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能这世界上的喜欢都很肤浅
吧，总是三分钟热度，虎头蛇尾，试
想想从出生到现在又有哪件事是一
直喜欢并坚持不放弃的呢？是小时
候求妈妈买的那条“一定会喜欢一
辈子”的公主裙，抑或是那个“永远
吃不腻”菜式？就连最令人心驰神
往的爱情都有“洗衣机式恋爱”。那
人生中当真会遇见什么让我们永恒
热爱、坚持、守护的事情吗？我相信
有的，至少我有。

大海汹涌澎湃，海纳百川。若
你问大海在我心中是什么，我会回
答道是温暖，是爱，是无比的舒心与
关怀；若你问大海于我而言是什么
样的存在，我会回答道我把大海当
成我的避风港。对此，你可能会疑

惑，避风港难道不该是“家”吗？那
你就当大海是我的家吧。

不知何时起，我养成了溜出门
看海的习惯，揣着怀春少女般的心
境走到海边，与它倾诉与它分享与
它畅所欲言，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般
眉欢眼笑是去找小男友私会，可唯我
一人知晓，我是盼望我每天因人世而
充满压抑、杂乱且充满仇怨的小心灵
能被洗涤、重整。因为只有在感受海
风的吹拂、倾听海浪的拍打声、望着
海平面涌起一层又一层的波涛下，我
的心才能真的放松下来。

那我何时去“找海”呢？难过、
受委屈时我找海；快乐、想炫耀时我
找海；无聊时我也找海，说白了，就
是无论什么时候都想去找海，想去

找它诉说心里话，因为我自知只有
它会听我说，人类们都不愿意听他
人诉说的。好像生活的每一天都充
满了功败垂成、事与愿违的事情，我
总会因此多了许多负面情绪，甚至是
失去自我，而大海会用它的海浪拍打
声安慰我，它告诉我，世界上所有事
情都像它一般有潮起有潮落，人生是
不可能一帆风顺的，不然怎么叫做

“人生”？又怎么有挑战性呢？而且
失败后爬起来再成功的感觉难道不
是更加美好、更加令人骄傲自豪吗？

大海呀大海，你对我而言有一
种无形的吸引力，把我牢牢吸住，把

“我”护在你怀里，不允许别人伤害
我，做我的可以无限依靠的避风港，
大海，谢谢你。

俗语说“民以食为天”，从小到
大，在美食面前，我确实是难以保持
淑女的形象，尤其身于澳门，街头巷
尾都充满着东西南北的美食。其中
一道澳门土生菜正正见证着小城东
西文化的交融，其独具一格、中西融
合的烹饪技艺更于 2021 年被入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名录，足见其文化底蕴之深。

一顿澳门土生菜基本上有头
盆、主菜和甜品，而当中最常用的食
材就是马介休。在 500 多年前，葡
萄牙人出海经过挪威时把钓起来的
新鲜鳕鱼，用盐腌而成，听说可以保
存一至两年肉质也不变坏。而且在
食用前，将这腌过的鱼放在水中浸
泡，将其咸味冲淡，吃起来又会如新
鲜鱼一般丰腴鲜嫩，人们称之为马
介休。后来，由于马介休有防腐、不
易变坏、易于存放和食用等特质而
广受葡萄牙人欢迎。葡萄牙家庭习

惯于圣诞夜聚在一起吃水煮马介休
作为斋戒的食物。以马铃薯捣碎炸
成丸子状的是马介休球，以及配上
鸡蛋和蔬菜炒成一碟的薯丝马介
休，这两道菜肴口味浓郁，吃一口便
觉齿颊留香！以上都是澳门街知巷
闻的土生菜肴。

