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品能以小见大，把身边的岭南文化的“痕迹”用细腻的笔
墨描述出来，而且能从自己的所见所闻入手，叙述自己亲身经历
的故事，选材的范围较广，既有诱人的美食、独具一格的文物古
迹，又有独特的风俗文化，更有融合时代色彩的岭南文化。

——广州市荔湾区广雅小学 钟颖祺

粤剧、广绣、早茶、凉茶、灰塑、舞狮、永庆坊、陈家祠等，是
作者们较为青睐的选题方向。想要将以上选题写得精彩而深
刻，学生需要有极强的观察能力以及细腻的感受能力，能够在作
文中写出“我见”与“我思”，才能在本次征文中脱颖而出。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语文老师 陈泽曼

作品尤其能聚焦一个文化体现，从已有资料的梳理提升、结
合自身的经历、融入切身的感受，多方面多维度去带领读者感受
岭南文化，比如“早茶”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醒狮”中积极勇

敢的精神、欢乐热闹的生活……聚焦重点，找准切入口尤为
重要，避免流水账式的泛泛而谈，切忌简单的资料堆砌，如

缺少真实的经历和真切的情感，就不足以体现“走读”
二字了。

——广州协和学校老师 李彦彦

老师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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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到处
都能喝到的粥还有很多，但论哪
种粥最出名，当属“艇仔粥”了。
它代表了这三座面向海洋的城
市有着共同的传统渔民文化。
这里的人都爱把小的物品称作

“仔”，细佬仔、猪仔、鸡仔、鸽仔
……小船、小艇自然就是“艇仔”
了。想想过去，渔船在河网交错
的珠江口劳作，“艇仔粥”一定就
来自这些打鱼的小渔船，也都承
载着岭南人民对海洋的深厚感
情，是大家共同的味蕾记忆。

粤港澳三地的粥文化，就如
同三位密不可分的好友，共同诉
说着一段文化传承的故事。在
粥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这三座
城市间深厚的文化联系。这不
仅是一种味觉上的共鸣，更是一
种精神上的共通。一碗粥，串联
起粤港澳三地人们对于生活的
热爱和对于传统文化的珍视。
粥文化也如同一道桥梁，将这三
座城市的文化传统巧妙地连接
在一起，成为了这片土地上的一
种独特符号。

一碗粥，三座城
作者：刘玟君 广州体育东路小学兴国学校

优秀作品节选 饮食文化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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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岭南韵，浓浓学子情。日
前，由广州市教育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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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穗、
港、澳三地的中小学生用上万份投
稿作品勾画岭南大地的美丽图景，
在字里行间倾诉对这片土地淳朴而
真挚的爱。

为表彰穗港澳青少年勇担传承
岭南文化的重任，12月30日，广州市
教育局和羊城晚报社将举行2023羊
城·花地新苗作文征集活动颁奖典
礼，同时将举行羊城晚报“走读岭南”
品牌发布会，邀请获奖选手一起见证

岭南文化的传承与传播。
此外，为了鼓励广大中小学生以

更饱满的热情投入创作，更好地为广
大老师和学生创设写作交流平台，羊
城晚报社除了在《羊城晚报》开设创
作平台之外，同时还将在“羊城晚报
学大大”公众号开设花地新苗投稿专
栏，将继续延续品牌优势和魅力，选
登教师和学生的优秀作品，营造自主
创作、交流探讨、互助共享的文学氛
围，为每一株“花地新苗”培育肥沃的
土壤，搭建宽广的展示平台。

本期从岭南的饮食文化、民俗文
化、民间工艺、建筑艺术等方面，展示

“花地新苗”们的“我见”与“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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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之后，每每晨光熹微，天
际泛起鱼肚白时，我便会向奶
奶学习粤绣。有一次，我拿起
白帕，兴致勃勃地摆弄。刚绣
好了轮廓，我见丝线不紧密，便
使劲一拉，竟扯断了线，帕上一
时万象俱毁。我哭丧着拿给奶
奶看，奶奶笑着摸摸我的头，轻
声道：“要有紧有慢，有疏有密
才能好看。”在奶奶的帮助下，
我再次拿起绣针，一针一线认
认真真地绣了起来。好几次，
绣针都刺破手指留下鲜红，但
看着奶奶那专心致志的模样，
我还是咬牙坚持下去了。一个
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不知过了多久，帕上终于呈现
出了一只歪歪斜斜的小喜鹊，

我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奶奶
却欣喜地将它裱了起来挂在了
墙上。“不错。”她看向我满是欣
慰，“囡囡的手真巧。”夕阳的余
晖染红了天角，天光浑然相融，
熠熠生辉，斜阳洒在墙上干干
净净的粤绣上，它也在为我喝
彩吗？

