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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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的西北角， 有一座宛如世外桃源般的城市———
安康。 它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散发着独有的魅力，融合了
山水风光、民族民俗、非遗传承、农耕文化、美食文化以及不
断发展演变的人文精神， 勾勒出一幅绚丽多彩且充满幸福
韵味的画卷。

香溪洞，坐落于安康城南，宛如这座城市永不黯淡的星
辰。 据史料记载，其始建于唐代，历经明清时期的多次修葺，
悠悠千载岁月，沉淀下深厚的历史底蕴。 洞内香溪八洞、纯
阳楼等诸多景点星罗棋布，各有千秋，洞中的一砖一瓦、一
棱一角，无不彰显古代工匠巧夺天工的技艺，让人不禁感叹
岁月与匠心的交融。

安康的民族民俗与非遗传承， 犹如一幅色彩斑斓的文
化织锦，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 这里是多民族聚居的家园，
汉、回、苗等各民族和谐共处，他们的习俗丰富多样，风情独
具。 每年正月十五的回民灯会，便是一场盛大的文化庆典。
华灯初上，五彩斑斓的灯光交相辉映，舞龙舞狮的队伍欢腾
跳跃，热闹非凡，回族文化的魅力在这欢快的氛围中展现得
淋漓尽致。 而安康的艺术传承更是多姿多彩，竹编、剪纸、泥
人等传统艺术世代相传， 匠人们用灵巧的双手赋予原材料
鲜活的生命力，其精湛技艺深受大众喜爱，成为连接过去与
现在的文化桥梁。

农耕文化在安康也有着深刻的印记， 天宝梯彩农园景

区便是其生动的写照。 层层叠叠的梯田景观如诗如画，顺着
山势蜿蜒起伏，与蓝天、白云相映成趣。 其间丰富的农耕活
动，让人们仿佛穿越时光，领略到传统农耕文明的韵味与智
慧，展示出安康这片土地的质朴与多彩。

美食文化则是安康的又一张诱人名片， 土特产琳琅满
目，而紫阳富硒茶无疑是其中的翘楚。那清爽宜人的口感，恰
似安康山水的灵韵，每一口都蕴含着安康人民对美食的热爱
与追求，也体现出这片土地独特的馈赠。 紫阳富硒茶不仅以
其独特的口感赢得了无数茶客的青睐，更承载着安康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期盼。 每当春风拂过茶园，嫩绿的新芽抽
出，采茶女们便轻装上阵，灵巧的手指在茶树间跳跃，采摘下
一片片珍贵的茶叶。经过精心炒制，茶叶的香气愈发浓郁，冲
泡后茶汤清澈明亮，香气扑鼻，让人回味无穷。品一口紫阳富
硒茶，仿佛能品味到安康的青山绿水，感受到这片土地的深
厚底蕴与无穷魅力。

安康，这座充满魅力的城市，从香溪洞的自然风光与人
文历史，到南宫山的自然景致，再到丰富多元的民族民俗与
美食文化，无一不是其独特魅力的生动展现。 让我们携手珍
视这份美丽，传承其文化精髓，共同期待安康更加灿烂辉煌
的明天，相信在时光的长河中，安康将继续闪耀，成为人们心
中永远向往的幸福之地。

（指导老师：陈对平）

一揉一搓，竹刀和竹笔游走于方寸之间，这是
面塑的呼吸。 ———题记

“快起来， 今天我帮你约了你最喜欢的刘老
师。 ”天刚蒙蒙亮，母亲便把我从被窝里拽了出来。
刘老师哪个刘老师？我迷迷糊糊地想。“你之前不是
说人家刘老师捏的《昭君出塞》好看，想跟她学面塑
吗？ ”妈妈的话从耳边传来。 我“腾”地从床上爬起
来，心里止不住地激动。 那可是安康市面塑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刘莉娟老师啊，听说刘老师还参与了中
亚峰会的全程接待工作，为国宴设计制作了“国风
花馍”系列，这可是千载难逢了解石泉面塑的好机
会。

