“陕西千
岛湖”———安康瀛湖。

春日的瀛湖绿意盎然。 那清澈见底的湖水色如翡翠，
微波荡漾。 湖中的鱼儿们争先恐后地游动，仿佛在愉快地
嬉戏打闹，时不时还会发出“啪啪”的响声。 过了一会儿，它
们又跃出水面，顿时溅起了阵阵浪花。 那岛上的礁石微微
泛着一点奶白色，就像重重叠叠的山峰，上面还生出了青
苔，而那青苔也为这片淡灰色增添了一抹绿意。 春日的瀛
湖没有大海的波涛汹涌， 也没有喀纳斯湖的风平浪静，而
它如同一位纤纤少女，显得生动美丽。

夏日的瀛湖鸟语蝉鸣。 步入翠屏岛，一种美妙的声音
霎时间奔入耳中：咕咕咕，叽叽叽，滋滋滋……这便是鸟儿
与蝉为你而唱的“欢迎曲”。 鸟儿站在枝头尽情地高唱着，
那歌声宛如绸缎，穿透尘世的喧嚣。 在炙热的阳光下，蝉弹
奏着独属于自己的夏日旋律，这琴声，犹如天籁之音，流转
在森林的各个角落。 来到这里，能让你的烦恼立刻烟消云

散，然后再尽情地享受这美妙独特的交响乐。
秋日的瀛湖硕果累累。一进果园，一股淡淡的甜香扑面

而来。 红彤彤的苹果，金黄的枇杷，如宝石般的石榴悬挂在
枝头。 漫步于枇杷园，一个个诱人的枇杷在头顶摇摇欲坠，
使人忍不住立马伸手摘下一个，品尝那特有的美味。这般景
象，虽然普通但也不平凡，更是一种脱贫致富农产品的自傲
表现。

冬日的瀛湖瑞雪纷飞。 湖面烟波浩渺，如影如雾。 那小
岛上也早已落满了积雪， 仿佛要给整个世界都换上白色的
大衣。 万里无云的空中飘下一片两片晶莹剔透的小雪花，
那些小雪花在空中翩翩起舞，它们悠闲地荡着，荡着。 随着
一片又一片雪花悄然无声地消失， 整个瀛湖也变得欲发美
丽了。 这雪景，谁看了不会流连忘返呢？

瀛湖如诗，引人入胜；瀛湖如歌，娓娓动听；瀛湖如画，
气势恢宏。 这就是人间仙境———大美瀛湖!

（指导老师：温洁）

我的家乡安康，坐落于陕西南部，这里一年四季分明，
风景如画，翠绿的山峦环抱着美丽的小城，汉江穿城而过，
如同仙女裙裾上的白色腰带，显得整个城市静谧祥和。

汉江是我们的母亲河， 孕育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安康
儿女，儿时的我常于夏天来江边嬉戏，孩童们三五成群在江
边捞鱼、打水仗，老人们拾阶而坐，三五成群围在一起乘凉
聊天。 江边沿路的小贩摆放着各类小商品，吆喝着叫卖。 还
有那在江中畅游的泳者，在汉江母亲的怀抱中尽情地划动，
更有那在江边打着水漂的人们，那石头不会立刻沉下去，而
是会在水面上蹦蹦跳跳，真是有趣极了，引得众多孩子们围
观。 还有那端坐在桥墩下垂钓的老者，安静而孤独，颇有武
侠小说中遗世而孤立的英雄气魄。

现在，当我们漫步在江堤上，那一排排成行的柳树、杨
树如同为我们站岗的哨兵和卫士。 还有江边那肆意生长的
芦苇和艾草，那绿油油的一片映入眼帘，满是鲜活的生机，
零碎的不知名的小野花点缀其中，好像画家打翻的调色盘，

走在江边的步道上，着实让人感到心旷神怡。
夕阳的照射下，汉江波光潋滟，如同被仙女打碎的梳妆

镜，金色的阳光洒落在那江面上，闪烁的江面真是极美。 江
边停靠着几只游船，从远处望去，显得异常可爱，像儿时纸
折的小船漂在江面。

夜色悄声无息地到来了。 汉江两岸那鳞次栉比的高楼
点亮了璀璨的霓虹灯，将这美丽的夜景倒映在江面。忙碌了
一天的汉江好像也要休息了， 就连那潺潺的流水也变得轻
缓了些。汉江固然没有大海那澎湃汹涌的雄浑气势，也没有
长江那滚滚东逝水的雄浑气魄，但是它是迷人的，生动的，
让我们流连忘返以及陶醉的。

勤劳的安康人民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辛勤劳作下，
将我们这风景秀丽的小城建设得更加美好。同时，安康这颗
“秦巴明珠”也会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变得更加闪耀。