诚言，马介休其实也是咸鱼的
一种。在澳门，很多老广东人也喜
爱吃咸鱼，还记得有一首广东歌唱
到：“咸鱼白菜也好好味。”其实它背
后的原因却带点伤感。曾祖父母生
于战乱时代，为逃避战火来到澳门，
当时澳门物质贫乏，逃难的人除了金
器衣物外，就是带上一条咸鱼，几片
咸鱼配上白饭或粥，就是全家人一顿
丰富的晚饭了。久而久之，吃咸鱼已
成为老澳门一代的习惯，也是大家的
共同回忆。不论是华人或土生葡人，
他们除了会吃广东咸鱼，也爱吃葡萄
牙咸鱼——马介休。有时餐桌上甚

至会同时出现中葡两款咸鱼菜肴。
同一条腌制过的鱼，不同的烹调技
巧，东西方的传统口味汇聚于澳门小
城。葡萄牙人在澳门已生活了四百
多年，其后裔与华人一直在本地区相
处融洽，浓浓的葡萄牙风情融合着中
国文化，打造出丰富多元、中西融和
的澳门文化。

告子曰：“食色，性也。”由古至
今，人都喜欢品尝美食。澳门土生
菜是澳门本地独有的菜肴，葡萄牙人
在四百多年前把印度和东南亚的香
料以及家乡的食材带到澳门，经过多
年与本地华人生活，渐渐创设了一种
新的、属于澳门本地的饮食文化。可
以说土生葡菜印证了葡萄牙人在澳
门的生活点滴，也见证了中国人和
葡萄牙人及其后代携手建设澳门这
个共同家园的历史。我为快乐而
食，食物带给我快乐，而澳门土生菜
给我带来了无比的快乐和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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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如此地热爱 ”，近期，羊城晚报
花地新苗创作平台发起的广州中考同题作文征
集，受到了社会的极大关注，收到了广州不少师生的优
秀作品。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之际，羊城晚报和广东
教育出版社面向香港、澳门地区学校发出征集令，香港和澳门
地区学子也积极参与其中。同处粤港澳大湾区，穗港澳三地青少
年们以他们切身的体验、鲜活的文字和灵动的笔墨同题作文，分
享他们心中的热爱。

绘画可以勾勒美妙的风景，拍照
可以定格难忘的瞬间，录音可以收存
蝉唱与鸟鸣……而这些，都不及以文
字为载体的文学，它有形有神，有声
有色；它穿越古今，横亘中外；它可实
可虚，亦真亦幻……它有一种超凡的
魔力，让我如此地热爱它。

最初接触文学，是在懵懂的年
纪。那时见爸爸总在床头摆着一本
厚厚的书，并不从头读起，而是有空
就会随机翻上几页。我问他是什么
书，他说：“这是路遥《平凡的世界》，
我已经读过很多遍了。你知道吗，
它是三十多年来中国人最爱看的书
之一，是很多人一生力量的源泉
……”我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后来，当认识了足够多的字之
后，我也读起了这部书。虽然书中
描绘的那个贫穷苦难的乡土世界，
距离我的生活非常遥远，但它给人
带来的震撼是难以言喻的。它是气
势恢宏的社会历史画卷，更是荡气
回肠的生命交响曲，给每一个平凡
的人带来希望、勇气和光明。艰苦
奋斗、不折不挠是孙少平、孙少安以
及中国人祖祖辈辈的精神和信念，

是一个人在平凡的世界里活出不平
凡的人生的最好方式。合上书本，
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它为我打
开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书中构筑
的那个世界，既平凡又不平凡。它
是如此新奇，吸引我想要看到更多不
一样的风景。每得到一本新书，我都
会欣喜不已，如饥似渴地贪婪地阅读
着，就像饥饿的人扑到面包上。

渐渐地，我越来越沉迷于文学
作品，每当我静静地坐在书桌前，灵
魂仿佛脱离了肉身，在广袤奇幻的
文学世界里翩翩翱翔。1931 年破
败的东北，萧红在寒冷荒芜的呼兰
河畔，仰头看天空中流云变幻，她好
像在轻声低语：人不论在什么处境，
都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冯至
的十四行诗中写道，“我们走过的城
市、山川，都化成了我们的生命”，唯
美的语言道出了人生的真谛：要让
生命丰盈，就该与世间万物共生共
长。当我读到托尔斯泰说“当我临
死时，仍然爱我的敌人，那种爱是心
灵的本质”，我震撼得无以复加……
就这样我的灵魂与另一些伟大的灵
魂反复纠缠，日渐丰盈。

