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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谣
三迪中学八（16）班 蔡佳轩   

它是一曲民谣，从远方的
黄河奔来，化作一条溪流，在我
的故乡传唱…… 

指尖拨动琴弦，我在驿道
边伫立，湿润的泥土亲吻我的
脚掌，就在十字支架下的猕猴
桃地。永远的风儿、永远的沙
儿，林中的布谷鸟，不变的还有
那雨后地衣。一个老头挑着扁
担从我身边走过，吱呀吱呀地
唱着一段民谣…… 

它是屋外的水井，苍茫天
空下的孤独电缆。黑燕惊起掠
我耳畔，是落雨时节，穿行似
箭，似那盘旋的落叶，它们在唱
着一曲民谣，话里话外问我的
归期，它们想让我回来。 

公路旁的墙壁画满涂鸦，
樱桃画得甜美，娃娃画得水灵，

仿佛又到了丰收时节。“褒斜古
道美啊，齐镇樱桃甜！”姥爷推
着斑驳的自行车驼着背走过，
他刚刚在地里收获了五根玉
米，看到我的身影，孩子似的拨
了拨自行车手把上的铃铛，憨
笑着。儿时总吃不惯老玉米，喜
欢吃水果玉米，如今已经爱上
这美味。告诉姥爷让他先回吧，
若我多说，姥爷又要骑车到镇
上去买水果玉米了…… 

这座小城很小，我们总是
相遇。偶尔驶过的公交车惊起枝
头小憩的麻雀，我上了车，此行
却没有目的地。窗外高架桥上
驶过绿皮火车，之后是耸立的高
楼。绿树成荫，春暖花开，此起彼
伏的歌谣悠远，黄昏降临了。匆
匆的乘客带着平实的表情，我们

的生活就像日历一样翻过，这叫
“过日子”，上了学，结了婚，找一
份工作，组成新的家庭，再享天
伦之乐，终有一日，归于永恒，日
子便也过完了。今日的黄昏会
转瞬即逝，就像每个黄昏，但当
民谣唱响的时候，我们会遗忘，
我们会虚度。“少年不识愁滋
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
新词强说愁。”在那漆黑如墨的
夏夜，我曾被繁星点点温柔拥
入梦乡，而今，我仅在一颗孤星
的守望下编织梦境，于这昏黄
沉寂的夜中，不过梦境依旧绚
烂如花。夜色以它独有的柔情
包裹着我，微风也似老友般亲昵
地拂过。 

我不会横越南下的秦岭。
也许在遥远的未来，我会远行，

可老话说得好，陕西人是恋家
的。所以我还会回来，回到院
子，看看你，故乡的模样。院中
老 树 算 是“ 新 青 年 ”，今 年 也
十七八了，它可比我年轻、比我
壮实。只是，还没机会打落山核
桃，或是采下一株花呢。布谷鸟
也是好样的，它们一叫我就知
道，我还在这片土地。 

我深爱着这片土地，这里
存着我的回忆。每每踩着黄土，
就连脚底也生出亲切。长河因
为流淌而纯粹，它的无声倾泻，
好似亦是它一生波涛汹涌的情
节。林中蝉鸣重重叠起，远处传
来老妇的吆喝，黄昏笼罩了大
地，天空的尽头也披上了一层
紫色的霞晕。那老头唱的不是
兰花花，而是那秋收的猕猴桃、
晚归的孩子、坚实的土地，还有
远方的无尽田野…… 

我也愿意继续歌唱，我亲
爱的故乡。 

（指导老师 邓筠） 

风骨
凤县中学高一（6）班 王宇航

我是谁？这已不重要了，只
记得人们都叫我淮安，那我便是
孙淮安吧！

我出生于大唐，那个歌舞升
平的盛世大唐，也幸得沾了几分
盛世的贵气，写得一手好字，勉
强能舞几下刀剑，便做了一个叫
颜真卿的青年官员的侍从。

大唐虽然繁华，却也岌岌
可危。“安禄山自范阳起兵叛
乱，已连克数郡。”短短的一封
军报，在长安掀起了轩然大波，
震碎了所有人的迷梦。先前战
无不胜的大唐虎师，面对叛军
竟一触即溃。