人生之路，也如粤绣。流
连忘返的总是山深之处，天下
独绝的常在潭深之处，若要探
寻真正的奥义，当沉心静气，
不倦求索，走入深处。

一针一缕，桑叶满树，银蚕
吐丝，五色染缸，凝成岭南文
化，是粤绣的款款身影。捏起
针线，一穿一拉，晨曦中，我又
专心绣起了奶奶教我的喜鹊。

粤绣款款述衷情
作者：黄关霖 广州市南武中学

“咁热气就趁现在得闲饮杯凉
茶啦！”在湿热上火时，喝杯凉茶是
每个广东人刻在脑海中深深的记
忆。我静静地坐在充满中药味的
老凉茶铺里。陈旧的老式电扇在
天花板上嘎吱嘎吱旋转着，搅起了
阵阵茶香，充盈着整间店铺。大茶
煲中的凉茶还未滚好，茶水呈现出
晶莹的棕褐色，鱼腥草、枇杷叶、冬
桑叶等药材随着炽热的茶水上下
翻腾，咕噜咕噜地吐出了几个气
泡，还未完全展开的叶子卷翘着
边。起初是清汤，随着时间的流
逝，被滚水包裹着的叶片开始变成

焦黄色，一丝一缕叶的精华在水中
张扬地绽放，慢慢流淌至边边角
角，直到清汤变浓，热气蒸腾。

老板捏紧煎药煲的手柄，茶
嘴倾斜着，凉茶从狭窄的口中争
先恐后地涌出，组成一道晶莹剔
透的“茶柱”，飘着烟，朦朦胧
胧，甘甜的馨香盈溢而出，茶水
滴在瓷制的碗底的那一刹，向上
卷起颗颗水珠，发出幽清悦耳的
乐音，茶水漫上，声音渐渐不再
低厚，变得轻盈。风掀动茶面，
泛起阵阵涟漪，白色的小泡沫靠
在杯壁上，围成了一圈。

走读岭南正当时——得闲饮杯凉茶啦
作者：黎靖雯 广州市执信中学

外公说，喝工夫茶是潮汕人
骨子与生俱来的喜好，是一种潮
汕文化，也是一种岭南文化。开
始我不以为然，当我慢慢长大才
发现，的确，有潮汕人的地方，就
有潮州工夫茶。

只要你去潮汕人家，一进家
门，主人就会热情地烧开水，烫杯、
下茶、高冲低斟、关公巡城、韩信
点兵，随着一声声客气的招呼声

“食茶、食茶”，一整套连贯的冲工
夫茶程序下来，让人感受到潮汕人
热情好客的同时，也不禁感叹：“原

来喝工夫茶有这么多的门道啊。”
外公说，别看工夫茶门道

多，正是因为这些看似复杂但对
潮汕人习以为常的门道，才使潮
州工夫茶历经悠长的岁月，得以
世代传承，它和潮汕人民勤劳、
质朴、真诚、坚韧的秉性混合在
一起，经久不衰，成为独具特色
的岭南文化。

“以茶待客、以礼待人”，我
也在喝工夫茶的过程中，慢慢爱
上了喝茶，也懂得了要做一个如
茶水般纯净的人。

爱上工夫茶
作者：蓝湘婷 广州市天河区龙洞小学

除了粤语这个重要元素，
“吃”在岭南文化中也十分重要，
俗话不是说“民以食为天”吗？粤
菜以清淡为主，通常不会太辣或
太咸。早茶在一日三餐中是极其
重要的。作为一天的开始，广州
人都会将其做得十分丰盛，花样
繁多。但是，喝早茶好像有些费
时间，终究适合退休人士同假期
时光。广州市是一个经济繁荣的

城市，生活节奏快，这时，相信粥
会是年轻人不二之选。喝粥较节
省时间，适合快节奏的年轻人，他
们成为早餐常见的客人。

其实，我认为只要有一颗善
于发现美的心，便能发现世间万
物都如此美妙，岭南文化也是一
样的，它们是中华南方民族上千
年的人文结晶，使我们理应对其
保持敬畏。

我所感受的岭南风情
作者：吉思睿 广州市铁一中学

受外婆的影响，爱讲粤语的
我，也爱听粤剧！外婆十分喜欢
看粤剧，我曾问过外婆为什么那
么喜欢看粤剧呢？外婆回答说：

“粤剧是广东文化的精粹，岭南
地区最重要的地方剧种，非常有
意思。”起初我对粤剧印象最深
刻的只是开场时的“咚咚咚咚
锵”时的韵律。后来慢慢地也开
始喜欢起来，我最喜欢看的是