我特意起了个大早， 想着这里应该还没有人
吧。 但出乎意料的是屋内早已有人捷足先登了。 一
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正将一个橡皮大小的面团放
在手心里揉捏， 白色的面在那双巧手间滚动着，不
一会儿一个球体便诞生了。紧接着她又用左手将两
侧捏住， 右手拿出一根竹签在中上方来回滚动，压
出两个凹槽，又向里挤压。我屏住呼吸凑上前，球体
早已变了个模样，两个凹陷中间隆起的部分正是鼻
梁。 她这是在捏人？ 我静静在一旁看着红木棒沿着
凹槽向上顶出眉骨， 细的那头横着摁在中下方 竹
针一挑便是鼻孔，两点一刀便是嘴唇，手指往上一
推便是下巴……没过多久一个人头便捏好了。我不
禁暗自叫好，入了神！老师发现了我，我微笑着向她
打招呼。 随后便表达出我想学面塑的心情。

刘老师抬眼微笑着说：“想学当然好，可是要持
之以恒，有耐心，要认真观察！ 你能做到吗？ ”“能做
到！ ”我大声地道。

刘老师边说边做，先是给我讲解了石泉面塑的
文化知识。通过刘老师的讲述我了解到面塑的题材
很多，常取自传统戏曲、四大名著、民间传说、神话
故事的人物，当然也少不了十二生肖、花鸟鱼虫等。
咱们安康石泉的面塑在吸取巴蜀湘鄂文化的精髓
之上又融合了当地的风土人情，神态虽略有夸张但
胜在淳朴敦厚、色彩艳丽。 刘老师曾以石泉出土的
鎏金蚕为原型进行创作，使之更契合当地的文化氛
围，让石泉面塑既有北方的粗犷豪放，又有南方的
婉约柔情……

“我还是有点不明白， 咱们安康石泉的面塑和
其他地方的面塑具体有什么不同？ ”

“传统面塑做的是小竹签上的人物及动物形
象，但安康石泉面塑是在传统面塑基础上，可以做
到可大可小， 大的和真人大小或者更大都可以，做
工更加精细，在传承传统面塑技艺的基础上，会受
到石泉当地文化、艺人个人风格和创新精神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从而在题材、风格、制作工艺等方面呈
现出一定的独特性，与传统面塑有所区别。 要更深
入、准确地了解其区别，还需要对具体的石泉面塑
作品进行观察和分析。想不想试试？ ”我使劲地点了
点头。 其实我早就手痒痒了，在得到许可后动开了
手，心想看着也不难，看我的！

等到上手才知道面塑有多难，光搓一个球便用
了我五六分钟的时间，而且还像月球一样坑坑洼洼
的，等我好容易搓成像样的形状，面早已干了。 甚至
在我想怎么把它与其他部位安在一起时，它就因为
风干而裂了道口子，无奈只好重起炉灶。 我捏的是
一条鱼，鱼的鳞片偏圆不能用剪刀剪，只能用弧形
工具按压再用竹签辅助轻轻挑起。 这样重复了半个
小时我才划到第三行。 渐渐我开始烦躁起来，扭头
看向刘老师，她如刚来时看到的那般安静，只是眉
宇间多了份喜悦， 手上的动作也不由轻柔了许多，
不知为何我的心在她的一揉一压间慢慢平静下来。
金乌东升，蝉鸣声四起，小屋内唯闻工具与桌面相
拥和竹刀划过面团之声。

“成功了”欢呼声打破了寂静，我举起一条卡通
鱼在窗旁细细端详。 此时我暗暗地下定决心：我的
偶像就是刘老师，等我长大了一定要成为和她一样
优秀的面塑传承人， 将安康的石泉面塑宣传到全
国，甚至要让全世界都知道它！ 后来我经常参加刘
老师组织的面塑公益活动，如“安康博物馆里过大
年———石泉面塑体验”等活动，想让更多的人了解
我们安康石泉的面塑。

人们总说文化是古老的，实则不然，未来会有
人再度触碰他们，从零开始，和最初的那批人一样
匠心独运，止于至善，臻于至美，传文化之道。 我想
只要心中有梦想，脚下就有力量，就一定能够将传
统技艺的传承和创新相结合，这也许就是安康石泉
面塑的意义吧！ 那一双双巧手把传统文化融入本是
平常的面团之中，留与后人代代传……

（指导老师：罗宁）

在历史的洪流中，一切的事物似乎都被裹挟而下，在无
情的波涛里湮灭无声。 幸运的是，总有一些文化遗产，能够
记录下历史的痕迹，承载文化的血脉，连接着过去现在和未
来的民族记忆与文化传承。 安康的汉调二黄便也是此般的
存在。