叛军起兵时，我与颜公尚在
平原郡蜗居。知晓叛乱的消息，
颜公勃然大怒，丝毫不惧。此时
叛军势力正盛，颜公悍然竖起平
叛的大旗。我没有丝毫诧异，跟
随颜公这么多年，从长安到如今
的平原郡，早已清楚他的骨头比
钢铁还要硬，似乎世上的事还没
有能让他害怕的。叛军所到之
处，当地守军无不望风而逃，但
还是有人一直在坚守，这便是河

北颜族。
常山郡守颜杲卿以微弱的

势力起兵反贼，在兵败后痛骂
安禄山，纵使舌头被割也不停
止。颜家满门忠烈，三十余口尽
数被杀，却无一人向反贼低头。
我还记得，颜公在得知此消息
后，彻夜未眠，眼中布满血丝，
即使这样也没有退缩，反而命
我切勿将此事传出去，以免动
摇抗敌的军心。

从那天起，颜公就很少说
话，他依旧亲自主持城防、安
抚 民 心，一 切 仿 佛 都 是 那 样
平静……

乾元元年的一天，颜公看
着案上摆放的头颅——他的
侄子颜季明的头颅！麾下众
将领有的不安、有的慌乱、有的
愤怒，人心惶惶。颜公平静地开
口，“贼人黔驴技穷，拿着不知

从何处捡来的头颅，便想乱我
军心，当真可笑！来人，把这头
颅给我扔了……”他说这话时
身体有些颤抖，所幸将领们没
看出端倪，军心勉强安定。

当天夜里，颜公独自离开军
营，找回了那个匣子，私下放于
内宅。次日黎明，我照例来书房，
但见颜公瘫坐在地上，哪还有昔
日的仪容！毛笔散落一地，案牍
上赫然放着一幅字，凌乱中不失
飘逸，苍劲中透露风骨，字字泣
血，令人动容。“……宗庙瑚琏，
阶庭兰玉，每慰人心。方期戬谷，
何图逆贼开衅……仁兄爱我，俾
尔传言……孤城围逼，父陷子
死，巢倾卵覆……”这便是后来
的《祭侄文稿》。  

我本也是喜写书法之人，自
觉不差，但面对眼前的文稿，顿
觉与颜公毫无可比之处。颜公平

日字迹神采飞动，笔势雄奇，姿
态横生，尽得自然之妙。今日他
藏悲愤于心底，又倾泻于笔端，
字字见奇，笔笔遒劲，透出忠烈
之气。透过它，我感受到了颜公
心中的道义，透过它，我看到了
铁血柔情、忠贞刚烈……

往日，颜公对我多有指点，
他说，书法之道不在其形，而在
其身，人正则字正，写下的不只
是字，更是风骨！那时，我对此
语一知半解，直到今日看见这幅
字，才真正领会到书法的意蕴，
书法不只是一门艺术，更代表了
一个人的气节。

颜公的《祭侄文稿》，后世
称为“天下第二行书”，写此稿
时，颜公悲愤激昂，英烈之气，行
于笔端。这稿，可谓一半是血泪，
一半是风骨！

（指导老师 康建平） 

明月千里寄相思
陈仓区虢镇初级中学九（17）班 贾雷扬

赏月，是中华民族一项
悠久的习俗。中秋佳节，举
目远眺，那高悬在夜空中的
明月，千百年来也凝视着饱
含深情的人。小时候，中秋
节在乡村赏月，夜色清朗，
如同白昼般明亮，年幼的我
吟唱着“小时不识月，呼作
白玉盘”的诗句，眼睛却在
月亮的暗影里寻找嫦娥与
玉兔的影子，幻想着一个个
美丽的故事。在城里赏月，
又是另一种体验了。

华灯初上，告别父母，
拿上一块月饼，匆匆来到楼
下找月亮。小区里栋栋高楼
星罗棋布，路灯的亮光照得
到处都亮亮的，一颗星星也
找不到，月亮也躲起来了。

抬起头，四处张望，深
蓝色的天空飘着几大块深
灰色的云朵，将月亮遮挡得
严严实实。忽然，一块云朵
的一边像是被散发着黄色
光线的手电筒照亮了，透
出闪闪的亮光，雾霭弥漫，
氤氲四起，附近云彩飘动。
黄晕越来越大，突然，皎洁
的月亮从云层里跳了出来，
黄亮黄亮的，露出妩媚的身
姿，散发出迷人的风采，四
周绕着一层薄薄的雾霭，平
添了几分神秘的气息。