有一天我看到一则 SIRI 写诗
的新闻，不禁困惑，人工智能已经如
此发达，我所热爱的文学会走向末
路吗 ？ 我拿 起手机 ，与 SIRI 对
话。果然，它立刻给我写了一首：书
桌上/墨迹/遇到一条大江/水牛的
影子想要歌唱。想到最近读过的史
铁生的“皈依不在天堂，皈依在路
上”，我恍然大悟，文学是“人”学，没
有人味，便没有了让人心灵发生震
颤的力量。

最近我迷上了史铁生，反复读
他的《我与地坛》《病隙碎笔》《务虚
笔记》，他用残缺的身体，表达了最
健全丰满的思想。于他而言，生活
是与无尽的苦难周旋，而写作则是

“因为心里有了这么多疑问，一直在
询问这些难点”。原来，文学是一个
人内心的叩问。这种叩问，是对人
生、对自我的探寻和求索，是帮助人
们飞越人生艰难的隐形翅膀。

文学是心灵永恒的故乡，它给
予我的已深入我的骨髓，而我对它
的热爱早已深入灵魂。

文学，我是如此热爱你，漫漫人
生长路，唯愿有你一生相伴。

洁白的雪花在滑道上铺开，如
同一条晶莹纯洁的丝绒地毯。雪板
轻轻地立在雪花之上，一股强大的
冲劲使我从跳台上一跃而下，旋
转，落地，优美而轻盈。一股清新
的寒风迎面而来，杂着雪丝化在我
的脸上，热浪在我体内翻滚。我享
受这白茫茫的快乐，享受体育运动
带来的成就感——我是如此地热
爱滑雪。

第一次走上雪场，缘于五年前
的哈尔滨之旅。小小的我身着大大
的雪服，脚蹬细长的雪板，在雪中一
摇一摆像只企鹅。我在教练的指导
下成功学会了初步的下滑和转弯，
第一次感受到了雪板与雪花相触的
柔软感觉。就在那时，一颗热爱的
种子便已悄然埋下。

广州室内滑雪场建成后，那颗
热爱的种子生根发芽了，我来到新
场地，准备再次驰骋于冰雪之上。
戴好头盔，穿好雪服和手套，我扛起

雪板，走入冰雪茫茫。空中缆车将
我送到了雪道顶端，我用力踩好雪
板，支起雪杖，蓄势待发。中级雪道
坡度不缓，我迟疑了一会，终于鼓起
勇气，双手飞速向后摆，雪杖嵌入雪
地，反作用力带动我冲下了山顶。

一阵强风掀起我硕大的雪服，
头发在冷风中凌乱。两旁的护栏飞
速向后退去，雪花在走刃之下飞溅
到我的护目镜上。我熟练地转换重
心，成功避让了其他滑雪者，平整舒
坦的雪面上只留下弯弯的“S”形轨
迹。这速度让我感到无比舒畅，心
中对滑雪的热爱和激情熊熊燃烧。
我慢慢降低重心，一点点尝试用戴
着手套的指尖触碰雪地，雪板板刃
几乎与雪面垂直。片片雪花被溅
起，如同一个个调皮的小精灵，先在
空中跳跃一番，再纷纷扬扬地下
落。注视着这白晶晶的雪幕，我无
比沉醉。

我自由地徜徉于雪地之上，速

度一点一点上升，恐惧之感席卷而
来，但脚下雪花的气息却激励我克
服困难恐惧，挑战极限。在雪道下
段，一个拳头大小的冰块猛然出现
在我眼前，这需要高难度的控速。
我全神贯注地驾驭着速度，用身体
使平行的雪板微微倾斜，速度终于
慢了下来，我从雪上浅浅跳起，在
空中旋转，再稳稳地落地。炽热的
心还不住地跳，被恐惧支配到战胜
恐惧，挑战自我的过程，诠释了滑
雪运动的真谛，也正是我热爱滑雪
的理由。

