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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雨沁过红花，窗外风吟过林梢。剪
一段时光，去感悟成长中的点点滴滴……

走过一条古朴的小巷子，巷子里堆放着
杂物，窄小、破旧。墙上发黄的广告纸打起了
卷，野猫慵懒地躺在纸箱里。我低着头，慢慢
地走着走着……

雨，不知道什么时候下了。
我抬头望了一眼，又捏紧手中“86”分的

考卷。为什么？为什么这次考了这么低？我
不禁质问着自己。

忽然，墙角处出现了一抹黄。
哦，原来是朵蒲公英。我看了看，又惋惜

地想：长这么好，却在这破地方，有用吗？
风轻轻吹过，蒲公英摇曳着，仿佛向我讲

述着它的故事：它在这个小巷子里，水分不
多，阳光不足，难以生存。可是，它心里却有
着个梦，想到远方去看看。于是，它努力着，
生长着，在风雨中长大……

不知为什么，我的心开阔了许多。
雨停了，行走在阳光洒满的巷子里，心里

也暖暖的……

我曾三次面对严峻的考验，但我不曾放
弃，三次放声歌唱……

登山之歌。白马尖寂寥无声，山不高，但
我却觉得没有尽头。没爬多久，便感到那层
层高拔的山阶令人厌烦，登山所带来的疲惫
也令人头昏眼花。

刚爬到山腰处时，我早已满头大汗，
上气不接下气。正当我要放弃，目光瞥到
了一对老夫妇，身形瘦小却步伐稳健，一
心望着山顶，拾级而上。我不由得跟在他
们后面，一步一步往上爬。真神奇，当眼
睛只注意前方，不四处顾盼，我竟坚持爬
到了山顶。

回望来时的路，我不禁感慨万分。面对
困难，专注于目标不断向前，我在登山路上放
声歌唱。

奥数之歌。夜深了，我那本就“千斤
重”的眼皮不由得慢慢合上。“且慢！”心底
的声音突然响起，难题未解，何以安眠？我
赶紧用清水洗了一下脸，重新打起精神，继
续探索奥数之路。“要不明天再做，早睡早
起？”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蛊惑的声音又
一次在我耳边回响，眼看就要“投笔从眠”，
我猛然想起，勾践能五年卧薪尝胆，吾辈怎
能轻言放弃？

终于，难题克服了。我停下笔，感到心中
充满了成就感，面对困难，激励自己永不放
弃，我在奥数路上放声歌唱。

作文之歌。生活再次对我设下的考验，
便是眼前的方白格子。作文题目特别棘手，
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这次的练习，怕不是
要“折戟”？

且慢！或许还有转机。每天一篇作文仿
写，早晚背诵名言名句，多少个日夜模仿优美
段落，再到自己的真情实感，这些都是我努力
的见证。我有底气，我为何要焦虑慌张？我
埋下头去，作文一气呵成。这时，我在作文路
上放声歌唱。

此时再回头，我理解了“生活不仅有
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这句话的真
谛。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专注，永不放弃的坚
持，以及证明自己的决心，不怕“山重水复疑
无路”，相信“柳暗花明又一村”，我们终能成
就属于自己的一番天地。

天刚刚亮，我打开窗户，呈现在我眼
前的是犹如仙境一般美丽的乡村。我立
刻跑到楼下，到了院子里，四周雾气环绕，
晨雾在微风的吹动下氤氲浮动，像冰山雪
峰，似蓬莱仙境，如海市蜃楼，使人飘然欲
仙。

来到集市上，我忽然觉得自己在这仙
境中漫游，我的眼前不断飘来轻纱似的雾，
我想伸出手抓一把，张开手后却空空如也，
这雾真是可望而不可即呀！空气中四处都
是它那轻柔的身影，让我都快分不清哪个
是云，哪个是雾了。它又像一个巧妙的化
妆师，给远处的高楼大厦、花草树木都被画
上了一层美丽的淡妆，让人们感受到四周
的景色竟然如此美丽。

过了一会儿，雾小了，大地仿佛脱下了
厚厚的羊毛衣，披上了轻柔的薄纱。一些大
树的枝叶已经能从雾中透出美丽的身姿，似
乎是在招呼着天上的云，地上的人，还有空
中的小鸟……云层中，有几束柔和的光芒洒
下大地，让眼前的一切成了一幅宁静幽雅的
水墨画。

我正陶醉在这大自然的美好景色中，
太阳这位杰出的画家突然挥毫泼墨落笔，
刹那之间，我又置身在充满金光的温暖世
界之中！

■陈万紫 文/图

中华武术源远流长，纵观中国武术
史，无疑是一部中华民族的精神史。为了
让小记者充分感受中国武术的精神，近
日，英都中心小学25名小记者走进弘武
国术馆，学习中华武术，传承民族国粹。