我举起月饼，发现月饼
和月亮圆得出奇地一致。咬

一口月饼，一股独特的饼香
充斥舌尖，节日的氛围弥漫
整个夜空。我想，嫦娥此刻
或许也在尽情欢歌炫舞吧。

在月光下，我领悟到了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的浓浓乡愁，体会到了“露
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
丝丝眷恋，理解了“小时不
识月，呼作白玉盘”的懵懂
可爱，感受到了“举杯邀明
月，对影成三人”的平淡孤
寂，惊叹于“海上生明月，天
涯共此时”的博大宽广，顿
悟到了“但愿人长久，千里
共婵娟”的幸福美好……

时间在默默流逝，但月
亮所表达的情感却亘古不
变。即使我们“独在异乡为
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也
可以像古人那样，做到“我
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
郎西”。如果你客居他乡，遥
望澄澈的月光，相信月光也
能将心中美好的情感传递
出去。而现在，我们可以一
边赏月，一边通过电话、微
信等方式第一时间与家人
朋友共叙离愁。

月亮高悬于空中，无私
地将光亮洒向大地。月亮虽

“小”，却载得起千年厚重的
历史 ；月光虽弱，却足以传
承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家
国情怀。

每个人心中都有梦，
有梦就不怕痛，有梦就有
远方。

我喜欢窗花。每年春
节，老奶奶和大姐姐们剪窗
花时，我都会凑上前去细细
观看。她们的手，如艺术家
的画笔，先用指尖轻轻摩挲
着张张红纸，仿佛在感受纸
张的温度和纹理。之后手腕
轻盈抬起，剪刀在空中划出
一道优雅的弧线，仿佛在跳
舞。每一次剪裁，都像是在
和纸张进行对话，那剪刀落
下时的“嚓嚓”声，像是一首
无声的诗歌。没多久，纸上
就会出现美丽的图案。那
时，我的心里就埋下了一颗
梦想的种子。

长大后，剪纸成为我最
擅长的一项技能。一次，老
师让我报名参加剪纸大赛，
刚开始我信心十足，可当我
看到同伴们的作品时，我却
没有了自信。我剪来剪去，
无非是“喜鹊登梅”“连年有
余”这几个传统纹样，会剪
的人很多，我的作品并不出
众，获奖的概率也不高。我
心急如焚，只能没日没夜地
练习，手上磨出了许多红红
的水泡，有的地方水泡破
了，疼得要命。可这一切努
力并没有效果，我的剪纸技
能止步不前，文化课也因此
耽误不少，我觉得自己失败
无能，内心分外迷茫。

寂静夜晚，令人静思
默想，望着星空，我的思绪
飘向了远方。如今，喜爱剪
纸者少，我还有没有必要
坚持自己的爱好？我的剪
纸技艺并不突出，是否适

合继续学习剪纸？我的学
习成绩也有点退步，是不
是该放弃了？…… 

爸 爸 看 到 我 失 落 的
样子，走到我身边说 ：“行
路难啊！”说罢，他又拍了
拍我的肩膀，“你要相信自
己！”这时，我脑海里忽地
闪出“长风破浪会有时，直
挂云帆济沧海”这句诗，对
呀，我可不能轻言失败，毕
竟，我爱了剪纸这门艺术
那么多年。我想我之所以
剪不好，是因为心态浮躁，

“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
不能治性。”于是，我重新
振作起来。

第二天，我向老师请
教，老 师 鼓 励 我 ：“ 每 个
人的追梦之路都会遇到挫
折，这很正常，不必气馁，
你应改变你的剪纸思路，
融 入 新 元 素 会 更 好。”对
啊，传统文化也需要与时
俱进，加入时代因素一定
更吸引人！美哉！

我静下心来，构思画
图，再拿起剪刀，剪刀在红
纸上落下，如清风流水，缓
而不慢、迅而不急。小纸片
雪花般纷纷落下，轻微的

“咔嚓声”像一曲优美的乐
歌。这一次，我创作了一幅
题为《农家人的网络生活》
的作品，融入现代元素，记
录美好生活。

获奖后，我思考着，剪
纸承载着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需要我们年轻一代去传
承、去弘扬，我想让更多的
人爱上剪纸，感受到传统文
化的魅力。

