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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山川湖海不仅仅是自然的杰作，更是人类情感与智慧
的镜像，文化与哲思的沃土。而在浙南大地上，青田以其独特的生命
之光绽放着令人叹为观止的美。

在青田这片古老而神秘的土地上，山与水的故事编织着吴越文化
的丰韵与深意，成为了人类审美观念、哲学思想与文学创作中不可或
缺的元素。从石门洞的云烟缭绕到金鸡山的巍峨俊秀，从瓯江的滔滔
不绝到小溪的潺潺流水，每一处景致都是大自然与人类共同创作的杰
作，无不诉说着关于青田山水力量与和谐的古老传说。

在古中国，山不仅仅是大地的脊梁，更是文化的象征。浙南被群
山环绕，自此每一寸土地都与“江南”的预设渐行渐远。而青田的另一
面，以粗粝和原始的浪漫，看以金鸡山的壮丽和威严为代表，每一座山
都承载着不同的文化寓意和精神象征。金鸡山的奇秀景观，展示了自
然界的神奇，引人深思大自然的创造力，更是以独特的自然景观而闻
名。冬日金鸡山的雾凇让人仿佛置身于画卷之中。石门洞与刘基的
传奇故事显得格外庄重神秘；体现了人与自然、天地之间的和谐共存。
而水，作为生命之源，其流动性和柔韧性在中国文化中有着丰富的象
征意义。从瓯江的壮阔到小桥流水的秀丽，水的形态多样，象征着生
命的力量和变化无常的命运。古人常以水喻人生，如杜甫的“江水流
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不仅描绘了一幅美丽的江水月夜图，也
寓意着人生的无常和岁月的流逝。

将山的静与水的动结合起来，我们得到了一种独特的“力与韵”。
山给人以沉稳、坚韧的力量感；水则以其绵延不绝、灵动多变给人以生
命的活力和灵魂的慰藉。

在快速变迁的社会里，山水的诗意存在提醒我们，要珍惜那些能
够激发心灵共鸣、引发深思的瞬间。让我们以山的坚韧与水的灵动，
作为心灵的指南，不仅追求物质文明的繁荣，也不忘心灵的滋养与自
然的和谐。在未来的征途上，让山水的“力与韵”成为我们青田学子的
灵魂之光，照亮前行的道路，温暖每一个追梦人的心房，共同绘制一幅
和谐共生、美丽可持续的未来画卷。

指导老师：赵小芬

青田山水的“力与韵”
高湖镇小五年级 陈思羽

一山有一山的巍峨，青田有青田的特色。
——题记

在中国广袤的版图上，有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浙南的青山绿水
之间，那便是青田县。这里不仅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闻名遐迩，更以
其深厚的人文底蕴和浓厚的爱乡情怀，让每一个踏上这片土地的人都
能深刻感受到那份独特的温情与魅力。

青田县，一个名字里就蕴含着青翠与希望的地方，自古以来便是
文人墨客笔下的常客。这里的山，层峦叠嶂，云雾缭绕，仿佛是大自然
最精致的画卷；这里的水，清澈见底，潺潺流淌，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
青田儿女。然而，比自然风光更动人的，是青田人那份对家乡的深情
厚谊和不懈追求。

青田，被誉为“石雕之乡”，这里的石雕艺术源远流长，技艺精湛，
每一件作品都凝聚着匠人的心血与智慧，更承载着青田人对美的追求
和对生活的热爱。走在青田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形态各异、栩栩如
生的石雕作品，它们不仅是装饰品，更是青田文化的象征，让每一个外
来者都能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和艺术氛围。这份对传统文化
的坚守与传承，正是青田人爱乡之情的生动体现。

除了石雕艺术，青田还是著名的侨乡。历史上，无数青田人背井
离乡，远赴重洋，用勤劳和智慧在海外闯出了一片天地。但他们从未
忘记自己的根在哪里，无论走到哪里，心中那份对家乡的眷恋始终如
一。每当佳节来临，或是事业有成之时，他们总会带着对家乡的思念
和贡献，回到这片养育他们的土地，投资兴业，回馈桑梓。这种跨越千
山万水的爱乡之情，成为了青田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青田的美，还在于它那份淳朴的民风。在这里，邻里之间和睦相
处，互相帮助，形成了一种温馨和谐的社区氛围。每当夜幕降临，村头
的老槐树下总会聚集着一群群聊天的老人，他们的笑声和话语中充满
了对生活的满足和对未来的期许。这种简单而纯粹的幸福，正是青田
人爱乡之情的真实写照。

总之，青田县以其独特的自然风光、深厚的文化底蕴、精湛的石雕
艺术和浓厚的爱乡情怀，构成了一幅幅动人心魄的画卷。在这里，每
一块石头都讲述着故事，每一条河流都流淌着情感，每一个青田人都
用自己的方式表达着对家乡的热爱与依恋。青田，这片充满希望的土
地，正以其独有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前来探寻、感受那份来自
心底的爱与温暖。

