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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印年画体验记
醴陵实验小学2107班 潘知言 证号：24092270047 指导老师：罗俊江

清晨，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我

早已迫不及待地跳下床，准备迎接

这特殊的一天，因为今天我要去参

加小记者的拓印年画活动。

我和哥哥一路疾步，来到了图

书馆的多媒体教室。一踏进教室，映

入眼帘的是一张张洋溢着笑容的脸

庞，同学们早已到齐，大家互相打招

呼，气氛热烈而欢快。不一会儿，一

位身着白衣的老师走上讲台，她自

我介绍说是文子老师，声音如春风

拂面，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她告诉

我们，拓印这项技术起源于汉代，历

经唐宋的发展，直到北宋才被人广

泛认可，并在明清时期达到鼎盛。听

着文子老师的讲解，我仿佛穿越时

空，感受到了古人的智慧与匠心。

随后，文子老师详细地为我们

介绍了拓印年画的步骤：一刷、二

拓、三揭。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却

蕴含着深厚的技艺。我们分成几个

小组，来到了手工室。手工室内，几

张铺着红色桌布的方桌整齐地排列

着，桌上摆放着墨汁、红纸、棕刷和

拓版。大家一拥而上，迫不及待地想

要开始自己的拓印之旅。

作为三组的组长，我肩负起了

分配工具和维持纪律的重任。我仔

细地为每个组员发放红纸，并指定

了操作顺序。看着第一个同学小心

翼翼地开始拓印，我也紧张地握紧

了手中的棕刷。在观察中，我发现了

一个关键：在压印时，必须确保红纸

稳定不动，否则印出来的年画就会

有重影。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印出一

幅完美的年画。

终于轮到我上场了。我深吸一

口气，用刷子蘸取适量的墨汁，均匀

地涂在拓版上。然后，我轻轻地将红

纸敷在拓版上，用滚筒来回滚动，确

保墨汁均匀地渗透到红纸中。经过

几个回合的滚动，我小心翼翼地揭

开了红纸，一个可爱的福娃娃跃然

纸上，它的笑容仿佛也在为我喝彩。

我满意地点点头，将作品放在一旁

晾干。

全组完成拓印后，我兴奋地跑

到六组，与他们交换了拓版。这次，

我印出了一条威风凛凛的祥龙，它

仿佛在云海中翱翔，栩栩如生。妈妈

站在一旁，赞不绝口：“言言，你看这

祥龙，多么吉祥啊！愿你在新的一年

里，生龙活虎，学业有成！”

