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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的春天潮湿多雨却丝毫
不影响木棉花怒放枝头，一朵朵
花儿被风吹落掠过屋顶，屋内妈
妈给我煲了一碗热乎乎的木棉花
汤，只见汤色清亮，闻起来有中药

的味道，喝起来却平和清润，豆香
味醇厚，我小口喝着汤，品味着木
棉花和各类豆子的味道融合在一
起，温暖蔓延全身，体内的潮湿和
闷热感也神奇地一扫而光。

优秀作品节选 小学组

花地新苗饮靓汤
作者：吴北来 广州市番禺区祈福新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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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传播岭南优秀传统文化，分享青少年笔
下的岭南文化之美，羊城晚报教育发展研究院
计划制作《“花地新苗”之“走读岭南”优秀作文
集》，在 12 月底举行的颁奖仪式上进行证书及作
品集发布。由于涉及制作成本，此书需定价并
限量出售，家长可自愿选择购买。

如有意愿，可扫描二维码进行登记订购，售
完即止。

共收到上万份投稿作品

活动以“走读岭南正当
时”为主题，旨在引导穗港澳
青少年传承和传播岭南文化，
增强穗、港、澳三地学子的文
化认同与文化自信，吸引了来
自穗、港、澳中小学生的踊跃
投稿。在线上征集阶段，组委
会共收到上万份投稿作品，经
过组委会初步筛选，共有超过
800 份作品纳入网络投票展
示。在短短两天的网络展示
投票阶段，羊城派App共获得
约 1800 万的阅读量以及 366
万的投票数。

据了解，通过网络投票占
比 10%、专家评审占比 90%的

评分形式，活动最终评选出一
等奖 42 名，二等奖 142 名，三
等奖218名，优秀奖419名，并
评选出优秀指导老师67名，优
秀组织单位38家。

评委眼中的优秀作品

走读岭南正当时，学子笔
墨秀风姿。参与终审的资深
评委们在深度审阅作品之后，
感触良多。

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
教授侯桂新表示，小作者们
以饱含深情的笔墨，描述岭
南文化对自身的日常浸润，
或者自己因某种契机与岭南
文 化 的 美 丽 邂 逅 与 深 度 接
触 ，或 浓 墨 重 彩 ，或 娓 娓 道

来，对自己的写作对象有相
当深入的了解与高度肯定，
体现出新时代青少年对大湾
区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强烈关
注与由衷认同。

优秀作品那么多，什么样
的作品才能入评委“法眼”？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
特级教师黄德初认为——更优
秀的作品是一种“有情”的作
品，它们扣住征文主题中的

“走读”与“正当时”，描述了这
个时代的青年如何在自身的
经历中品味岭南文化之美，并
且从岭南风俗的介绍上升到
对文化延续的探讨，以及如何
参与到岭南文化的新建设中，
具有更高的立意和更强的时
代针对性。

“本次参赛作品的内容丰
富，小眼睛里的岭南建筑、名
胜古迹、节日习俗、特色美食
等，皆饱含浓浓的情与味。熟
悉的例子，引发共鸣；鲜活的
语言，让人莞尔。自然朴实的
笔触犹如恰到好处的调味料，
将独一无二的岭南味和真实
的岭南情娓娓引出。”广州市
教育研究院语文教研员林玉
莹为学子点赞。

在羊城晚报文化副刊部
《校园达人》栏目主编易芝娜
看来，今年的花地新苗高分作
文不少，要评出最优秀的就还
得拼文笔、拼情感表达、看文
章结构等元素了。她深情寄
语花地新苗：感恩花地用心
苦，惟愿新苗更茁壮。

12月5日，由广州市教育局联
合羊城晚报社主办、羊城晚报教育
发展研究院承办的2023羊城·花
地新苗作文征集活动获奖结果名
单正式公布。

麻石街巷、水磨青砖、镬耳山
墙，这是巧夺天工的沙湾古镇；
岭南庭院、嘉树浓荫、藏而不露，
这是缩龙成寸的余荫山房；乡愁
根脉、师表岭南、家国情怀，这是
冠绝千古的屈氏宗祠。