指导老师：徐赛君

青田之色
伯温中学七年级 蒋雨诺

倘若他们是一朵朵星光，那我便是折射他们的光亮的一湾潮水。
——题记

原本这儿没有这一湾江水。人们都说是一个雷电交加，夜晚倾盆
的大雨不停地下着，地壳也调皮地运动着。渐渐的，一条裂缝捧着雨
水，拢着溪水，汇成了一湾壮阔的江水。

我撑着一把雨伞，在高地上望着雨中波涛汹涌的钱塘江，脑中浮
现了的这个故事。但心中又随即生出一种想法：或许，当年他们就算
遇到再困难的事，望见这样的钱塘江后，受到鼓舞怕也不止这一点吧！
是啊，他们在历史征程的路上丝毫不停，而我在逐潮的过程中又怎能
气馁而不复前行？

那一刻，我暗自下定决心：我的梦不能只仅仅是实现外表的成长，
也要完成精神上的华丽转身！

日升，月落，潮起，为梦而行！
无数个白日里，好几盏日光下。我奋笔疾书的样子，似乎早已不

再突兀了，而是渐渐融入了集体努力奋斗的浪潮里，一次又一次地拍
打着河岸，争取着每一次让一小滴水花落到遥不可及的岸边，每一次
都蓄满了不可思议的巨大能量。

我不会感到疲倦，甚至不敢感到疲倦。一个个挥动笔刷的身影，
不敢让人停歇，一则则鼓舞人心的故事，不敢让人止步。我若停了，他
们的精有何人来承接？他们的神又有谁来发扬？我又怎能对得起那
些化为滴滴钱塘江水的英灵？水分子要氢分子与氧分子紧密结合，才
能有资格幻化出一丝生命，而如今紧密的我们，又怎能放弃呢？

我便如此坚持着带着钱塘江的不朽精神稳步前行！但，又怎能抵
得住月升，日落，潮退，困阻而顿？

我曾说我终成一湾潮水，折射先辈们的不朽光辉。可不止一个人
说我傻，笑我痴，质疑我同会尘埃般又能折射出什么？我不止一次的
被击败了，他们就同线虫般侵入我的脑袋，控制我的神经，使疑惑一直
在我脑中盘旋，连心都被搅得七零八落。此时的我仿佛身处黑暗，连
唯一的烛火也被阴风吹散。我急切地需要更大的、更多的光明。但失
望总比希望多，我曾一度想抛出这蜡烛，就永远身处黑暗便可。

可每当我看到那些年轻的支教老师，将青春无悔地灌溉于那片渴
望知识的土地，他们或许只待了一阵子，可孩子们便记了他们一辈
子。他们也曾吃了不少苦，也曾无数次处于同我一般的境地，可他们
为什么无悔，因为他们是一湾充满力量与生机的潮水，总是要去折射
那些令人感动的光明！

于是！天明，难消，潮涌，奔跑着逐梦飞行！
我开始不再吝啬于抛洒青春活力与热情，“百里闻雷震，鸣弦暂辍

弹”的钱塘江伴我，同我，随我在时光里书写无悔奋斗的青春。我时儿
而穿着红色的小马甲，穿梭于人群，我时而带锃亮的团徽，在活动室中
积极讨论，时而在舞台上宣传着我与红色与革命的故事。

有人说，这便是青春如潮，有生命，有力量，有色彩，并不负光阴！
有人说好一个安塞腰鼓，那我便说好一个青春如潮！
潮是什么？潮是会有力的击打河岸，会是有无限力量的一往无

前。潮是壮阔的，是有韵律的：一点一点击打出生命的节奏。潮是美
的，是最应当成为一种比喻的！

难怪青春如潮。江总会有暗流涌动，遭受阻碍，可正是这些力量
在赋予潮前行拍岸的动力。青春力量是多么的大，潮又是多么的磅
礴，潮怎么不能用来比拟我们奋斗无悔的青春呢？

青春如潮，梦想似光，光阴同水，我愿做一湾永不止息的青春之
潮，逐浪而行。

指导老师：周建祥

做一湾永不止息的
青春之潮

石帆学校八年级 田乐艺

“彩虹万里百花开，花间蝴蝶成双对。千年万代不分开，梁山
伯与祝英台……”台上粉墨施黛，演绎着人间百态情；台下热闹熙
攘，共叹于一颦一笑间。

谁也忘不了那夜的锣鼓喧天，火树银花。从那时起，台下的我
就被越剧那清丽雅逸的水袖，陷入其中无法自拔。

邻居小姨也在台上表演越剧，我经常听到她在晒衣服的时候
哼着越剧里的唱段，一会儿是“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似一朵轻云刚
出岫”，一会儿又是“对对鸳鸯比翼交腾，脚踏是莲花慈悲佛”。我
陶醉在这悠扬的戏腔中，忘返于她轻盈的步法中。她随意地捻起
兰花指，似捻着一根琴弦，拨动着我的心。