安康的汉调二黄，也称为陕二黄、山二黄、“靠山黄”或
“二黄戏”。 这一剧种起源于明末清初，盛行于陕南汉水流域
地区。 汉调二黄是流传到陕南安康后，又融汇了当地清新婉
转的民间小调， 在一代又一代汉调二黄艺术家的传承创新
下，形成了十分鲜明的风格特色。 汉调二黄以其独特的艺术
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被国务院确立为第一批国家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展现了其在中国戏曲文化中的独特地
位和影响力。 汉调二黄不仅是汉水文化的重要标志，也是安
康地域传统文化的瑰宝。

汉调二黄的传承与发展经历了许多波折。 20 世纪 80 年
代末，多元化的文化娱乐形式开始大量分流各剧团的观众，演
员也受到“下海”经商浪潮的强烈冲击，导致人才流失严重，剧

团濒于解体。 进入新世纪， 安康汉滨区提出抢救汉调二黄剧
种，通过划拨经费、保障演职人员工资、翻修剧院以及推动童子
班招生等措施，成功留住了剧种传下去的希望。

汉调二黄的传承人如王发芸和龚尚武， 他们的一生都
与汉调二黄密不可分， 为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
护作出了巨大贡献。 王发芸自 15 岁起就在安康汉调二黄研
究院学习并表演汉调二黄， 她的表演生涯中多次获得省级
表演奖项，并被任命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汉调二黄传承人。
龚尚武则是在童年时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开始学习打击乐，
后成为演员，并在多个作品中获得优秀表彰，成为国家级非
遗传承人。

在中华浩瀚的戏曲艺术长河中， 汉调二黄犹如一颗璀璨
的明珠，闪耀着独特而迷人的光芒。 它不仅仅是一种音乐与戏
剧的融合，更是历史与文化的传承与展现。 那独特的唱腔，既
有秦腔的粗犷豪放，又不失江南水乡的温婉柔情，让人在听觉
上享受到了极致的盛宴。 这，就是我家乡的非遗文化！

（指导老师：张丹）

我的家乡位于祖国的中部———大美安康。 安安
和康康是我们的吉祥物，他们象征着平平安安，万事
如意，美好和平。安康不仅有数不胜数的景点与各式
各样的美食，还有着悠久的历史。如果你有机会来安
康，我一定带你去看最美的风景，吃最地道的美食！

安康流水古镇，这个风景如画的地方，是游客们
心驰神往的旅游胜地。 这里不仅孕育了丰富的文化
遗产，而且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安康人民。从辛勤的
农民到天真烂漫的孩童， 从稚嫩的少年到成熟的大
人，每个人都是这片土地上文化的传承者。 在这里，
每隔几户人家就有一艘小船， 而鱼则成为当地最受
欢迎的美食。 清蒸鱼清淡的口味和细腻的肉质让人
回味无穷； 酸菜鱼酸鲜的口感和嫩滑的肉质让人欲
罢不能； 油炸鱼酥脆的外皮和柔嫩的内里让人一尝
倾心。只需一口，这些美味佳肴就足以让人沉醉于流
水古镇的迷人风情之中，流连忘返。

古镇的老街上， 石板路两旁排列着古色古香的
店铺，售卖着各式各样的手工艺品和地道小吃。走在
这样的街道上，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个充满韵

味与故事的年代。这里的居民热情好客，总是以笑脸
迎接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用他们特有的方式讲
述着古镇的历史与传说。而每当夜幕降临，古镇又呈
现出另一番景象，灯火阑珊，星光点点，让人沉醉在
这份宁静与美好之中，不愿离去。 流水古镇，用它那
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游客前来探寻，成为一个让
人难以忘怀的地方。

流水古镇是安康的一张名片， 它不仅以其悠久
的历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吸引着四方来客， 更以其
独特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让人流连忘返。 古镇的
每一处风景，每一块石板，每一座古宅，都承载着历
史的记忆，诉说着古镇的故事。 这里的人们，用他们
的勤劳和智慧，守护着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让流水
古镇成为一个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方。 无论是漫步
在古镇的老街上，还是坐在河边的茶馆里品茶，都能
感受到古镇那份独特的韵味与魅力。流水古镇，这张
安康的风景名片，正以其独特的魅力，向世人展示着
它的美丽与传奇。

