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百年来，他就在那里，任岁

月流转，星河变幻。

适逢假期，天高气爽，万里晴

空，在家人的陪伴下，我们一同驱

车前往京北的山林。秋风习习，

韵味悠长的古北水镇出现在车窗

外。极目远眺，蜿蜒起伏的司马

台长城令我着迷。穿过水镇，山

路曲折回环。顺势而上，脚下的

石板路逐渐过渡成略微泛黄的石

砖。抬眼望去，一座座烽火台矗

立在山巅，仿佛诉说着五千年的

传奇。我的内心被深深震撼，著

名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曾评价“中

国长城是世界之最”，司马台便是

我心中的“长城之最”。

一步一台阶，一步一足迹，山

间潺潺流水声伴着疾飞而过的禽

鸟振翅声，我沉醉于石砖珍贵的

砖铭，全然忘记注意脚下的路。

“小心！”家人的喊声打断了我的

思绪，回过神来向旁边看去，猛地

发现道路侧方竟没有边墙。我急

忙收脚，瘫坐在地，手脚并用地爬

至残垣边，石砖的裂纹清晰可

见。透过砖铭，我仿佛看到勤劳

的匠人用心浇筑每一块石砖，工

人们徒手搬运石砖修筑万里长城

的场景……

司马台长城依险峻山势而

筑，以险、密、齐、巧、全五大特点

著称于世。我站起身向远处望

去，这巨龙蜿蜒盘旋在山脊之上，

每一段都让人着迷，每一座烽火

台都令我心向往之。这留给后人

品读文化、鉴赏历史的司马台长

城，都归功于我国古代劳动人民

的智慧创造与辛勤付出。

爬上长城，站在烽火台上，我

回身远眺，只见云山苍茫。除了

天高地远，一览众山小之豪情外，

更多的是身为中华儿女的自豪。

这连绵不绝的长城就是中华文明

生生不息的传承之脉。

日落黄昏，晚风拂过。下山

后，我仍不舍，向后望去，斜阳返

照，那司马台长城依旧矗立，任岁

月流转，星河变幻……

万里长城万里长万里长城万里长
北京市前门外国语学校学生 曹泽宇曹泽宇

本文是一篇游记，写出了游

踪、景观和情感。文笔优美，将登

临司马台长城的感悟充分展现。

首尾呼应给人以言有尽而意无穷

之感，修改中去掉了与居庸关长

城作比较的段落，突出主体，情感

更加鲜明。

（指导教师：李梦楠）

评语

在内蒙古腹地，有一段古长城

路。这里不仅吹奏过千百年前西夏

将士抵御外侮、献身报国的号角，也

在那一年夏天吹响了我们团结互

助、永不言弃的号角。

“同学们，这里是西夏土长城

遗址，也是我们今天要徒步的地

方……”听到介绍，我们摩拳擦掌、

跃跃欲试。“就这还用半天？看我一

个钟头来个往返！”班上最壮的小强

自信满满。

大家在嬉笑声中迅速整队出

发，向终点挺进。说得容易，走起来

难。不过半个钟头，我就气喘吁吁、

步履维艰，汗水顺着脖子往衣服里

流，用手在脸上抹一把，就给自己糊

了个大花脸。我感觉自己像赤脚走

在焦热的土地上，下一步就会瘫倒。

一阵黄风袭来，低沉的呜鸣声

从古长城上卷过。“什么声音啊？”有

同学惊问。“这是风吹过长城风洞形

成的，不过当地人都说这是西夏人

冲锋的号角。”导游解释说。我心中

一震，千百年前，在这贫瘠的土地

上，西夏人一砖一石地垒起绵延数

千公里的长城，又用生命驻守在这

漫天黄沙中。但是他们一步都没有

退却，因为他们背后是故土家园，是

更多鲜活的、需要他们去守护的生

命。突然，我觉得那呜鸣声是昔日

将士用贯穿岁月的号角声，鼓励我

们继续向前。想到这，我仿佛有了

无穷的力量，于是咬紧牙关，加快脚

步，在前人抵御外敌、献身报国的号

角声中继续前行。

不知不觉中，行程已过大半，但

剩下的路被风化得格外严重，所以

我们走得十分小心。突然，前面的

队伍停了下来，大家都在议论着什

么。我挤上去一看，原来是一段路

面塌陷，和前途后路形成了落差。

正当我们商量怎么办时，班长站了

出来：“一二组的男生先跟我下去探

路，女生等接应，其他男生殿后。”说

完，就由两个男生拽着他的胳膊把

他放了下去，其他同学也默默地排

好队伍。

轮到我了，先是两个男同学抓

住我的胳膊，让我慢慢往下滑，下面

的同学迅速托住我的脚给了我支

撑。终于踏上了地面，我发现几个

男生站在两边，或用手或用脚挡着

荆棘，防止划伤同学。那头，又有两

个同学用肩膀做依托，把我抬起来，

上面的同学一拉，我感觉自己轻飘

飘地就“飞”到了对面。队伍就这样

缓缓通过，先过去的人没有着急赶

路。每个人都在耐心地等待，等待