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安康，这里定不会让你失望。
（指导老师：罗丽娜）

汉江，千里苍茫，追溯渊源，且道其详。 汉江是安康的
母亲河，孕育了世世代代的安康人。 安康是一个山清水秀、
人杰地灵的地方，这里不仅有着优美的山水风光，还有着丰
富的民风民俗、非遗传承、农耕文化和美食文化。

山水风光绘安康

安康的山水风光美不胜收。这里有峰峦叠嶂的大巴山，
有清澈见底的汉江水，还有无数的瀑布、溶洞、湖泊和森林。
每当春暖花开时，大巴山上的杜鹃花竞相绽放，犹如一幅色
彩斑斓的画卷。 夏天的安康，是避暑的好去处，江水碧绿如
玉，山间云雾缭绕，让人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 秋天，大巴
山上的枫叶红遍山坡， 汉江两岸的橘树挂满了金黄的橘
子，一片丰收的景象。 冬天，安康的山水被白雪覆盖，如同
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分外妖娆。

安康的山不像黄山那样气势磅礴，却有着独特的风格。
山上绿树成荫，香溪洞山上的水，洁净如冰，清凉如雪。 清
澈的泉水无声无息地从山涧喷涌而出， 沿着山谷潺潺而
下，涓涓细流汇成了九条或柔婉或腾空或层叠或飞泻的瀑
布，悬于在丛林峡谷之间，似一条条玉带从天而降，或涤荡
着天籁般的音乐，或发出震耳的轰鸣，向人们倾诉着大自
然的柔美与俊秀。 溪流成瀑，瀑落成潭，或大或小，依山傍
势，一脉相承，水水相连，点缀在层山叠翠中，如粒粒明珠，
以她的清灵秀丽突显着山的豪迈与伟岸，可谓:山泉趵突争
涌，潭水碧波轻荡。 甚至有些外国游客都慕名而来。 但这并
不是安康山唯一的特点，如果你用心的话，就会发现，远看，
那一座座山峰就如那绿色的波浪一般。

汉江像一条白色的玉带，把安康分成两半，一半叫江
南，一半叫江北，滔滔的江水四季不断地向东流去。 当清晨
的第一缕曙光照射进江中时，江面上的白雾渐渐隐去。 那
太阳的金光时而洒向江面，时而缩在淡雾中，使得江上泛
起金色的微光。 汉江是被大自然选育出的一方甘甜，沿着
南水北上的水路滋养着北方的城市。 在广袤的华北平原，

在拧开水龙头的那一瞬，眼前是一团团闪耀的水花，是叮咚
作响的清流。

民风民俗展精神

安康的民风民俗更是独特有趣。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
到传统的民间艺术，如剪纸、土陶、版画等。 每逢佳节，安康
人民都会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如春节的舞龙舞狮、端午节的
赛龙舟、中秋节的赏月等。 这些活动都蕴含着浓郁的民间
风情，让人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安康还是非遗传承的
宝库。 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古老的技艺和习俗，如
安康皮影戏、汉调二黄等。 这些非遗项目不仅丰富了安康
的文化内涵，也使我们的家乡更具魅力。

汉调二黄是汉江流域广泛流传的一种大型地方剧种，
是汉水文化的重要标志、安康地域传统文化的瑰宝、陕西的
第二大剧种、国粹京剧的声腔起源、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朵奇
葩，2006 被国务院确立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它在我国戏曲文化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影响力。

农耕文化在安康也有着深厚的底蕴。 安康是一个农业
大市，这里的农民世世代代从事农耕活动，形成了独特的农
耕文化。 如安康的稻作文化、茶叶文化、药材文化等，都是
安康农耕文化的瑰宝。

当然，说到安康，就不能不提到这里的美食文化。 安康
的美食多种多样，口味独特，让人回味无穷，如安康蒸面、紫
阳富硒茶、汉阴豆干、石泉石锅鱼、镇坪腊肉等，都是极具地
方特色的美食。 每当我回到家乡，都会品尝这些美食，感受
家乡的味道。

观山水风光，品安康民俗，我深感家乡的美丽和文化的
底蕴。 作为一名初中生，我也要努力学习，为家乡的明天贡
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让我们共同守护这片美丽的土地，传承
优秀的文化，让安康的明天更加美好！