滑雪不仅让我领略独特的雪
景，更让我感受到纯粹与自由。滑
雪的过程使我专注，速度与激情使
我超越自己，变得勇敢，同时身体极
限得到挑战。也只有在这时，我感
觉自己忘掉了所有的烦恼，茫茫天
地间，唯有风与雪互相碰撞，从我耳
边呼啸而过。

啊！我是如此地热爱滑雪。

“读书的人可以经历一千种人
生，不读书的人只能活一次。”

阅读为读书人打造了一部穿梭
机，无形间引领我们穿越着时空，去
不同的地方，体验不同人生，开阔眼
界、充实自己、认识自己。

我曾跟随余秋雨先生的文字，
去过约旦寻找巴比伦文化的痕迹。
我看到那个曾经一马平川，水草丰
美，孕育出第一古文化的地方，如今
硝烟四起，以恐惧和仇恨，防范着一
切外来者。而那曾经辉煌灿烂的巴
比伦文化，经过时间长河的淘洗，如
今只剩下了一小段斑斑驳驳的沥青
路残迹。在感叹文化传承艰辛的同
时，也深感中华文化得以源远流长
是何等幸运！我沉醉于优美文字之
中，在它们的引领下寻幽探胜，享受
随之而来的思考和启迪，这确是生
活中的赏心乐事！

阅读让我跨越时空，以经典为
伴，与圣贤同行。我从《为学》之中
学会坚毅的意义，跟《史记》学历史
的通变，从蒋勋先生的《无关岁月》

中感悟真情从未随时间消失，而会
一直被珍藏在回忆里。我因王阳明
先生认识“知行合一”，从鲁迅先生
的作品中学到批判精神。阅读帮我
推开一扇通往智慧之门，这是何等
奇妙又珍贵！

我热爱阅读，它不仅让我增广
见闻、有清晰的自我认识，还可以帮
助我渐渐理解这个目迷五色的世
界。毕竟正如梁文道先生所言：“读
书到了最后，是为了让我们更宽容
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

林海音女士的文章——《我们
一起看海去》，让我第一次认识到了
人性的多面性。 故事中，英子认识
的陌生男子是其他人痛恨的小偷，
是坏人；但他为了供弟弟读书、养活
双目失明的老母亲，纵然有悔过之
意也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
远。故事末尾，小偷被警员抓住，游
街示众。英子心中很疑惑，正如我
一样，分不清小偷究竟是好是坏
了。 是啊，世情复杂，又何尝是

“好”与“坏”这两字就能分清的呢？

《白夜行》中，雪穗和亮司永远
只能在黑暗中行走，成为彼此在黑
夜里的光。但他们的人生像是无底
洞，毫无节制地抽干仅有的希望。
他们在把别人推向深渊的同时，自
己也不得翻身。我意识到上天的不
公和人性的阴狠黑暗，既哀叹主角
的不幸，也为他们沉沦于罪恶的深
渊而感到惋惜。这样代入不同的身
份或角色，与书中人物同喜同悲，又
是何等深刻的人生经验！

阅读是照明灯，在我们看不
清身边时，点亮了前路；阅读是
穿 梭 机 ，将 我 们 带 到 不 同 的 时
空，看清历史，展望未来；阅读是
人 生 的 服 务 器 ，透 过 不 同 的 联
结，带给我们超越有限生命的无
限可能。“金鞍玉勒寻芳客，未信
我庐别有春。”阅读，赠与读书人
一幅画卷，越深入阅读就越可以
发现它的美丽生机。

谢冕曾说：“读书人是世间幸福
人。”我如此地热爱阅读，那我便是
这世间幸福人吧！

在众多科目之中，最能令我着
迷的，非科学莫属了。科学从来都
是看得见摸得着，就如爱因斯坦所
说：“科学的全貌，只不过是日常思
考的淬炼”，却又令人心驰神往。就
是基于种种生活中的体验，却又富
有挑战性的思考，使我被科学深深
地吸引住，就像被一股强大的力量
吸进黑洞一样，欲罢不能。