听，远处传来这首余音绕梁、
引人入胜、行云流水的乐曲正是文
化瑰宝岭南音乐的代表作《雨打芭
蕉》；看，呈现眼前这座青砖石柱、
雕刻细腻、设计灵巧的建筑就是哺

育一代又一代岭南儿女的传统民
居镬耳屋；品，扒金山、咸煎饼、姜
撞奶、猪杂粥，好一桌香飘十里、口
齿留香、色味俱佳的岭南佳肴，让
人垂涎欲滴、流连忘返。

你看这边，农历七月初七乞
巧节，岭南姑娘们正在飞针走
线，展现针黹女红的精巧；再看
那边，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岭
南儿郎们正在奋楫击水，彰显血
性男儿的阳刚。

广州早茶是一种岭南民间饮
食风俗。广州人饮早茶，有的是
当作早餐的，一般都是全家老小
围坐一桌，沏一壶靓茶，蘸着茶水
吃一口点心，慢慢咀嚼，品茗还冒
着腾腾热气的香茶，有说有笑共
享天伦之乐。周围的欢声笑语忽
然明晰，我发现多桌都是像我们
一样全家出动，其乐融融。一杯
一盏间是深厚且化不开的情，是
对生活的热爱和追求。

我大吃一惊，原来看似平常
的一顿早茶竟然有如此美好的韵

味。说话间，美食陆续上桌了，爷
爷紧接着说：“这些点心也是经过
岁月的沉淀，紧跟时代的脚步。
那憨厚可爱的小猪包，那酸甜可
口的无骨凤爪，那晶莹剔透的肠
粉……“可是都是非遗美食呢！”

听完了爷爷的讲解，由于它
的内核，茶再入口已是说不出来
的甘甜，点心也是无比美味。早
茶像是变成了一座桥，把我和岭
南饮食文化连接在了一起。它
们像一个个可爱的精灵，带我领
略独具魅力的岭南文化。

岭南，一个依山傍水、美丽富饶
的地方。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
大，我热爱这片养育我的土地。她
像一个巨大的百宝箱，箱子上有精
美的木雕，镌刻着历史铭文，箱子里
装载着许许多多的非物质文化遗
产，有南粤的刺绣、水上丝绸之路、
独特的饮食文化……打开箱子，还
会蹦出一只毛茸茸、活泼可爱的小
狮子朝你摇着尾巴！它，就是岭南
舞狮，一种享誉全球的表演形式。

在广东、香港、澳门等地，逢
年过节或是各种庆祝的日子里，
总能听见锣鼓喧鸣，看见各色狮
子在人群中欢跳，有黄色的刘备
狮、红色的关公狮、黑色的张飞狮
……每一种颜色都代表了不同的
品质：仁义、忠诚、霸气、勇敢！这
里面可有讲究呢！岭南人民总是
把传统文化和老百姓的生活密切
结合，深深地融在一起，理解起来
是那么的自然、有趣。

南海神庙里最与众不同的雕
像就是“番鬼望波罗”了。看得出
雕的是一个黑人，那是古印度（古
波罗国）人达奚，他抬手搭在额
前，大大的眼睛痴痴地望着远
方。据说，他回国时，来庙里种植
了两棵波罗树，可树种好时，他发
现回国的船已开走了。神庙收留
了他，他也在这儿服务一生，只是
时常要眺望远方，期盼家乡的来
船。看到这里我不由得惊叹，原
来在古代就已经有这么多外国人
来到岭南了。

那么现在达奚又在看什么
呢？我们登上南海神庙的浴日
亭，爸爸指着远方说，也许他在看
黄埔港里各国来的船只，也许他
看到了珠江边的广交会，那里他

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
他也一定能看到家乡来的人。

爸爸打开手机上的地图，一
点一点放大、移动，我看到从广州
市区到黄埔港，从南海神庙到零
丁洋，再往远处看，同饮一江水的
香港、澳门分别立在两边的海岸，
这是多么壮阔的景象！