回 到 家 后 ，我 迫 不 及 待 地 将

祥龙年画贴在了客厅的窗户上 。

看着它，我仿佛感受到了新的一

年带来的希望与祝福 。这次活动

不仅让我领略了非遗文化的独特

魅力，还让我亲身体验了手工制

作的乐趣。更重要的是，它为我的

家增添了一份浓厚的文化气息和

满满的福气。

雪日乐趣
天元小学2110班 侯雨辰 证号：24040250155 指导老师：成伟

清晨，我还沉浸在甜美的梦乡

中，突然，妈妈那激动的声音穿透了

我的梦境：“快点起床，外面下雪了！

简直太美了！”听到这话，我瞬间像

弹簧般从床上跃起，迫不及待地想

要一睹这银装素裹的世界。

哇！窗外的景象简直令人叹为

观止。一片白雪皑皑，宛如童话世

界。大树、房屋和汽车都披上了厚厚

的白色外衣，显得分外纯净。

此刻，我心中最期待的莫过于

玩雪了。滚雪球、打雪仗，这些游戏

对我来说都是拿手好戏。特别是打

雪仗，我总是能轻松获胜。于是，我

迫不及待地和爸爸一起来到小区楼

下，准备展开一场激烈的雪仗。

爸爸率先发起攻击，他捧起一

个大雪球朝我扔来。我眼疾手快，

一边躲避一边朝爸爸喊道：“哈哈，

你绝对扔不到我！”说罢，我也迅速

团起一个雪球，瞄准爸爸的方向，

用力扔去。雪球在空中划出一道优

美的弧线，精准地落在了爸爸的耳

朵上。

我得意地想：“哈哈，打雪仗我

可是高手，跟你比，我可是从未输

过。”果然，没过多久，爸爸就被我打

得像个“大雪人”一样。看着他满身

是雪的样子，我忍不住捧腹大笑，爸

爸也被我的笑声感染，跟着一起笑

了起来。

这一天，是我过得最快乐的下

雪天。雪花纷飞，笑声盈盈，我深深

地爱上了这银白的世界。

窗花映新岁 喜庆迎春来
美的学校2106班 汤泽蕙 证号：24012490123

油花窗纸换，扫舍又新年。

自古以来，窗花便是中国人春节

的重要元素，它承载着人们对新

年的美好期盼与祝愿。在我家，

这一传统习俗更是不可或缺的

一环。

从我记事起，哥哥便会在除

夕前忙碌地贴窗花，为家里增添

一份浓浓的年味。今年，我也迫

不及待地加入了这一行列，期待

着 能 为 家 中 带 来 一 份 特 别 的

喜庆。

红艳艳的窗花，形状各异，

有的剪着寓意吉祥的“福”字，有

的装饰着红包、鞭炮、灯笼等充

满年味的图案，还有的点缀着柿

子、鲜花等自然元素，显得格外

生动。我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张窗

花，先用沾了水的抹布轻轻打湿

窗户，然后将窗花摆放在合适的

位置。我轻轻地按压窗花的一

侧，让它顺着窗户的边缘贴合上

去，随后再用手抚平，将其中的

气泡挤出。

随着一张张窗花的贴好，家

里的窗户焕然一新。红色的窗花

映衬着透明的玻璃，显得格外醒

目。窗外的热闹景色和窗内的温

馨画面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幅

幅美丽的画卷。新年的氛围在窗

花的映衬下愈发浓厚。

除夕当天，窗外烟花绚烂，

孩子们的欢笑声和烟花的轰鸣

声此起彼伏。我望向窗外，只见

五彩斑斓的烟花在夜空中绽放，

与窗户上红红的窗花相映成趣。

那一刻，我深深地感受到了新年

的到来，也感受到了窗花所带来

的喜庆与温暖。

窗花虽小，却承载着人们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和祝福。在这个

喜庆的日子里，愿每一扇窗户都

能贴上美丽的窗花，愿每一个家

庭都能迎来新年的吉祥与幸福。

《灰尘的旅行》读后感
红旗路小学2001班 高星言 证号：24010840014 指导老师：朱利群

寒假期间，我沉浸于一本名

为《灰尘的旅行》的科普书籍之

中。这部作品巧妙地被分为三个

篇章：科学童话、科学小品和科

学趣谈，每一部分都以其独特的

魅力吸引着我，让我不得不惊

叹：这真是一本令人爱不释口的

科普佳作！

高士奇爷爷以他幽默的笔

触和拟人化的手法，将微小的

“菌儿”描绘得栩栩如生。在他的

描绘下，我仿佛置身于一台显微

镜前，观察着那微小得肉眼难以

察觉的“菌儿”，它们仿佛变成了

庞大的生物，与我共同在天地之

间遨游。我随着“菌儿”在空中飘

舞，在水中畅游，在土壤中辛勤

工作，那些曾经枯燥难懂的科学

知识在此刻变得生动而有趣。

在这本书中，我结识了一个

性格多变的“菌儿”。它时而淘气

捣蛋，时而又展现出善良的一

面。它无处不在，从熊熊烈火到

浩渺大海，再到我们身体的每一

个角落，它的每一次旅行都在为

我揭示着科学的奥秘。同时，我

也了解到，尽管有些“菌儿”会给

我们带来疾病和痛苦，但也有一

些“菌儿”为人类的生活做出了

巨大贡献。比如，酵母菌在酿酒、

酿造酱油、制作豆腐乳等方面的

应用，还有乳酸菌在酸奶制作和

增强免疫力方面的作用。这些知

识不仅让我对灰尘和细菌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也让我对自然界

的生命力量充满了敬畏。

当然，灰尘也有其破坏性的

一面。它们会侵入我们的呼吸管

道，引发各种疾病。这使我深刻体

会到保持卫生、锻炼身体的重要

性，以防止细菌对我们的侵害。同

时，我也了解到，只要我们充分了

解灰尘的特性，就可以利用它们

为人类造福，减少其潜在危害。

阅读《灰尘的旅行》不仅让

我感受到了科学知识的魅力，也

让我对自然界的生命力量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无论是微小的细

菌还是宏大的宇宙，都蕴藏着无

尽的奥秘和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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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博览

陆游被举报的导火索
程 醉

公元 1172 年冬，在川北漫天卷
地的毛毛雨里，一个年过半百的男
人骑着一头毛驴，正沿着从广元到
成都的驿道缓缓而行。这个男人就
是大名鼎鼎的诗人陆游，他即将穿
过奇雄险峻的剑门关。

此刻，陆游的心情很是郁闷。作
为一位以收复中原为己任，充满爱
国主义情怀的文人，陆游好不容易
得以在中年入蜀并抵达抗金前线。
然而，他金戈铁马的军旅生涯仅仅
过了八个月，便因为朝廷政策变化
而不得不匆匆结束。