（指导老师：张丹）

乐山亲水，幸福安康，安康这片土地以其独特的魅力，
诉说着一段段关于自然与人文的和谐篇章。 山川壮丽，水色
空蒙，安康的山水风光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瀛湖碧波荡
漾，群山环抱，四季更迭中展现出不同的风姿，让人心旷神
怡，仿佛步入了一个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

安康民俗风情多姿多彩。 春节期间，每家每户都挂起彩
灯，街头，广场舞动龙狮，场面热闹非凡。 这些传统的节庆活
动不仅丰富了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 也让外来游客深刻体
验到安康人民的热情与好客。 端午节期间，龙舟赛和包粽子
的习俗更是将这份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现得淋漓尽致。 安康
的民俗之美，令人赞叹！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是安康文化宝库中的一颗耀
眼明珠。 汉调二黄、紫阳民歌等口口相传的艺术形式，承载
着安康人民代代相传的情感与智慧。 即便在现代化的洪流
中，它们依然光彩夺目，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 这就
是安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美！

农耕文化在这片土地上拥有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底

蕴。 在稻田中，农民们辛勤地劳作，遵循着世代传承的农耕
智慧，春种秋收的循环体现了自给自足的生活理念，这一理
念在这里得到了完美地体现。 那些传统的农具和耕作方法，
也成了展现安康农耕文明的重要窗口。 这就是安康的文化
之美！

提到美食，安康无疑是一个令人难以忘怀的地方。 蒸盆
子、炕炕馍、腊肉等具有地方特色的佳肴，以其独一无二的
风味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食客。 每一道美食背后，都蕴含
着安康人对食材的精心挑选以及对烹饪技艺的传承与创
新。 安康的美食，更是美不胜收！

随着时代的发展，安康也在不断地蜕变。 新农村建设
如火如荼 ，交通更加便捷 ，旅游业蓬勃发展 ，不仅改善了
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也让这片古老的土地焕发出了新的
生机与活力。 安康人民在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依然保持
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共同守护着这份来之不易的幸福与
安康。

（指导老师：张昕馨）

我的家乡安康，位于陕西省东南部的川、陕、鄂、渝交界
之处，宛如一颗隐匿于秦巴山脉与巴山之间的明珠。其独特
的地貌，南北高山对峙，河谷盆地镶嵌其中，在亚热带大陆
性季风气候的轻拂下，四季更迭分明，雨水丰沛，无霜期悠
长，尽显风光旖旎、百姓安乐的盛景。

这座素有 “小江南” 美誉的城市，美景如诗如画，信手拈
来。 潺潺溪流蜿蜒于葱郁田野之间，似灵动的丝带；浩荡江水
奔腾不息，古墙古楼傲然矗立，仿若岁月的守望者，皆令人心
驰神往，目不转睛。夕阳余晖洒落在江面上，波光粼粼，如碎金
铺陈。 两岸三三两两的船只静静停泊，行人沿江漫步，与夕阳
并肩同行，悠然自得。 夜幕降临，喧嚣渐起，取代了白日的静
谧。五彩斑斓的灯光映照江水，熠熠生辉。往来人群笑容满面，
欢声笑语交织，为小城增添了浓郁的烟火气息。 汉江，安康人
的母亲河，以其宽广胸怀、浩荡江水，奔腾向北京，滋养了一代
又一代勤劳善良的华夏儿女， 亦默默见证了无数历史的兴衰
荣辱，沧桑变迁。

漫步于安康古城墙， 古色古香的建筑诉说着往昔的故
事。 茶馆里，老人们围坐一起，品茶谈天，享受着悠闲的时
光。 街头巷尾，小吃摊贩的叫卖声此起彼伏，诱人的香味扑
鼻而来，让人忍不住驻足品尝。 夜幕下的安康，更是别有一

番风味。 古城墙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更加雄伟壮观。 江边
的夜市热闹非凡，各种特色小吃、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吸引
着八方游客前来游览。 安康，这座“小江南”，以其独特的魅
力，让每一个到访的人流连忘返，心中充满了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与追求。

