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浙江省杭州市江南实验学校
初二（810）班 张启莘

苏轼，一位千古传颂的
文学巨匠。他的一生充满
了传奇色彩。

若要走进苏轼的世界，
一本《诗酒趁年华：苏轼传》
不可或缺。这本书借苏轼
之眼再现了北宋王朝的风
云变幻，让我得以邂逅那个
时代里的天之骄子和芸芸
众生。通过这本书，我看到
了苏轼人生的三起三落，更
领略了他在困境面前乐观
豁达的心态，以及对信念和
理想的执着坚守——

良好的家庭氛围为苏
轼文学素养的养成提供了
良好的基础。20岁那年，他
初整衣冠赴京城，在众多才
子中脱颖而出，一举中第。
而后，结识了欧阳修、张方
平等恩师与曾布、章惇等挚
友，并与弟弟苏辙互相扶持
步入仕途，卷入王安石的熙
丰变法。

在命运的交织中，他成
为旧党领袖，为了黎民百姓
挺身而出，勇敢批判新法，
虽然因此触怒新党，遭受污
蔑和陷害，但他始终坚守信
念。最终，新党获胜，他先
后被贬至黄州、惠州、儋州，

历经重重风雨。即便如此，他从未向命运低头，
一直坚定前行。

在黄州大雨滂沱的日子里，众人奔走躲避，
唯苏轼怡然自得行在雨中。大雨落下，雨水打湿
了他的衣襟，雨滴落在石板路上，小小的水珠中
反射出一个小小的世界。也许，苏轼会俯下身
子，细细地看着水珠流淌，看一颗水珠和无数的
水珠融为一体，再流向远方；也许，苏轼用手捻过
叶子，任由水渍留在指尖，让水流淌过掌心；也
许，水珠反射出的世界中也有一位东坡，仕途顺
利，家人亲友在侧，此时正打伞在雨中谈笑；也
许，苏轼根本没有关注过水珠、桥与风，甚至也同
无数人般只是顾着躲雨；也许，根本就没有也许
……

无论怎样，“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
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这些诗句展现了苏轼的乐观与豁达。世人都说苏
轼是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但他实际上承受了许
多失意与痛苦。他用坚强与勇气为当时的仰慕者
与后辈中的敬仰者带来力量。时至今日，苏轼的
灵魂依然鲜活，闪耀着光芒。

苏子瞻用一生演绎了“海棠虽好不吟诗”的多
情、“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的悲苦、“老夫聊发少
年狂”的豪放、“一蓑烟雨任平生”的乐观。他用一
生留下岁月的印记，笔下勾勒眉山、
汴京、凤翔、杭州、黄州、儋州；留下
与苏辙、欧阳修、王弗、司马光、王安
石、秦观的交集。每一个地方，每一
个人，都是他人生中的一段故事。

读完《诗酒趁年华：苏轼传》，
我深深地被苏轼的人格魅力所折
服。我想，在生活中，我应该学习
苏轼的乐观豁达，勇敢地面对生活
中的挑战，迎着光明前行。

■ 河南省濮阳市实验中学
九年级（12）班 崔嘉澍

你好，九年级，你是每个学生眼中的“大关”，承
载着无数的期望和压力。在我眼里，你不仅是一个
挑战，更是一个机会。作为一名即将迈入九年级的
学生，我有两个心愿，希望你能帮我实现。

第一个心愿是我希望变得更加勤奋。常常，我
在书桌前，听到父母的叮咛，觉得自己像一只不安分
的猫，在学习和懒散之间徘徊。每当我看到父亲，他
那充满故事的眼神总让我想到他的奋斗历程。父亲
小时候，家中困顿，他在灯下刻苦读书，书桌上摆满
了他用心做的笔记。为了改变生活，他立下了雄心
壮志，并用一颗坚定的心实现了梦想。成为村里为