（指导老师：杜丽娜）

安康是一座风景秀丽的城市。 河堤公园的美景可谓是
“隔着门缝吹喇叭———名声在外”。

美好的一天，在鸟儿清脆的啼叫声中拉开了序幕。清晨
的河堤是清爽的，带走人们刚睡醒的朦胧。 微风拂过，吹过
柔软细长的柳条，吹过江面，泛起层层涟漪。 白云盖在太阳
上，鸟儿的啼叫声在公园里此起彼伏。 飘来一股香味，回过
头，一盘蒸面浮现在眼前。蒸面，是安康美食的代表，酸酸辣
辣的味道正好点进人们的心，外地的游客来到安康，热情的
安康人一定会端上一盘蒸面，一口面下去，滑嫩的面条绕过
舌尖，令人回味无穷。

午后的河堤是炎热的。散步的人们脱去了外套，在跑道

上肆意地奔跑、 跳跃着。 踏着单车的女孩儿揭起额前的碎
发，洋溢着笑脸，飞驰而过。 篮球场上，一群朝气蓬勃的少
年，正挥汗如雨，在赛场上绽放青春。

太阳渐渐退下，随之而来的是云朵带来的轻风。吃过晚
饭的人们在公园内悠闲地散步， 耳边蝉鸣声响起， 树叶也
“沙沙”地唱着歌。 这一刻，变成了大自然的合奏音乐会，仿
佛与散步的人们融合在了一起。

安康的风景与人构成了一幅绝美的画卷， 这幅画里有
欢笑、有温暖、有希望，让人看了就忍不住想要沉醉其中。

（指导老师：罗丽娜）

漆扇轻摇 古韵生香
汉滨初中七年级（15）班 邹熠菥

走进安康四月天
汉滨初中七年级（12）班 管晨昊

人间仙境 大美瀛湖
安康市第一小学六年级（13）班 余文钰

掰玉米的乐趣
安康市第一小学四年级（11）班 鲁坤灏

安康朝暮皆如画
安康市第一小学五年级（7）班 尹钰杰

观山水风光 品安康民俗
汉滨初中七年级（17）班 黄莫晴

故土之美
汉滨初中七年级（17）班 王紫希

秀美安康
安康市第一小学五年级（7）班 陈梓鑫

安康，这座被秦岭和巴山深情相拥，被汉江温柔穿流的
城市，宛如一颗镶嵌在秦巴大地的璀璨明珠，绽放着独一无
二的魅力。

走进安康的风景区，尤其是那令人魂牵梦绕的瀛湖风
景区，仿佛踏入了一个梦幻的世界。 作为独具秦巴汉水自
然风光的省级名胜区，近百座岛屿星罗棋布，“陕西千岛湖”
的美誉当之无愧。 每当我置身其中，那如诗如画的美景宛
如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抚摸着我的心灵。 我沉醉在这仙境
般的世界里，忍不住赞叹：瀛湖山水甲天下。 金螺岛静卧在
湖中央，那倒扣着的螺旋形状，充满了大自然的巧思，勾起
我无尽的遐想。 翠屏岛更是美不胜收，从空中俯瞰，它宛如
一只骄傲开屏的孔雀，岛上繁茂的绿树仿佛是它华美的羽
衣。 瀛湖的景色如诗如画，物产丰富多样，它是安康生态旅
游的骄傲，就像一个神奇的宝盒，珍藏着祖国山河的瑰丽，
让我流连忘返。

安康的美，于我而言，不止在风景，更在那浓郁的民俗
风情。 这里的民俗独特且多元，热情、质朴、善良是安康人
的真实写照，也是我心中对这片土地最深的眷恋。 巴蜀文
化如同古老的基石，奠定了安康文化的根基；汉水流域恰

似文化的摇篮，孕育着荆楚文化的精髓。安康的风气融合了
各方特色，既有巴蜀的刚韧，又有荆楚的温婉，还有三秦的
豪迈和中原文化的醇厚。 多种文化的交织， 塑造了安康独
特的民风，让这里充满了温暖的人情味儿。 那绚丽多彩、鲜
活质朴的安康文化，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的心灵。

在这秦巴腹地、汉江之滨，处于陕西最南端的安康，三
秦、荆楚、巴蜀等文化相互交融，孕育出众多如繁星般闪耀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安康文化也独具神
韵。 凝重平静的汉调二黄，像一位慈祥的长者，缓缓讲述着
岁月的沧桑；风趣幽默的紫阳民歌，如同俏皮的玩伴，传递
着生活的乐趣；旋律流畅的弦子腔，宛如灵动的仙子，展现
着艺术的魅力。 这些非遗文化如同美妙的音符， 共同奏响
一曲深沉而悠扬的乐章， 铭刻着世世代代安康人的文化传
承。

山与水相依相伴，水与山相互映照，构成了一幅让我心
醉神迷的画卷。 独具特色的民俗风情和别具一格的艺术文
化，共同筑起了我心中的精神家园。这就是我深深热爱着的
安康，一个让我陶醉、让我眷恋的地方！

（指导老师：杜丽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