在南郑的短短数月中，陆游曾
经在带队巡逻时，刺死过一只还在
哺乳期的母老虎。这是他这辈子最
为辉煌的“战果”，以至于到了晚年
还常常写诗来炫耀此事。怀着报国
无门、衷情难诉的憋屈，陆游“细雨
骑驴入剑门”。到成都之后，他出任
成都府路安抚司参议官。但不到一
年便改任蜀州通判、嘉州通判等职
务。通判是“通判州事”或“知事通

判”的省称，绝不是什么闲职。宋朝
时，属地凡兵民、钱谷、户口、赋役、狱
讼等州府公事，须通判连署方能生
效，并有监察官吏之权，号称“监州”。
而蜀州即今天的崇州市，嘉州即今天
的乐山市，两地也可称为蜀中要地。
但对于“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
州”的陆游来说，他并不看重这些职
位，只是感叹自己“胡未灭，鬓先秋，
泪空流”。因此，他便“冷官无一事，日
日得闲游”。陆游一度想“兴来买尽市
桥酒，大车磊落堆长瓶”，甚至说“我
游西川醉千场，万花成围柳着行。”

郁 郁 而 不 得 志 让 陆 游 从 一 个
“白首功名元未晚，笑人四十叹头
颅”的有志中年人，彻底沦为了现在
所说的“躺平式”干部。然而，人民的
眼睛是雪亮的。很快，陆游便被人举
报，说他懒政、颓废、狂放。

调查结果虽未发现陆游存在贪
污、受贿等“犯罪”事实，但“躺平”却
又是证据确凿。原来，陆游每到一处
游玩，每参加一次酒宴，大致都要写

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情怀。这就好
比现在，他每次发的朋友圈，都可以
证明他终日都在游山玩水、放歌纵
酒。此时，朝廷里的主和派也以“恃
酒颓放”来举报他。

于是，陆游被调离了。他被安排
去管理台州桐柏山崇道观，当起了

“祠禄官”，但同时祠禄减半发放。祠
禄官名义上是管理、主持宫观祭祀，
但也仅限于名义上，并不用亲赴宫
观主持工作。这是宋朝特有的，专门
安置老病大臣、政见不同官员以及
不宜任命实职官员的官职。

陆游在四川是否真如其诗中表
述的“恃酒颓放”，历史自有公论。但

“诗以咏志”表明，最起码他内心存
在着极其强烈的“躺平”思想。“躺
平”的想法或行动，才是陆游被举报
的导火索。

陆游的遭遇告诉我们，不论古
今，官员干部“躺平”都是很危险的，是
要不得的。另外，工作日切忌饮酒！

据《今晚报》

史话 历史上的“周处除三害”
《世说新语》中的《自新》篇，写了

一则“周处除三害”的故事。说的是一
个叫做周处的人，年少时凶悍暴戾，
为祸乡里。而在义兴这个地方，有蛟、
虎祸害百姓。百姓就把周处、蛟、虎称
作“三害”。而在三害里面，又属周处
最厉害，就有人劝说周处去杀虎斩
蛟，其实是希望三害中只剩下一害。
周处杀了白额虎，又下水去和蛟搏斗
了三天三夜。地方上的人都认为周处
已死，便互相祝贺。但周处最终还是
斩了蛟活着出来了，他听闻乡里庆
贺，才明白自己被当作祸害，有了要
悔过的想法。于是去吴郡寻找陆机和
陆云，经陆云指点，周处努力改过自

新，终于成为一个忠臣。
这个故事最早见于《晋书》，经

过改编与删减，最终形成了《世说新
语》中的版本。翻开《晋书》第五十八
卷，开篇即为广为流传的“周处除三
害”典故。依据史书记载，我们就得
到了更多的信息来审视周处的这段
经历，比如周处的官二代身份、人物
性格、后续成长等。

而周处之后的经历，更是将这个
著名的“浪子回头”事例递进一层。踏
上仕途的周处平叛乱，判决三十年未
决的案件，用教义敦促民众，安葬无
人认领的尸骸，备受百姓称赞。纠察
弹劾时，周处从不顾虑对方的家世身

份。而这份刚直被朝中大臣所厌恶，
将他推上了西征的道路。周处清楚地
知道这是一条死路，仍义无反顾。夏
侯骏逼迫周处进攻，以五千兵力敌贼
兵七万。在被断绝后援的情况下，周
处依然全力作战，终以身殉国。

讽刺的是，年少时乡里因周处的
凶横而怂恿他灭虎斩蛟，为官时朝臣
因周处的正直推他上战场。相同的
是，乡人和朝臣宠戚都希望他死，而
周处也都深谙这一点但不曾却步。

后晋廷追赠周处为平西将军，
加封谥号“孝”。至此，周处的传奇经
历画上了句号。
据湖州市图书馆古籍与地方文献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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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与攸县增佳台的故事
欧阳若伦