《昭君出塞》。特别是剧中的那
一幕，王昭君头戴公主凤冠，身
穿大红色长袍，手扶着车把神情
忧伤缓步而上，她左手抵着天
空，悲凉婉转地唱着：“于此换
马，于此别家，转身天涯，北风迁
怒了荒鸦……”伤心欲绝的歌声
中我仿佛看到了离开祖国与亲
人的王昭君在凛风寒雪中放声
大哭，声声悲怆。紧接着她的纤

纤舞姿缓缓停下来，她把双手放
在胸前，抬起头往远方望去，她
的眼中浮现了长安城的热闹景
象，但她无奈的眼眸中却又闪烁
着坚定，最后她毅然回头向胡国
奔去。粤剧演员把昭君的无奈
但却又甘于为民族奉献的大爱
精神表达得淋漓尽致。看完这
个故事，我打从心里对粤剧产生
了敬佩与喜爱。

粤剧之韵
作者：黄芮霖 广州市越秀区署前路小学

在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广
州，传统岭南建筑从来不是角落
里尘封的遗物，而是这座城市靓
丽的风景线，在日新月异中见证
广州的变迁和不变的岭南韵味。

在商铺繁华、人潮涌动的上
下九步行街，烈日或暴雨下的行
人享受着骑楼的庇护。往日的
西关风情似在眼前，一座座凝聚

着前人智慧的骑楼呵护着延续
千年的繁华。

一朵朵木棉花，一株株英雄
树。走在中山纪念堂的林荫道
上，看着头顶被木棉树枝叶和纪
念堂的八角屋檐划出的一格格蔚
蓝天空。先辈热血的呼唤仿佛还
回荡在红墙间，将三月木棉染成
鲜红。又或者，钻进某个不起眼
的小巷，触摸一只只纹路不一、凹
凸不平的蚝壳，带着岁月风化的
沧桑气息。糯米和蚝壳，这两样
看起来和建筑毫不相关的东西，
在老祖宗质朴实用的古法下变成
了防风避雨的坚固的家。在自然
的刻画和历史的塑造下，在岭南
人民的勤劳和智慧中，建筑艺术
永远是岭南独特的水印。

行走在时光里的烟火岭南
作者：卓子童 广州市第二中学

苏轼在广州逗留的时间很
短，却能根据广州的实际情况
科学合理地解决了广州老百姓
饮用苦咸水问题，使广州成为
有史可证的中国最早拥有自
来水设施的城市。说苏轼对

于贬谪毫不在乎是不可能的，
当仕途亨通是万千读书人的愿
望。可是，他无论是被贬到天
涯海角，还是贬到犄角旮旯，他
都怀揣着满腔的真诚，做着同
样一件事——造福老百姓。

时光的故事入清流，那一
截截承载着广州人民健康与希
望的竹管已经不再，但白云山
上那一汪清澈的泉水却如同苏
东坡的真诚与善意一样，涓涓
不息，奔流不止。

优秀作品节选 民俗文化篇

哨声响起，十条龙舟就犹如
一支支离弦的箭冲出起点。鼓手
有节奏地用鼓点指挥队员。河面
上，2号龙舟的速度最快，坐在第
一排的队员，眉头紧锁，表情严
肃，面红耳赤，手拼地挥动船桨，
嘴里大喊：“121212……”两岸欢
呼声一片，大家都在为喜欢的队
不停呐喊。有的还边喊边挥动旗
帜，激动不已。

十条龙舟你追我赶，争先恐

后，那壮观的场面震撼人心！“龙
头”站在船头，随着那铿锵有力、
节奏有序地鼓声，指挥着方向。
站在岸边看比赛的我感觉心都要
跳出来了。我大声尖叫着，为自
己喜欢的2号龙舟加油助威。可
无论我叫得多大声，声音都会瞬
间淹没在这沸腾的人群中。

眼看就要到终点了，排在第
二的 3 号龙舟看起来落后了一
些，选手们手忙脚乱，为了比赛

的胜利拼尽全身力气，但是却已
经无济于事。最终我喜欢的 2
号龙舟获得了胜利。霎时间，河
道两岸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
们脸上洋溢着节日的喜气！

如此激动人心的场面，让
人心潮澎湃、欢天喜地。岭南
文化独具魅力，让我们走近岭
南文化，体会岭南文化，感悟岭
南文化，让岭南文化一代一代
传承下去！

做岭南文化的传承人
作者：肖煜均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小学

每当新年伊始，伴随着一
串鼓声，英歌舞划破天际，打破
古村街巷还在清晨的寂静。当
父亲把我托在肩头上，我的目
光随着父亲的手指所指处望去
——远处人头涌动，耳边也传
来了阵阵鼓声，村民扶老携幼
闻声而至，围得水泄不通。

