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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诗词雅会云课堂晒作业啦（六）

诗词大家、勤政爱民、美食高手……
喜爱苏东坡的理由太多太多

宁波诗词雅会

云课堂第六课，我

们邀请了慈溪市实

验小学教育集团陈

旭丹老师，她带着

同学们走近苏轼，

感受大师积极、乐

观的心态。

陈旭丹老师还

给各位同学留了题

目，现在我们就来

看看大家交上来的

作业吧。

□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徐徐 整理

漫步苏堤有感
慈溪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402班 施沁晗 指导老师 华颖

四月的一个星期天，妈妈带我
来到杭州的西子湖畔，烟雨朦胧，桃
红柳绿，一派诗情画意，多么醉人的
春色啊！

沿着西湖，我们一路向南，竹影
婆娑处，一座两层红窗白墙仿清楼
阁式建筑——“苏东坡纪念馆”映入
眼帘，门口矗立着一尊高大的苏东
坡石雕像，他衣袂飘然，目视远方。
是的，苏轼两次居杭，整整五年，足
迹遍布杭州的各个角落，留下数百
首诗词，对杭城的偏爱可见一斑。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
亦奇。”两年前来西湖时欣赏到晴天
的明媚艳丽，至今仍在我脑海当中，
但此刻漫步苏堤，放眼望去，远处的
山色在雨幕中空空蒙蒙一片，柳叶

摇曳间更多了几分雅韵，山色一片
青绿，真的如同一大幅水墨画，再聆
听细雨滋润万物的声音，真是惬意
极了！怪不得苏轼如此热爱西湖。

正是因为这份热爱，苏轼曾亲自
指挥百姓疏浚西湖，用挖出的葑草和
淤泥堆积出这条林荫大堤；正是因为
这份热爱，苏轼将百姓们送来的猪肉
做成东坡肉，和大家一起同享；正是
因为这份热爱，当苏轼第二次来杭州
做官时，发现此时的杭州情况不容乐
观，他上书朝廷，请求免除杭州百姓
的赋税，并请求朝廷救灾赈民，解民
于水火；正是因为这份热爱，他又组
织人员疏通白居易当年建立的六井，
开凿运河……

“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

船”“菰蒲无边水茫茫, 荷花夜开风露
香”“灵隐前，天竺后，两涧春淙一灵
鹫”……苏轼用一句句诗词记录眼中
的杭城，表达着他对杭城的厚爱。

今天，真是不虚此行。

陈旭丹老师点评：
山水人情解惆怅，为官两任为百

姓。漫步苏堤，吟诵着“水光潋滟晴方
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小作者仿佛与
苏轼一同畅游烟雨西湖。这番体验让
小作者与热爱西湖、热爱杭州、热爱
杭州百姓的苏轼产生了共鸣。

东坡可爱，不单是因为他造福
民众，更重要的是他给西湖的山水
赋予了灵性和神采。而领略到东坡
可爱的小作者真是不虚此行啊！

题目

你对苏东坡
了解多少？

读过《浣溪沙·游
蕲水清泉寺》，你感受
到苏轼写这首词时那
种对生活的热情和信
心了吗？你对苏东坡有
哪些了解？谈谈你对他
的认识。题目自拟，不
少于300字。

依稀如见苏东坡
宁波市实验学校402班 林嘉卉 指导老师 翁丹妙

梦回北宋，见一老者，他形容消
瘦，长须飘飘，竹杖芒鞋，于风雨
中，徐徐前行……是的，他便是苏
轼，那个屡遭贬谪、身历八州的苏东
坡，那个永怀赤子之心、豁达乐观的
苏东坡。

因为反对变法，因为遭人嫉妒，
因为率直清高，才华横溢的他，一生
于风雨中飘摇。

然而，你听——
他于赤壁前驻足，唱道“大江东

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请问
谁的诗能这般撼魄荡魂？忧愤于笔
墨中流出，豪情于字词间激荡。

他于山前沉思，吟道“不识庐山

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请问又
有谁能如此浅显地一语道破这亘古
的哲理？

他于密州城出猎，念道：“为报
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请
问又有哪个太守出猎能得全城百姓
之追随？虽被贬谪一地，他却爱民如
子，深受百姓爱戴。

正是这风，这雨，磨砺出了一个
我们所熟知、所钟爱的东坡。他如此
豪迈、如此善思、如此爱民！又是如
此豁达、如此浪漫、如此激荡着生命
绚丽的色彩！

风也停，雨也住。斜阳之下，那
老者渐渐远行，依稀传来他那爽朗

的笑声：“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陈旭丹老师点评：
我们能通过诗歌触碰到伟大诗

人的心灵和感动。从《念奴娇·赤壁
怀古》到《题西林壁》，从《江城子·
密州出猎》到《定风波》，小作者走
进苏轼的内心世界，感受苏轼勃发
的豪情，体悟到他对生活的热情和
信心。

苏轼旷达而乐观的形象在小作
者的品读中愈发鲜明。千百年来，我
们读其诗词，想见苏轼不平凡的一
生，汲取他不朽的精神力量。

苏东坡，我心中的“谪仙”
镇海区崇正书院305班 吴昕芷 指导老师 林欣怡

“谪仙”，即被贬谪的仙人。如今
提及“谪仙”，一般指唐朝大诗人李
白，但如果一定要在整个中华文化
史和艺术史中找出能与其比肩的，
我想宋代苏东坡可以与其争锋。

苏东坡一生仕途坎坷，命运多
舛，一生漂泊，几度贬谪，从杭州、
黄州，直至惠州、儋州，足迹遍布十
余个城市。

贬谪黄州的日子，对苏东坡来
说是一个真正的“渐悟”过程。为了
家中一日三餐辛勤躬耕的他，在经
历了种种荣耀和挫折后，“谪仙”的
才华终于爆发。

在黄州，他破茧成蝶，相继写下
《寒食帖》《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有
《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千古名篇。

在黄州，苏轼更是苦中作乐，把
自己开垦的荒地取名东坡，“回首向
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贫困潦倒、宦海沉浮始终打不
倒他，在日复一日的平淡日子里，他
的眼中都是黄州的好：猪肉特别好
吃，而且便宜！于是苏东坡开始买猪
肉，苦心钻研烹饪方法，还把自己研
制的炖猪肉的方法分享给百姓，让
百姓们吃饱吃好。

在黄州，饮茶也是苏东坡生活
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他的精神
伙伴。他在《浣溪沙》里形容喝茶的
感受是“人间有味是清欢”，饮茶时
的这种清淡欢愉才是人生真正的滋
味。

苏东坡，除了他的才情，政绩，

更让后人感悟，原来这个世上还有
一种人生叫“谪仙”。

陈旭丹老师点评：
生命中的喧嚣浮华退场后，黄

州给予苏轼温暖与抚慰，造就他的
作品千古传颂的生命力。黄州可以
说是苏轼人生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
时期。小作者以苏轼被贬黄州的经
历为切入口，从作品、生平、轶事中
发现诗人“渐悟”之路、蜕变之路，
感受“谪仙”的风范。黄州赋予苏轼
这个潇洒的生活家以生命的灵性，
成就他善处穷通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