我们铺路勇士的回归。终于，一个

接一个，一个扶一个，所有人都通过

了塌陷路段。那一刻，队伍里爆发

出雷鸣般的掌声。不知道是谁起了

个 头 ，我 们 唱 起 了《团 结 就 是 力

量》。在歌声中，我们一路小跑奔向

终点。此时大家信心十足，因为我

们知道有彼此作为依靠，必将抵达

胜利的彼岸。而那歌声就是我们面

对困难时吹响的独属我们自己的号

角，是团结互助、永不言弃的号角。

终于，在太阳爬上最高点时，我

们抵达终点。同学们摇着队旗，在

风沙中纵情大喊，此起彼伏的喊声

和风吹过长城的呜鸣声混在一起，

像嘹亮而动人的号角声。

漫漫征途里，我们顺着长城伴

着号角声一路向前。那嘹亮的号

角不仅唱着前人的壮志，也鼓舞我

们进取。在这声声鞭策中，我们用

自己的毅力，用对彼此的支持，吹

响此刻的号角，吹响我们这个时代

的号角。

茫茫千里，号角相伴。

漫漫征途，号角嘹亮。

号号角角嘹亮嘹亮
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学生 张馨然

这 篇 文 章 记 述 了 自 己 一 次

游 学 经 历 。 特 别 值 得 赞 赏 的

是 ，作 者 将 现 实 中 的 号 角 声 和

精神上的号角声、历史的征途和

眼前的道路进行了巧妙地融合，

并由此引出了对未来的思考，娓

娓道来，不着痕迹，体现出作者

的写作功力，也更能引起读者的

共鸣。

（指导教师：徐利）

评语

春雨过后，万物生发。当你来到碧

水环绕的竹林间，清幽感仿佛一股沁香

直击你的心田。9岁那年，我来到四川的

山涧之中，这才理解滴水石穿的真正意

义……

层峦叠翠，一座山与另一座山堆砌在

一起，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把平坦的地面塑

造成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山峦。而山峦脚

下，碧波之侧便是成片的竹林。

当你身处竹林之中，总能看到一簇簇

紫红色的嫩芽。它们拥挤在一起，一层夹

着一层，一层裹着一层，偶尔还有晶莹剔

透的水珠悬挂在上面。这就是竹笋。你

可以在任何地方看到它们的身影，水边、

泥土里，甚至乱石堆中……

正当我迈过一座乱石堆时，石堆中

一个紫红色的锥状物体吸引了我。我定

睛一瞧——竹笋！那小小的竹笋仿佛还

在襁褓之中，而在它头顶不到一厘米的

地方是一块怪石。怪石乍一看有十几公

斤。刚出生的竹笋身躯瘦小，被岩石挡

住去路，似乎用尽全身的力气也不足与

岩石抗衡，但它好像没有一丝气馁之

意。我不禁叹了口气，为它的境地感到

惋惜。

几天后，我又踏上这片竹林时，只见

那块厚重的岩石中间有一条裂缝，诧异

间，我低头一看，正是那竹笋钻开的。我

愣住了，睁大眼睛细瞧，这竹笋的生命力

真的如此强大吗？我心里盘算着。小小

的竹笋可能还不到岩石的十分之一，甚

至百分之一大！可竹笋依旧能将岩石一

分为二，这是何等的生命力！竹笋用它

那瘦小的身躯拼命抵住岩石，仍在不断

生长。

又过了几天，当我再次来到竹笋前面

的时候，那玲珑的竹笋已经完全穿透石

头，比岩石高出将近两厘米。看到这一

幕，我似乎感悟到了生命的真谛：坚持不

懈。也许竹笋本身的力量并不能与岩石

抗衡，但它充满生命力的不懈坚持使得它

破石而出！它的钻出如同一道惊雷劈开

沉睡的大地，以无声的方式宣示着自己的

到来！正所谓“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

在破岩中。”

在一根竹笋上，你看不到一丝懈怠，

能看到的唯有日复一日永不停歇地生

长。我想这就是滴水石穿真正意义的外

化吧！纵使千难万阻，亦当砥砺奋进。当

你像顽强拼搏的竹笋一样坚持不懈、锲而

不舍，定能破石而出，滴水石穿！

滴水石穿滴水石穿
北京市第十三中分校学生 王子航

本文文笔流畅、富于文采，该同学通

过多次细致的观察，生动地描摹了竹笋破

石的变化过程，同时穿插了内心的思考与

震撼，最终从中感悟到坚持不懈、滴水石

穿的人生真谛。本文启示我们，只有善于

体察生活，方能从生活的点滴中感悟人生

的哲理与智慧。

（指导教师：安博）

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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