在武术老师的带领下，小记者们学
习了一套基础动作。直拳、摆拳、防守、
退步……小伙伴们十分用心地练习，让
每一个动作都尽量做到饱满有力。

通过此次活动，小记者们不仅了解
到武术修身养性、强身健体的功能，更
培养了不断进取，刻苦奋进的武术精
神。大家纷纷表示，要努力学习，让武
术这些中华优秀文明遗产传承下去。

走进弘武国术馆
小记者 洪雅涵

指导老师 洪敏芳 洪小婉

今天，我们小记者团在老师的带
领下，走进英都弘武国术馆，学习国
术知识。

走进馆内，只见墙上高挂着“崇德
尚武”四个大字。国术馆的洪馆长为我
们介绍了武术的历史和起源，以及武术
文化及拳理拳法的核心意义等。他告
诉我们：“武术是一种文化，一种传承。
习练武术，从小做起，少年强则国强。”

在基本招式训练中，教练亲身示范，
将一套基础动作教给了我们，“双脚分开
站，前脚后跟朝外，拳头与面颊平行，右
手放在靠近面颊处，准备防御对手的击

打，还要收紧下颌。”教练一边为我们调
整动作，一边仔细讲解细节。小记者们
逐渐在一招一式间，展现出英姿飒爽的
风貌。“左、右、左、右，往这里打！用力！
再来一次！”不一会儿，小记者们的额头
上就流淌着汗珠，胳膊腿儿也觉得没力
气了。尽管练得满头大汗，但大家对搏
击的热情不减，继续投入训练。

最后，武师为大家表演了一套拳
术，只见腾、跃、跳、弹，沉着老练，一招
一式将武术搏击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
俨然一副“功夫明星”的架势。我们忍
不住大声惊呼：“哇，好厉害啊！”

通过今天近距离的接触学习，我进
一步理解了“中华武术博大精深”这句
话的含义。习武之人要有高尚的武德，
要不怕苦，敢拼搏，勤锻炼，才能发扬中
华武术精神。

武术的魅力
小记者 洪宇洋

指导老师 洪月霞 洪晓玲

今天，我们小记者团来到了弘武国
术馆参观学习。

到达目的地，古色古香的内饰和
威风凛凛的练功人员，让我们仿佛进
入了武侠世界。参观期间，在练功房
内小学员们虎虎生风的练习，看得我

们也热血起来。
随后，洪馆长绘声绘色地讲解武

术的知识，馆长告诉我们，通过武术
修习能锻炼身体。我们听得津津有
味，目不转睛，大家拿着笔记本，用心
地做着笔记。

最后，在教练的带领下我们学习了
一套基础动作。教练认真演示并介绍
动作要领：“拳头要快，速度！速度！注
意躲避！”经过一番动作拆分讲解和反
复巩固练习后，教练为我们戴上专业手
套，鼓励大家上场与教练“模拟实战”。
小记者们一个个跃跃欲试，摩拳擦掌，
都想冲上前去比试。终于，轮到我和对
手一决高下了，我戴上红色拳击手套，
心里回想教练刚才示范的拳击动作。

比赛开始了，对手一上场，一个摆
拳向我猛击，我双拳紧紧护住额头，中
间留出一道缝观察，沉下心仔细观察对
手的进攻，我不停调整步伐，左右躲闪，
你进我退，就在电光火石间，我猛一转
胯，用了一个右直拳向他打去，这一拳
犹如泰山压顶，打得对手连连后退，失
去进攻之力，好兴奋、好刺激。哨声响
起，比赛在我们俩拥抱中结束了。

武术是一种文化，一种传承，通过
此次活动，我们不仅感受到了习武的乐
趣，也明白了习武可以让我们更有自信
去迎接生活中的每次挑战。

“醉美”九溪
小记者 傅兮敏 指导老师 候雅萍

周末，我们小记者团在老师的带领
下参观了久负盛名的九溪村。

九溪村的盛名源于两个地方，一个是
它有着特别的鹅卵石房子，至今已经有
200多年的历史了，另外一个就是列入南
安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九制熟地。

九溪的特别之处在于，村里的古厝
都是以鹅卵石为材料的，而且它们有一
个很完善的排水沟环绕，每一处房子不
仅外面是鹅卵石，里面也是鹅卵石，一
块叠一块，大块中间还夹杂着小块，密
密麻麻地排列起来，构成了一座稳固的
房子，历经百年雨水风霜的侵袭，仍然
屹立不倒。大家瞬间被它们的原始、力
量、神秘所征服，我们一处一处地感受
着它们带给我们的震撼，慢慢倾听它们
向我们诉说曾经的历史和往事。