“广州好，大海不扬波。南海
神庙千秋在，西沙航道万轮过，丝
路谱新歌！”这是爷爷写过的一首
词，登上了羊城晚报。小时候的
我并不理解里面的意思，而当我
从南越王的水井王国，一路沿着
珠江走向大海，我慢慢地明白了
大人常说的话：岭南的水，滋养了
广州，滋养了港澳，一脉相承，流
向世界。水，就是岭南的灵魂！

优秀作品节选 初中组

英雄树，英雄花，力争向
上，枝干傲骨。透过一朵朵的
木棉花，仿佛让人看见了一束
束的红领巾。岭南先贤梁启超
先生说，少年强则国强，他寄语
青少年为国担当、救亡图存。
在近现代革命波澜壮阔的历程
中，一代一代的青少年发愤图

强，投身革命建设事业，为祖国
大好河山奉献青春热血。岭南
的少年身上，一定带着木棉的
那种英雄气概吧。

新时代，新气象，昂首向
前，希望无限。在春风里，木
棉花映衬着红领巾，让红领巾
更加鲜艳。红领巾本就是英

雄的鲜血染成的。一代一代
的革命先烈牺牲奉献，为我们
创造了美好的生活。今天的
少年，明天的英雄。春到岭南
大地，处处孕育着无限的生
机。在这座英雄的城市里，少
年人一定会奏响时代的最强
音！

我，一个百余岁的独角狮，
和我的同伴们在陈家祠蜿蜒接
天的屋脊上、在马到功成的山
墙里、在印刻春秋的层楼照壁、
在点亮意境的窗棂门楣、在浮
想联翩的垂带楹联间，见证了
朝代更迭的风雨变幻，聆听了

高昂壮阔的漫漫对话，在雨水
绵绵中沉吟，在滚滚难耐的热
浪中长啸。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灰塑”。在广东顺德清晖园、
东莞可园、番禺余荫山房、佛山
祖庙；香港的观廷书室、清暑

轩；澳门的莲峰庙、卢家大屋、
卢廉若公园等岭南的祠堂、园
林、寺观和民家宅院中，你们都
能找到我们的身影。我们陪伴
着勤劳聪慧、务实笃行、浪漫趣
味的岭南人走过了风风雨雨的
洗礼。

花城的重要标志更有广府
节俗的除夕花市，南洋时期就
有记载，花市例定在除夕前几
天举行，花木涌入城市，十里花
街，市民结伴“行花街”，延续多
年，影响甚广，现在发展到珠三
角多地市县亦有此风俗，每年
吸引了大量的穗、港、澳青少年
流连忘返。最著名的是，清代
中叶广州就已形成了国内首
创、闻名港澳及海外的“迎春花
市”了，据说当时最热闹的地方
在市中心藩署前（今广州市北
京路一带）的花市，绵延数里长
街，鲜花吐艳争芳，人潮兴高采
烈，又恰如大文学家秦牧所言：

“总之，徜徉在这个花海中，常
常使你思索起来感受到许多寻
常的道理中新鲜的涵义，十一
年来我养成了一个癖好，年年
都要到花市来挤一挤，这正是
其中一个理由了。”而“三元里
抗英”、“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广州起义”等广州人民不屈不
挠英勇抗争事迹令花城之花更
鲜艳更骄傲；改革开放前沿阵
地的“珠江水、广东粮、岭南衣、
粤家电”等令广州花城之誉更
添现代风采；“凝心聚力只争朝
夕奋勇争先推进广州高质量发
展走前列挑大梁”令广州明日
之花更令人神往。

优秀作品节选 高中组

久居市区，日复一日通
勤在“两点一线”的我早就
看腻了这一路途中一成不
变的建筑风格。在几个小
区里游走着，眼里不断闪过
复制粘贴似的房屋、窗户，
玻璃反射的日光也齐刷刷
地打向同一方向，会在某个
不经意间直刺双眼。