我曾经看过一本书，是《爱因斯
坦──百年相对论》，讲述爱因斯坦
的物理学家之路和钻研《广义相对
论》的过程。爱因斯坦凭借自己对
科学的热爱，靠着自己的努力，为世
界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曾说
过：“追溯我的祖先历史……你根本
找不到什么东西”。可见他不是在
一个科学气氛浓厚的环境下被悉心
培育的，而是出于对世事的好奇，不
断努力地发挖，并发现自己的兴趣，
最终才能找出真相，建构庞大的科
学理论。

我之所以热爱科学，也正是因
为它可以在生活中接触到、探索到，
然后灵机一动，就靠推理、利用实验
不断验证，找出真相。科学就是这
么简单，却又那么奥妙，这使我深深
为它着迷。一有空，我便到图书馆、

书店，寻找科学的书籍，一看便能看
上四五个小时。令我对科学书籍产
生兴趣的，是霍金所写的《霍金大见
解》中有关上帝是否存在的文章。他
认为上帝是不存在的，原因是在大霹
雳前，还没有“时间”这样东西，表示
还没有时间让上帝创造世界。这个
独特的看法令我大开眼界，也使我更
有兴趣认识这个充满思考空间的科
学领域。我现在每次拿起科学的书
籍，无论漫游太空，抑或探索地理，
我都会深陷其中，久久不能自拔。

当然，我对科学的热爱不止于
此。每当上科学课时，我都会把老
师简报上的重点全部抄下来，又把
图画画下来，更不断地思考各种问
题，争取在课堂时间请教老师，因而
成为“问题少年”。抄笔记的习惯令
我一年用上四本笔记本，里面除了
老师所写的笔记，还有我对课题的
见解和其他书中作者的想法，标注
不同的符号和颜色，都包含着我对
寻求科学真知的一片赤诚呢！凭着
这本自制秘籍，也使得我的科学成
绩不断进步，更增加我入籍科学王
国的决心！

因为对科学的热爱，我透过不
同途径吸收科学知识，令我懂得融

会贯通，更被学校推荐参加奥林匹
克科学比赛。在学校为我们特设的
培训班中，我学习更多扎实而有趣
的知识，例如：物理的公式，一串的
符号暗藏玄机，让我深深地佩服科
学家的精密思维；而变化无穷的化
学反应，创造了各种自然现象，更令
我叹为观止。比赛前的一星期，我每
天都徜徉于科学的天地里，简直流连
忘返。这次不一样的学习历程，除了
让我享受求知的乐趣之外，更使我深
深体会到科学这位朋友十分平易近
人，所有高深的理论都是由最基本的
概念和日常的观察发展出来的，不是
我们想象中的难以亲近。这使我更
加热爱与科学为伴了。虽然在比赛
中并没有拿到奖项，却令我立志成为
科研领域一分子！

透过学习科学，我发现做任何
事最好以兴趣为开端。对一件事提
不起兴趣，就不能全情投入并持之
以恒，也就没有意义可言了。唯有
多尝试、多发掘身边的事物，才可以
发现自己的兴趣，透过不断的努力，
就能心领神会，欣赏它的美，生出热
爱，甚而以它作为终身伴侣了。相
信这也是我与科学结下不解缘的因
由吧。

我是如此地热爱文学

本文切合题意，内容充实。行文上，能抓住关键词“如此”“热爱”，既
有多处直接抒情，也善于利用自己阅读广泛、视野开阔的优势，选用路遥、
萧红、冯至、托尔斯泰、史铁生等作家及其作品作为素材，充分支撑了“如
此”“热爱”，也具体呈现了自己热爱文学的原因。

文章思路清晰，表达得很有层次。从小时候在父亲的影响下对文学
产生好奇和兴趣；到阅读渐深，自己的内心逐渐丰盈；再到人工智能冲击
下，自己加深了对文学的认知与感受。通过层层深入，充分地表现了对文
学的热爱。 点评老师：广州市培英中学 阮萍