沿着石头房子的小道一路向前走，
我们到了制作熟地的地方。制作熟地
工艺非常繁杂，需要经过反复的九蒸九
制，日晒月照吸取日月精华才能最终制

成。九溪村民们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也在不断地鼓舞着后代，劳动不易，要
珍惜每一份来之不易的成果。

醉美九溪，美在劳动，美在于它“醉
美”的自然风光，溪水潺潺地流着，环绕
着整个九溪，空气很清新，让人心旷神
怡，溪水边长满了高高的水草，肥大的
水牛在溪边慢慢地嚼着水草，懒懒的，
不时地向我们瞟过几眼，偶尔还会长吟
几声，似乎是在跟同伴交流着。

我喜欢九溪的宁静，希望有机会还
能重游九溪。

走进“醉美”九溪
小记者 饶安轩 指导老师 黄艺颖

今天，我们乘校车从学校出发，
来到了官桥九溪村。下车后，我们来
到了天然的晒场，了解被列为“南安
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熟地丸的制
作工艺。

熟地虽然小，可是要制作出来可不
容易。首先要挑选生地，把生地清洗去
皮，再晒干，用自酿黄酒泡七天七夜。
然后把生地放入古式蒸笼，文火蒸 12

小时以上，然后加入中药材，在缸中浸
泡24小时以上，白天日晒，晚上捏成结
实的圆球。制作一颗熟地往往需要半
年之久，但就是经过这样烦琐的工艺，
才最终成为“黑如漆，光如油，甘如饴，
圆如球”的样子。

告别了制作熟地的师傅，我们来到
了村庄。走进村庄就像走进历史，你会
发现随处可见的石头屋遍布村庄各个
角落，九溪是由一座座用鹅卵石建成的
古厝聚集而成的。饱经岁月沧桑的石
头仍光泽依旧，让人领略了劳动人民的
智慧和力量。

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还有
10分钟就要返校了，老师说，“大家自
由活动吧”，我们都像是要出笼的小鸟
似的，飞奔出去，游客们纷纷掏出手机
留下美丽的回忆。

九溪
小记者 郑淇枫 指导老师 粘春苗

说到石头厝，可能你会想到的是中
国传统村落泉港区涂岭镇樟脚村。其
实，在南安市官桥镇的西隅，有一个九

溪村落，各种风格的彩色鹅卵石古厝遍
布各个角落，营造了一个古朴的梦。

今天，我们小记者团来到了有着彩
色石头古厝的官桥九溪，这是一个美丽
的地方。

“看，这些房子好漂亮呀”……一走
进九溪村，我们惊叹声此起彼伏。仿佛
置身彩色石厝“博物馆”。

随后，我们走进一户人家的庭院，
只见一排排木架上摆放着黝黑发亮的
熟地，居高俯视，恰似朵朵盛开的黑色
小花；低处平视，宛如排列整齐的顶盔
士兵。师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告诉我
们制作熟地丸的过程。第一步：挑选生
地并清洗；第二步：蒸，要蒸上一整天；
第三步：闷酒，使用的是师傅自己做的
黄酒；第四步：晒，要晒上一整天。这样
的过程要持续 9次！可见制作熟地是
多么地艰辛！

在他的讲解中，我还知道熟地味
甘，不仅入药一绝，入菜也是人间美味，
熬汤醇和味美。

不知不觉旅程结束了，有机会还想
再来一次美丽的九溪，感受乡村的宁静
与淳朴。

□小记者优秀习作选登

雾中即景
山美小学 陈桀辉 指导老师 林桦瑜

剪一段时光
第一实验小学 洪芷婧 指导老师 陈玉琳

我曾三次放声歌唱
第一实验小学 黄瑾萱 指导老师 潘水文

英都中心小学

霞美第一小学

霞美第一小学

走进国术馆 学习防身小妙招

▲教练指导动作。

◀教练介绍武术的历史和起源。

实战演练。

探访静谧九溪 遨游彩色石厝
“黑如漆，光如油，甘如饴、圆如球”说的是哪一位中药呢？近日，霞美第一小学38名小学生来到有着彩色石头

古厝的官桥九溪村，在山间“寻宝”。让我们跟随小记者的脚步去看看他们都寻到了哪些宝贝。 陈丽红 文/图

师傅介绍熟地和生地的区别。 学习捏熟地。与石头古厝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