踏入安康城， 晨曦微露之际， 便能看到老人们迎着朝
阳，吹着江风、精神矍铄地打着太极，一招一式尽显从容；青
年们活力四射，迈着矫健步伐晨跑；学生们身着整齐校服，
结伴而行，迈向知识的殿堂。江边公园中设施齐全的健身器
材，错落有致的绿化景观，无一不彰显出城市管理者对市民
健康生活的细心关怀与周到安排。 不同年龄段的市民在这
里活动，享受着大自然的美好与运动的乐趣。孩子们在家长
的陪伴下，在秋千上欢笑，滑梯上嬉戏，他们的笑声清脆悦
耳，为公园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力。

安康，恰似一首永远书写不完的诗篇，韵味悠长；一支
吟唱不尽的歌谣，动人心弦；一幅欣赏不厌的画卷，绚丽多
彩。 烟火气息与诗意韵味在这里完美交融，花开花谢，四季
轮回，而我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恰似那滔滔江水，绵延不绝，
深沉而炽热。

（指导老师：陈对平）

在秦巴腹地的怀抱中， 安康这座历史悠久、文
化底蕴深厚的城市，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丰富多
彩的民俗风情、精湛的民间艺术、独特的饮食文化
以及深邃的人文精神，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民俗
画卷。 我将带领大家走进我的家乡安康，领略其独
特的韵味。

安康，位于陕西省南部，北临秦岭，南接巴山，
汉水贯穿城市，塑造了其独特的地理风貌。 这样的
环境孕育了安康特有的地域文化。 这里的居民勤劳
而勇敢，擅长利用丰富的自然资源，发展了以茶叶、
蚕桑、中药材等为核心的特色农业产业。 同时，安康
还保留了深厚的农耕文明传统， 形成了朴实无华、
淳朴厚道的民风。

安康的传统节庆习俗丰富多彩， 充满地方特
色。 春节期间的舞龙舞狮、社火表演，热闹非凡，寓
意着吉祥如意、驱邪避害；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不仅
是对屈原爱国精神的传承， 也是安康人民团结协
作、奋勇向前的精神体现；中秋节的赏月、吃月饼，
则寄托了人们对家人团聚的深切思念。

安康的民间艺术种类繁多，异彩纷呈。 紫阳民
歌以其独特的唱腔、丰富的情感表达，被誉为“巴山
文化的瑰宝”；汉调二黄作为地方戏曲的代表，其唱
腔婉转、表演细腻，深受群众喜爱；还有剪纸、刺绣、
泥塑等民间手工艺，以其精美的工艺、独特的风格，
展现了安康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

安康的饮食文化同样别具一格。 这里盛产各种

山珍美味和优质农产品，为当地菜肴提供了丰富的
食材。 安康蒸面、紫阳富硒茶、旬阳八大件等特色美
食，不仅色香味俱佳，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
地方特色。 安康人讲究饮食的色香味形，追求食材
的本真味道，体现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自然的
敬畏。

安康的人文精神源远流长，其核心在于“和合”
二字。 安康人民崇尚和谐共生、和睦相处的生活方
式，这种精神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无论是
邻里之间的互帮互助，还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
处，都彰显了安康人民深厚的人文情怀和崇高的道
德追求。

安康，一个历史悠久、英才辈出的地方。 自古以
来，这里孕育了众多杰出的历史人物。 他们有的以
文韬武略闻名遐迩，有的则以崇高的道德品质传颂
千古。 这些历史名人的故事和精神，不仅为安康的
文化宝库增添了无价的财富，也为后世树立了耀眼
的典范。

在保持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安康也积极融入
现代文明。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
步，安康的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人们的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 在保持地方特色的基础上，安康还积极引
进外来文化和技术，促进了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这
种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为安康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动力。

（指导老师：张丹）

多彩画卷
汉滨初中枣园校区七年级 1 班 余贵龙

我与石泉面塑
汉滨初中年级九 11 班 冯晟城

汉调清音 古韵新声
汉滨初中七年级 31 班 汪梦夕

大美安康
汉滨初中七年级 8 班 杨子函

我眼中的家乡
汉滨初中七年级 31 班 胡育溥

流水古镇
汉滨初中七年级 31 班 刘耀鑫

美如“小江南”
汉滨初中枣园校区七年级 1 班 刘淑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