数不多的大学生之一后，他投身教育事业，成为一名
人民教师，如今仍旧兢兢业业地努力工作。以父亲
为榜样，会让我觉得自己还没有尽全力，我时常感到
惭愧。我希望能像他那样，设定一个明确的目标，并
为之不懈奋斗。九年级，你觉得我能坚持下去吗？
我希望能在这一年里找到那份坚韧和毅力。

第二个心愿是我希望在学习之余能够管理好时
间，保持身体健康。“学习先是体力活，才是脑力活。”
这句话对我意义重大。从小，我就沉浸在足球和篮
球的快乐中，周末的球场上，总是能看到我挥汗如雨
的身影。那些激烈的比赛，不仅让我学会了团队合
作，也锻炼了我的意志力。然而，当课业压力逐渐增
加时，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抽出时间去运动。记
得有一次，我在书桌旁拼命做作业，窗外的篮球场上

传来阵阵欢笑声。我看到那些球员们拼搏的身影，
心里既羡慕又惋惜。为了不让学习占据我所有的时
间，我决定学会管理时间，利用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
碎片时间，提高学习效率，并留出时间来锻炼身体，
保持健康。九年级，你看好我吗？我希望在这一年
里，能成为一个自律而高效的自己。

我满怀期待地迎接你，九年级。我决心改掉拖
延的坏习惯，正如电影《功夫熊猫》中的一句台词所
说：“过去是段历史，未来是个谜团，但今天是上天赠
送给你的礼物，要像珍惜礼物一样珍惜当下。”我定
当珍惜时间，希望我们能共同度过充实而欢乐的一
年，迎接每一个挑战，收获每一份成长。你好，九年
级，我准备好了。

指导教师：李茹

秋
■ 黑龙江省海伦市红光农场学校

六年级（1）班 刘昕玲

落叶飘零散乱

为世间守住了

秋的尊严

枫叶，与我隔空相望

是山野的红晕

像一只红蝴蝶

华贵地飞舞

心也被烧得热

就仿佛歌曲

在耳边回荡

你好，九年级

《你好，九年级》呈现给读者一个自信、乐观、向上的准九年级学生
形象。作者在文中表达了希望自己在九年级能够“找到那份坚韧和毅
力”、能够做到“自律而高效”两个美好的愿望。本文可以说是作者的一
首自勉歌，也是作者赠送给读者的一首奋进曲。

作者通过与九年级对话的形式表达心声，角度独特，形式较为新颖。
文章运用了对比的写法，把自己和稳步前行的父亲、球场拼搏的球

员进行对比，凸显了对方的优点，明确了自己需要改进的方向，较好地
表达了作者改变自己、约束自己、激励自己的愿望。

小作者的语言自然、流畅、质朴，没有华丽的辞藻，也没有故作高深
的言论，只是一场娓娓而谈的对话。这种语言具有亲和力，也符合题目
的要求，符合学生的口吻。

李宝山，黑龙江省海伦市红光农场学校

语文教师，高级教师。曾获黑龙江省农垦总

局优秀教学成绩奖，多次获得优秀教师、德

育先进个人、劳模等荣誉称号。在《工人日

报》《黑龙江日报》《黑龙江教育》等报刊发表

学术文章、文学作品，指导学生发表多篇作

文。有关事迹被《黑龙江教育》《中学语文教

学参考》等报刊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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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子瞻用一生演绎了“海棠虽
好不吟诗”的多情、“千里孤坟，无
处话凄凉”的悲苦、“老夫聊发少年
狂”的豪放、“一蓑烟雨任平生”的
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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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艺之旅

艺术并不遥远，它存在于日复一日的动作里，长存于每个坚守的人心中，长存于

每双对艺术怀有热爱与期待的眼中……

■ 北京市十一学校高一语文（9）班 张晗钰

穿越层层起伏的山脉，循着如雪的白云前行，我千里
迢迢来到大理，只为体验那传统而神秘的民间艺术——
扎染。

迈入小院时，细雨飘洒，微风撩动院子正中垂挂的蓝
白相间的染布。店主是一位老婆婆，邀我进屋坐下。屋
内多是木制家具，清淡的香气在各色染布之间弥漫。察
觉到我好奇的目光，阿婆说道：“这些都是我染的，你看
看，有没有喜欢的图案。”