“咚咚嚓——咚咚嚓——”
刻画着独特脸谱的舞者双手

各执一根英歌木槌，穿针绣花
般翻飞出一刹的锋芒，伴着有
序的锣鼓声，整齐有力地互相
对击，与四周的空气碰撞交织
发出清脆的响声。撞击的响
声 仿 佛 珠 翠 落 玉 盘 ，掷 地 有
声。随着鼓声从如云的平缓
逐渐变得如倾盆大雨般细密
急促，舞者腾踊而起，起落间
似龙旋，如虎跃。

撼人心魄的响声由远及
近，舞者穿着英雄好汉的装束
排山倒海般向我们涌来，目光
如炬，齐步迈进。每个舞者都
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来共同演绎
一个故事。队伍的花阵随着舞
动，不断变换，环环相扣，变化
无穷，即使是高难度的动作，每
个舞者都如鱼在水中游，有序、
从容。

云起岭南·艺术江山——英歌舞
作者：黄秋蔓 广州市荔湾区广雅小学

每当春节来临时，我的家
乡就会有狮子“采青”，舞狮队
敲着锣、打着鼓，到各家各户去
拜年。“咚咚锵，咚咚咚锵……”
锣鼓声由远及近，几只精神饱
满的以大红为主色，白、黄、黑
相间的雄狮雄赳赳、气昂昂地
向人们走来。烈日蓝天下，高
高的木桩上，舞狮的眼睛炯炯
有神，火红的皮毛熠熠生辉。
醒狮立在高挂的生菜下左摇右

晃，突然，雄狮高高跃起，去吃
生菜，却扑了个空。但威风凛
凛的雄狮并未气馁，只见它忽
而匍匐在地，忽而摇头摆尾，经
过一番思考准备后，怒目圆瞪，
蓦然腾起，奋力一跃，把高挂的
生菜一口吃掉，再把生菜咬碎
在地，骄傲地昂起头露出得意
的神情。看到这一精彩的一
幕，大家都交口称赞。伴随着
掌声、赞叹声、锣鼓声，人们沉

浸在春节浓浓的年味儿中，期
盼着新的一年能如舞狮一般红
红火火。

如今，岭南醒狮已经成为
岭南地区节庆和重大活动中必
不可少的文化活动。醒狮文化
之所以能够延续至今，绝不仅
仅是因为它所带来的仪式感和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多的是
因为它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与自
强不息的民族精神深深契合。

瑞狮自醒，舞冠中华
作者：陈健森 广州市交通运输职业学校

流淌千年的清泉
作者：程璟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优秀作品节选 民间工艺篇

满洲窗外刻画下岭南文
匠对国之未来创新。

我曾看过一个关于满洲
窗坊创始人吴广标的采访：

“满洲窗这种文化，实际上是
代表了不断学习和创新的一
种文化和精神。”正是有像吴
广标这样的新时代文匠不断
改造工艺，创新手艺，在历史
的进程中循序渐进，传承和
发展中进步才有如今绚丽的
满洲窗。他们肆意书写爱国
之思，刻下山河无恙，家国永
安的字样；他们欣然刻画豪
情壮志，绘出崇高理想，美丽
宽广的画卷。如今的满洲窗
不仅仅只有花草山水，更有
大国重器；不仅仅只有纹路
色 彩 ，更 有 天 圆 地 方 的 窗
格。文匠对国家繁荣昌盛的

美好祈愿，若隐若现的彩耀
光景，坚定地描绘着祖国的
昌盛美丽的蓝图，绚丽着岭
南的文化与生机！

珠江烟波接海长，春潮微
带落霞光。珠江之水滚滚长
流，满洲窗之彩耀源远流长。
这是岭南文化中不可或缺的
浓墨一笔，是历史长流的点睛
一笔。它不断焕发生机活力，
透过窗内，我们看到天伦之
乐；透过窗外，我们可看到家
国情怀。

窗耀岭南古色新，满洲窗
让我看到岭南文化的魅力，走
近其感受其。欣赏与传承，发
扬与创新。我们流转于过去
与未来，也萌发出新一代生机
的种子。沃土滋润的文化，定
会不断焕发生机！

窗耀岭南古色新
作者：陈煜 广州市南武中学

“花地新苗”
创作平台和专栏

等你来！

优秀作品节选 历史文化篇

优秀作品节选 建筑艺术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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