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
我在研学的路上看到了一
番截然不同的风景。

恰逢春节，荔湾湖上形
形色色的小船里放满了各
种鲜花，商贩的吆喝声、人
们的交谈声以及买卖时爽
朗的笑声共同构成了这条

不宽的溪流上最热闹的情
景。我走在永庆坊里，又沿
着恩宁路一路向前，花市虽
热闹，但我却更在意起眼前
的风景。察觉不到刺眼的
光线，我才惊觉自己已在骑
楼的庇护下行走许久。沿
街突出的楼层和地面间形
成了一个完美的空间，遮住
了日晒，却又让冬天的暖阳
洒向行人。行走在骑楼之
下，我的脑海又不自觉地响
起“落雨大，水浸街”的广
府童谣，任由旋律与四处的
吆喝声、“打铜”声一起，飘
荡在这遮阳防雨的骑楼四
处。

千万年前，这里是一片
河海，烟波浩渺；千万年后，
这里有一片人烟，欣欣向荣。

海为穗港澳三地的岭南
文化带来特有的开放兼容的
气息。《禹贡》载：“岛夷卉
服，厥篚织贝。”在珠江三角
洲的河网纵横与伶仃洋的泥
藻沙痕里，这里淤积出一片
陆地。粤语中“涌”的发音

“冲”音，意为河汊。当这向
海而生的三地手拉手地站上
华夏大地，一种深深的，血浓
于水而骨肉相连的依恋挥之
不去。地如此，人也如此。
中山博物馆里的划水波纹彩
陶豆，广东博物馆里的古老
渔网，都述说着先民们对大
海的依恋，与对这片土地的
深情。

许是岭南三地的得天独
厚惹得老天嫉妒，游子文化
贯穿了岭南的发展史。

广州南越王赵佗之墓

中,有带着明显中原文化色
彩的各种鼎器。那些从吴楚
之地再向南迁，服从秦皇之
命，来到这遥远的“南海郡”
的先民，在它们身上寄托了
多少思念?而古人受贬，常到
岭南，这里有“我寄愁心与
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的深
情；有“云横秦岭家何在，雪
拥蓝关马不前”的悲怆，即使
只是在广州的一座小山上，
也有着左迁的东坡居士结庐
而居的传说——这就是苏元
山。在“此心安处是吾乡”的
达观里，更有“不堪肠断思乡
处，红槿花中越鸟啼”的悲
凉。后来，游子由人扩展到
地，巨舰大炮将脉脉柔情的
依恋伤害得体无完肤。即使
是今天，葡萄牙人筑起的炮
台在澳门依然可见；英国船
队筑起的教堂仍存于香港。
那时的香港和澳门，如同飘
零的游子，何去何从？

我的番禺情
作者：石睿萌 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小学

品广州早茶——看岭南的饮食文化
作者：孙雅文 广州市天河区华景小学

风舞雄狮出岭南
作者：杨玥 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小学海明学校

水上岭南
作者：颜小雅 广州市越秀区农林下路小学

木棉映红少年
作者：马含章 广州市铁一中学

永不凋零的色彩，永远传诵的故事
作者：於知然 中山大学附属中学

我是广州车陂村里资历最
老的龙舟，在我诞生时村里请
来了最厉害的造船师，为我精
心雕镂。我身型修长，龙头高
昂，龙尾高卷，龙身还有数层重
檐楼阁，都说我本身就是件艺
术品，嘿嘿，瞎说什么大实话！
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其实是

村民们视我如珍宝，把我保养
得太好了！我们龙舟家族的传
统习俗活动在车陂村已有 150
多年的历史，是广府文化的典
型代表，这儿完整地保留岭南
龙舟活动传统文化，是村子里
世世代代传承下来的习俗。

平常我沉睡在河涌泥沙之

下，随着端午节之际鞭炮声、祈
福声的到来，就会有几十个青
壮年村民把我从泥沙中起出，
帮我紧龙筋、刷新油，为我重新
加添色彩，再配上罗伞旗帜，把
我打扮得英姿飒爽的，让我“闪
亮登场”，成为这条村最靓的

“仔”。

今昔岭南龙舟
作者：叶诚 广州市第一中学

花城花市花样年华
作者：游梓祎 广州市第五中学

向海而生，面朝未来
作者：彭显藩 广州市第二中学

楼庇少年恩宁日
窗含诗意永庆行
作者：陈谦语 广州市第六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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