选好图案，阿婆领我来到矮凳前。洁白的布铺展在
长长的木桌上，我与阿婆相对而坐。阿婆在布条上勾勒
出图案的轮廓，拾起布条，缝给我看：“像这样，顺着这条
线往下缝，有不会的或者缝完了这条叫我就好。”她的动
作干净利落，我接过布条，手指抚摸着那针脚构成的紧密
流畅的线条，心里暗自惊叹。

拿起针，我学着阿婆的动作去缝。然而，针线在我手
里却全无乖巧的样子，不过几针便缠绕扭打在一起，将针
脚带得粗糙而混乱。我求助似的望向阿婆，阿婆和蔼地
笑了，将布条接过去：“没事的，刚开始这样很正常，你看
呀，每一针之间要隔半个小指甲盖那么长，这一针下去后
要从上面绕过来……”

我再次看向阿婆。她看上去比我祖母还要年长一
些，灰白的头发被一条淡蓝色的方巾包裹住。她面容慈
祥，专注的目光凝视着针尖。针脚紧密相连，却不杂乱，
阿婆时而将针尖紧紧压在布上，时而抬起手扯出一条银
丝，一针扣着一针，在指尖翻飞中织就一条平顺的线。刚
刚我缝针时几次不小心戳到了手，阿婆动作如此娴熟，必
定是重复做过千百万遍，一定也曾不慎戳伤过手吧？我
将目光移过去，阿婆的手在穿针引线的动作中模糊不清，
只有几道深深的勒痕映入眼帘。

我接过布条，认真地继续缝着。空气安静而缓慢地
流动，雨声点点。

很快，我意识到那些勒痕是如何形成的。缝好大致
的图案后，需要将布的四个角和中心用线捆住，以免染
色。阿婆拉长线，紧紧地绕过布料，勒痕或许就是一次次

用力留下的印记。我再次环顾四周，这一匹匹美丽的染
布，是否都在这勒痕下产生？

捆好线后，阿婆带我走到院中，院子的角落停着几口
染缸。小雨已悄悄停了，微风吹拂。我选好颜色，阿婆便
将布浸入青蓝色的染缸。不一会儿，布条被捞起，进行揉
搓。她手法娴熟，布条在她手里展开又收缩，青蓝色的颜
料染透了布，也染透了阿婆的手。最后再次浸泡，阿婆将
布团扔进一个形如瓦缸的机器，机器旋转着运作，小小的
布团跳跃着。

在等待的时间里，我问阿婆：“您一直在这边做扎染
吗？”阿婆笑道：“是啊，我是本地人，小时候祖母教会了我
如何做，我就留在这里，想把扎染一直做下去。”我问道：

“这里还是有些偏远了，您没想过搬去城里住吗？”机器的
轰鸣声中，阿婆讲道：“搬到城里，这几口大染缸没法一起
搬过去嘛，我放不下扎染，就留在这里了，想着如果有人
愿意来学，还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扎染。不过，这些年越发
少有人来了……”她的笑意淡了下去，又拍拍我的手说：

“时间差不多了，来看看你做的。”
我展开布团。此时阴云已完全消退，暖阳倾斜在半

干的淡蓝染布上，华美异常。我感叹道：“太美了……阿
婆，您做的每一匹染布都好像艺术品啊。”阿婆笑道：“我
不是艺术家，哪里做得出艺术品？”