（指导老师 杨永宁）

诗词做我木兰舟  

新建路中学八（17）班 刘曦彤 

我爱诗词，爱那“关关雎
鸠，在河之洲”的《诗经》，爱那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岳阳
楼记》，爱那“梅子金黄杏子肥，
麦花雪白菜花稀”的田园生活。
诗词做我木兰舟，撑篙而上，我
在诗词的海洋中遨游。泛舟湖
上，我品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
厚重沉淀。 

一 撑 篙，那 宋 词 温 婉 含
蓄。读 柳 永 的“ 寒 蝉 凄 切，对
长 亭 晚，骤 雨 初 歇 ”，读 李 清
照 的“ 倚 门 回 首，却 把 青 梅
嗅 ”。柳 永 与 爱 人 相 别，这 一
去，不知何时才能相见，他的
悲伤仿佛穿越了千古时光，流
到了我心中。金黄的阳光下，

顽皮的少女因为客人的到来
而 惊 慌，没 穿 鞋 子 就 跑 了 出
去。但 是 却 担 心 那 落 下 的 金
钗，假装回首闻嗅着青梅。诗
词做我木兰舟，穿梭在历史长
河中，诗词连接着昨天、今天
和明天。 

二撑篙，“野径云俱黑，江
船火独明。”不知这黑夜中的一
丝亮光，是否也给了杜甫心灵
慰藉。夜色如墨，渔火独明，显
得更加幽寂，可那一丝光亮不

也是希望的光芒吗？诗词做我
木兰舟，这木兰舟上承载的，不
就是那千千万万文人墨客的喜
怒哀愁吗？读他们的诗句，我
们仿佛仍能窥见千百年前他们
的心声。 

三撑篙，读苏轼的豪迈，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
孙郎。”霜了鬓角的他，戎装上
马，意气风发，仿佛回到了十
几年前。诗词做我木兰舟，我
读他的乐观豁达。“回首向来

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
晴。”一丛翠绿、一抹暖黄，向
雨而行，坦荡无畏，好一个百
折不挠的苏东坡。诗词陪着他
渡过浮沉的宦海，也清理了他
繁杂的内心。 

我爱诗词，爱它的豪放大
气，爱它的情感细腻，爱它带我
看遍祖国的大好河山。诗词做
我木兰舟，我知道，我定会乘着
这舟越走越远。 

（指导老师 张彩萍）

乘文化之舟远行
诗词的海洋里，我们泛舟

遨游，故乡的民谣，唤醒你我
对故土深深的眷恋。阅读本期

《新苗》的 5 篇佳作，我们仿佛
搭乘着一艘艘满载文化精髓
的舟船，穿越时空的长廊领略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与独特
魅力。

跟随颜真卿的足迹，我们
见证了书法不仅是技艺的展
现，更是忠烈气节与家国情怀
的传承。《祭侄文稿》的字里行
间，流淌的是颜公对侄儿的深
切哀悼，更是大唐忠臣义士风

骨的体现。这不仅是文化的传
承，更是精神的接力。

中秋赏月的习俗背后，是
中华儿女对家的深深眷恋与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月亮，作为古
今诗人笔下共同的意象，承载
着无数游子对故乡的思念与对
亲人的牵挂，也让我们读懂了
诗词歌赋中蕴含的深厚文化底
蕴与家国情怀。

剪纸艺术的探索之旅，让
人看到了传统文化在现代社
会的传承与创新。从最初的模
仿到后来的思考与创新，都凝

聚着小作者对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与对梦想的执着追求。这
不仅是对技艺的磨砺，更是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与
发展。

从《诗经》的清新脱俗到宋
词的温婉含蓄，从唐诗的豪迈
大气到元曲的通俗易懂，每一
首诗、每一首词都承载着历史
的记忆与文化的精髓。它们如
同一艘小舟，引领我们穿越时
空，感受古代文人的喜怒哀乐
与家国情怀。

那首民谣的传唱，仿佛让
我们回到了那充满回忆与温情
的故乡。无论是黄河的奔腾还
是秦岭的巍峨，无论是老树的
繁茂还是布谷鸟的啼鸣，都诉
说着这片土地的传奇。乘文化
之舟远行，收获的不仅是知识
的积累与视野的拓宽，更是心
灵的滋养与精神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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