小姨看到了正在出神的我，放下床单，笑吟吟地走过来：“囡囡
觉得小姨唱得好听吗？”

我想起那天的越剧，小姨演的是祝英台。略施粉黛，只是一个
回眸，就引起台下一阵欢呼。

“好听好听。”我像小鸡啄米似地点头，拼命想把思绪拉回来。
小姨似乎看出了我的端倪，她用她冰凉的手捏了捏我的脸：“你也
想学是吗？”

以后每天，我都会来到小姨家。她说要表演越剧就必须要先
熟悉剧本，然后了解剧本背景，再揣摩人物心思。她说剧本中一唱
三叹的手法很有韵味，要细细品读。她说理解了剧本还不够，还要
有扎实的唱功、步法等，甚至连每个眼神都是精心雕琢过的。“你说
小姨为什么这么厉害，我可是像你这般大时就学越剧了。”小姨一
脸自豪地看着我。

“那你为什么会想学越剧呢？”我认真地问她。
“为了传承。”
“这可是老祖宗留下的珍贵的艺术文化，我们要将它们传承下

去，发扬下去。”
每年的舞台表演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好似这盛世，没有任何

词可以描绘得出这繁华之景。台下唱罢台下贺，越剧那独特的美
感氤氲了我的双眼。

后来啊后来，我离开了家乡，到了城里去上学，一年都回不了
一次老家。我渐渐忘记了在家乡里度过的许多美好时光，越剧也
如同旧时的玩偶一样，被我封存在记忆深处的匣子里。

又是一年秋，我回到了那生我养我的家乡。看到那金黄的麦
浪随风涟漪，思绪又将我拉回几年前：庆丰收，唱越戏……停顿良
久。我好像已经好久没去听越剧了……

我连忙问姥姥，问今年入秋的越剧什么时候开始。姥姥叹了
口气：“唉，越剧都没有人看，就不演了。可真是苦了我们这些老戏
迷了……”

我愣在了原地。没，没有了……一切都是那么突然，那么措不
及防。我的内心似乎有什么被抽去了，空落落的。

我慌忙跑向戏台。戏台早已失去了旧日的辉煌，它破败不堪。
童年的越剧就这么结束了。
小姨也不唱了。她也只是在择菜的时候，轻轻哼上几曲，回忆

昔日的舞台，昔日的越剧。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了城市。时钟转啊转，又是一年入秋

时，我又回到了阔别重逢的家乡。
我漫无目的地在乡村里走着，突然，我听到了一阵熟悉的旋

律，但是歌词我好像没有听过。仿佛一切都变得豁然开朗起来，我
朝着声音的源头奔去，用尽我全部力气奔去。最终，我来到了戏
台。戏台虽然失去了旧日的繁华，但也算干净整洁，一看就是有人
打扫过的。台下有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在我的童年里，熟悉得不
能再熟悉的身影。

“姨——”一个稚嫩的脸庞从幕布后探了出来，“刚才我表演得
怎么样啊？”

“很好，你很棒哦！”还是那个温柔秀婉的声音。我的脑海里浮
现出几年前，那个女人在戏台上将水袖击起涟漪，用笑声绽出芳
华。
是她，我不会记错的。

我走上前：“小姨，你怎么会在这？”
小姨看到我，亲切地笑了笑：“囡囡已经长这么高了呀，时间过

得可真快啊。有段时间不是没有人来看越剧嘛，越剧也就不唱
了。可就在前段时间，有一个从城市调过来的年轻老师，知道了我
们这越剧的情况，他想要将越剧传承下去。就带着他班的小朋友
们，让我们这些之前在戏班子里的人教他们越剧。我们将剧本与
动作改编了一下，让它们更加有趣，更加好学。你也要在这待一段
日子吧，再过几天，他们就表演了，你也可以来看看哦！”

我看向台下不远处，一个身穿白T恤，约摸二十多岁的青年正
认真挑选着戏服，并将它们分给小朋友们。想必他就是那个伟大
的老师吧。阳光从他的鼻梁间静静淌过，诉说着那跨越千年的越
剧故事。

演出的那晚，台下的人异常的多，人山人海的。也许是自己的
孩子在台上表演，特地来捧个场；又也许是听说越剧创新了，好奇
来看看。台上灯火辉煌，小演员们用心着，热爱着，颇有越剧之神
韵；观众们倾听着，赞美着，台下热闹非凡。一剧落幕，台下爆发出
如雷般的掌声。

时间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
戏台的灯光映在那位青年的眸间，映在小姨的酒窝里，映在小

朋友们的脸上，也映在了我的心里。
越剧的盛景，从未离去。
烟花绽放，如戏曲文化之恢弘。但烟花易逝，而戏曲文化将经

久不衰，永垂不朽，将永远地被传承下去！
——致敬每一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者。

指导老师：华亚娟

越剧系传承
铁中集团八年级 刘依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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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学校五年级 吴紫冉
指导老师：陈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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