我是如此地热爱葡萄牙咸鱼——马介休
□澳门培正中学 陈练澄

□香港九龙真光中学中三级 张皓月

本文抒发对阅读的热爱之情。同学先告诉读者阅读引领她去不同的
地方旅行，体验不同人生，开阔眼界。然后就于下文娓娓道来，分享她的
读书乐：与作者同游名胜，增广见闻；与古今贤哲结交，得到生活的智慧；
与故事的主角结伴同行，体验人生。最后，同学更以“世间幸福人”自况，
并以观画为喻，指出深入阅读，趣味无穷，充分表现她对阅读的热爱。

全文用心布局。下笔点题，正文各段旨意分明，含意循序渐进。收笔
总括要点，以名言警句作结，突显主题。文笔流畅，善用比喻，博引名言，使
抒情说理更生动而具感染力，配合丰富的心得分享，情辞并茂，相得益彰。

点评老师：香港九龙真光中学 何嘉慧

美食可以是一座城市的集体记忆，笔者通过澳门的地道美食—马介休的
多个侧面来展现食物给澳门人生活带来的仪式、伦理等方面的文化。笔者藉
此特色美食带出曾祖父母初到澳门的故事，真挚地反映了葡萄牙文化与澳门
本土文化的交融。文章除了讲述了这道澳门特色美食从诞生至兴起的过程
外，也反映出美食背后的人与事以及小城情怀，中葡文化的交融与承传，引领
读者从文化层面思考美食，从而深化文章主题。

点评老师：澳门培正中学 蔡桂枝

□广州市培英中学 初二(5)班 谢诒琛

我是如此地热爱阅读

□香港九龙真光中学中二级 李静遥

□澳门培正中学 卢咏欣

□广州市铁一中学（番禺校区）初二16班 陈欣琪

我是如此地热爱科学

我是如此地热爱大海

我是如此地热爱滑雪

本文抒发对科学的热爱之情，通过阅读爱因斯坦与霍金的书籍，
读出兴趣来；上课时用心做笔记及积极提出问题，奠下扎实基础：再加
上参加比赛扩阔眼界，逐步呈现“深陷其中，久久不能自拔”的热诚，选
材丰富。文辞方面，“入籍科学王国”充满童趣、把赛前紧张的准备写
成“徜徉科学天地”，均见作者“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吸进黑洞一样”，对
科学的探求“欲罢不能”。立意带出“兴趣”的重要，有画龙点睛之效。

点评老师：香港九龙真光中学 尹婉芬

文章内容富有一定的哲理性，文笔优美，表达清晰，情感真挚。文章
遣词造句浅白，没有斧凿痕迹，但字里行间却洋溢着笔者的真情实感。

文中叙述了大海不仅给予了笔者美的享受和心灵的慰藉，更引起
了笔者的沉思和联想，给了笔者思想畅游的空间，甚至成了情感宣泄
的对象和排解内心郁闷的渠道。笔者能用心感受和体味生活，让大海
洗涤心灵，文章正是作者的心灵反映，具有感染力，也发人深省。

点评老师：澳门培正中学 蔡桂枝

小作者选题明确，思路清晰，优美的画面式开头从一开始就抓住
了读者的眼球，开篇直抒胸臆，点明热爱滑雪的理由。第二段简要
交代背景，并在最后一句巧妙点题——“就在那时，一颗热爱的种子
便已悄然埋下”。第三段紧承这句话，用一次滑雪的体验来进一步
阐释自己的热爱之情。整个过程语言生动，巧妙运用各种细节描写
以及比喻等修辞手法，逐层深入，从滑雪给“我”带来的舒畅、激情、
恐惧到战胜恐惧挑战自我，在详细的描写中让读者感受到“我”对滑
雪的热爱不仅仅是因为它的有趣好玩，更是因为它给人带来的精神
能量。最后两段用兼具理性与感性的语言再次点题，整篇文章一气
呵成，酣畅淋漓！

点评老师：广州市铁一中学（番禺校区）孙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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