曾国藩（1811—1872），号涤生，谥号文正，湖南湘
乡人。他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
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后来，他
仕官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
侯，成为清朝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

有历史学者认为，曾国藩超人的学养和意志，入
世的思想和智慧，影响着近代的中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变革和进步，如今忙
于生计的平民百姓，对曾国藩知晓者可能不多。然而，在
攸县丫江桥增佳台一带则不然。这里的人们言及曾国
藩，便争相乐道曾国藩的为人处世，闲聊之中流露出对
曾国藩的敬慕和感激之情。

把“曾家台”改写为“增佳台”

清朝咸丰年间（1851—1861），攸县北乡嘉都严
仙岭东面山脚下，有个村庄聚居曾、皮两姓 20 余户
人家。起初，曾、皮两姓人彼此间相互谦让，和睦相
处，后来因给住地命名而产生矛盾。曾姓提出住地
应命名为“曾家台”，皮姓的人却不接受。皮姓认为，
如称“曾家台”，是把皮家“埋没了”，欺负了皮家，因
而极力反对。为此两姓人各执己见，争辩不休，最后
引发一场官司，告状至县衙。当时，论家财、权势，
曾、皮两姓旗鼓相当，县令为此举棋不定，久久未作
判决。

此时，曾国藩已为朝廷命官，正驻省府长沙。于
是曾姓派人携信去长沙晋见，请曾大人帮忙定夺。
原本认为一笔难写两个“曾”字，派去的人相信曾国
藩会帮助曾族说话，这场官司胜券在握。想不到曾国
藩看信后，沉思一番道：“曾、皮两姓人都是大清皇朝
的子民，同在一片蓝天下，同住一块土地上，本应和
邻睦里，携手共建家园，如今为争一个地名互相生怨
结仇。你们也不想想，难道为了一个虚名而让世代子
孙互不和睦，争斗不息？其后果必定两败俱伤，此举
绝不可取！”听了曾国藩简短的话语，曾家人如醍醐
灌顶，茅塞顿开。

随即曾国藩挥毫在红纸上写下“增佳台”三个字，
并解释说：“增：增加的意思；佳：美好的意思；愿你们
今后不断增加美好，日子越过越红火。今‘增佳’与原

‘曾家’，于音为同，于义为优。今后书写地名时以这
‘增佳台’三个字为准。”

曾姓人看到曾国藩亲笔题词后，虽然没有“曾
家”两字而有些不满意、不理解，但仔细一想，曾大人

的话颇有道理。以曾国藩的名望和权势，他们也只能
唯命是从。皮姓的人认为“曾家台”改写为“增佳台”，
剔除了家族色彩，化解了氏族矛盾，说明曾国藩不倚
仗权势，胸怀天下百姓，秉公办事，以理服人，对曾大
人感激不尽。

从此，曾、皮两姓因地名的争辩悄然停息，和好
如初。人们书写当地地名时，从无人心藏私念，而是
从命遵规，端端正正地写上“增佳台”三个字且一直
沿用至今。

为欧阳氏三修族谱撰序

同治元年（1862）夏初，曾国藩叔父丹阁大人
因祀祖展墓，住在增佳台。离增佳台不到两里路
的彰佳冲，有邑庠生欧阳义斋，时为一乡贤士，且
与曾家谊关姻娅。于是，对曾国藩叔父热忱迎
接，恐旅馆杂扰，特请曾公叔信宿其家。叙谈之
余，义斋以三修家谱，已任主修兼纂修一事告
于曾叔，并欲请曾国藩大人为谱撰序。曾叔
回去后，向侄国藩面述其意。曾国藩认为
庠生义斋“为族党所推重，职任纂修，其
事重，其功大，固非冒昧浅识者所可效
其能。且攸之欧阳氏，望族也。”“况义斋
既为洽比之亲，又为戚谊之好，予虽未
尝谋面，而以重叔命者重义斋，自 不 得
不急为操觚，以嘉拳拳之意。”

当年七月，曾国藩为欧阳氏三修家
谱撰写的序言终现谱端。欧阳氏族人因
有这位钦点翰林院作序，让族谱增色生
辉而感到荣耀和自豪！

此后，光绪庚子二十六年（1900）、民
国丁丑二十六年（1937），欧阳氏先后四
修、五修族谱，都将曾国藩所撰谱序续录
其内。2003 年 6 月六修族谱时，再接续收
录在内。因原文为文言文，为便于今人阅
读，已将序言标点断句，改繁体字为规范
的简化字。

2016 年 2 月，刘大元先生编著的《浟

水人家》（第五册）《湖口欧阳氏》一卷
中，特意载录曾国藩所撰的《欧阳氏三
修族谱序》。

资料来源：丫江桥镇增佳新村曾青松
等口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