我握紧阿婆的手，心中默默回答：不，艺术不仅属于
艺术家，那些倾注了热爱与时间的作品，怎么不是艺术
品呢？

阿婆的手指粗糙，手掌布满线的勒痕，这些勒痕里填
满了青蓝的燃料，艺术的美在其中缓缓流淌。扎染艺术
源于千百次的磨炼，每一处针脚与伤口、每一道捆线与勒
痕、在缸里浸染的时光与阿婆坚守不懈的信念，共同绘就
了这一幅永不褪色的艺术画卷。

临走时，我对阿婆说，若下次游至大理，定会再次找
她学做扎染。

艺术并不遥远，它存在于日复一日的动作里，长存于
每个坚守的人心中，长存于每双对艺术怀有热爱与期待
的眼中。

指导教师：雷其坤

■ 北京市宣武师范学校附属第一小学五年级（16）班 罗漫希

爸爸每次从外地出差回来，都会给我带礼物。有时是玩具，有时
是好吃的，有时是当地特产。最近，爸爸去了福建的一个叫作东山的
地方，给我带回来一本名为《谷文昌》的书。拿到书后，我便迫不及待
地开始阅读。这本书不同于我以前读过的童话故事、名著和小说，而
是一本描写真人真事的长篇报告文学。一开始，我觉得缺少趣味，但
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我慢慢被谷文昌书记的事迹所吸引。

通过这本书，我了解了谷文昌书记一生的经历。印象最深的是，
当中国共产党来到他的家乡时，他毫不犹豫地跟着党组织走，后来成
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并随着党的队伍向南挺进，解放了“天无三日
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穷乡僻壤——福建东山岛。

谷书记来到东山后，发现这里因为风沙太大，种不了庄稼，人们只
好四处乞讨，他从此便立下誓言：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虽
然最初带领大家筑堤拦沙、种草固沙、造林防沙都没有成功，但谷书记
没有放弃，和技术人员一起分析失败的原因，并通过不懈努力继续寻
找新的办法。终于，在找到一种可以燃烧的泥土后，谷书记得到启示：
东山曾经有郁郁葱葱的树木，东山可以种树！有了坚定的信心后，谷
书记开始日复一日地寻找树种，最终在一个沙丘旁发现一株长得不错
的木麻黄。他将之视作东山的“救星”，不顾自己患有肺病和胃病，为
了“百姓圆梦”，与东山的党员群众一起采种、育种、造林，终于把东山
岛这只土黄色的“蝴蝶”变成了绿色的“蝴蝶”。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平时学习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知识，了解
了雷锋、董存瑞、邱少云、黄继光等优秀共产党员的事迹。这次通过
阅读《谷文昌》，我又了解了一位时时为人民群众着想、处处坚持实
事求是办事的好书记，他百折不挠的意志和人民至上、不达目的不
罢休的精神令我深受感动。通过谷书记，我还想到了在我身边的许
多共产党员，他们和谷书记一样，都展现着共产党员的品质——我
的班主任刘老师对待工作兢兢业业，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在学生身
上，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学生；我的爸爸用了近三年时间去河
北一个贫穷落后的小山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为村里和村民做了
很多好事，村民都舍不得他离开；我的妈妈在新冠疫情期间，每天去
社区和小区当防疫志愿者，回到家中嗓子哑了，话都说不出来，第二
天还是义无反顾地出门……

原来，“共产党员”是闪闪发光的符号，是驱除黑暗的明灯，是出
类拔萃的群体，是甘于奉献的精神。

希望有机会我也能去一次福建东山，亲眼看一看书里描写的各
种场景，亲自走一走谷文昌书记曾经走过的道路，与这只“绿蝴蝶”
来一次亲密接触。 指导教师：刘家伟

希望有机会我也能去一次福建东山，亲自

走一走谷文昌书记曾经走过的道路，与这只

“绿蝴蝶”来一次亲密接触……

“绿蝴蝶”的奇迹

过去是段历史，未来是个谜团，但今天是上天赠

送给你的礼物，要像珍惜礼物一样珍惜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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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文昌》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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