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统考卷：漫游北京/盘中餐 

 

【原题呈现】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写一篇作文。 

（1）故宫、人民英雄纪念碑、香山、居庸关、卢沟桥、漕运码头……坐落在北京中轴线或文化带上，

成为北京的文化标志。胡同古镇、奥运场馆、美丽新农村……同样富有文化内涵。漫游北京，寻古访今，

可以丰富见闻，开阔视野，感受真善美。请选择你熟悉的地方，写一篇游记，题目自拟。（本试卷第一大

题涉及的文化场所不在写作范围内） 

（2）一日三餐，往复循环，“盘中餐”熟悉又陌生。盘中可盛一饭一蔬，让我们体会家庭的温暖，理

解稼穑的艰辛，回味故土的风情，感受文化的厚重。请以“盘中餐”为题，写一篇作文。文体不限，诗歌

除外。 

要求：将作文题目写在答题卡上，作文内容积极向上，字数在 600-800之间，不出现学校的真实校名、

师生姓名等。 

  

2023 年北京中考作文： 

题目一：以“我读到的北京”为题，引导学生通过阅读、建筑和活动等多角度感知和理解北京的文化

与精神。 

题目二：以“我生活中的一棵树”为题，让学生通过树木的象征性来表达个人成长和生活情感。 

2022 年北京中考作文： 

题目一：以“那个星期天”为题，鼓励学生通过真实或想象的方式表达特殊经历和情感体验。 

题目二：以“我挂断了跨越时间的电话”为开头，发挥想象力写故事，探讨时间与人生的关系。 

2021 年北京中考作文： 

题目一：以“做一粒的种子”为引导，展示个人成长和社会责任。 

题目二：以“此刻，我按下时间控制器”为开头，发挥想象写故事，探讨时间与生活的奇妙可能性。 

2020 年北京中考作文： 

题目一：以“2020，我的中考”为题，反映特殊年份中考前后的个人成长和社会关怀。 

题目二：以“如果你得到一个神奇的控制器”为题，引导学生思考时间与事件的关系，发挥想象写故

事。 

2019年北京中考作文 

题目一： 

请将“北京，这里有我的”补充完整，构成你的题目，写一篇文章。不限文体(诗歌除外)。 

考题回顾 

题目放送 



题目二： 

设想你是漂泊其他星球的地球人，或是外出遇险的动物，或是消逝的一片森林，或是流失异国的文

物……请以“我终于回来了”为题，发挥想象，写一篇故事。 

要求： 

(1)请将作文题目抄写在答题卡上。 

(2)作文内容积极向上。 

(3)字数在 600-800 之间。 

(4)不要出现所在学校的校名或师生姓名。 

2018 年北京中考作文 

选一题，写一篇文章。 

题目一：一位著名学者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任何一个多少知道一点自己国家历史的人，都应该对本国过

往的历史心怀敬意。历史不仅书写在浩瀚的史籍里，也沉淀在众多的历史古迹和历史文物中。请你任选一

处古迹(圆明园除外)或一件文物，将“，让我心生敬意”补充完整，构成你的题目，写一篇文章。不限文

体(诗歌除外)。 

题目二：请你用上“伙伴”“困境”“成长”这三个词语，以“在幽深的峡谷里”为开头，发挥想象，

写昳篇故事。题目自拟。 

2017 年北京中考作文 

（一）根据情境，按照要求写作。（10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写作。 

题目一：在一次同学聚会上，大家兴致勃勃地回忆起小时候玩过的游戏。请你也描述一个曾带给你快

乐的游戏（如下棋、猜谜、拼图、折纸、放风筝、抖空竹、踢毽子、捉迷藏……），与同学们分享童年的

快乐。 

题目二：班级将要举办“讲述历史故事，传颂中华文明”主题班会。作为一个准备发言的同学，请你

结合下面的连环画，拟写一段发言稿。 

（二）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写一篇文章。（40分） 

题目一：古人云：“万物贵其真。”这句话启示我们，无论是大千世界中的万事万物，还是日常生活

中的为人、做事，都贵在一个“真”字。请将“——贵在真”补充完整，构成你的题目，写一篇文章。不

限文体（诗歌除外）。 

题目二：假设你走进一个神秘莫测的森林王国。你能听懂那里花草树木的语言、飞鸟鱼虫的交谈、泉

水山石的对话，并且还能和它们一起交流、生活……在那里，你们之间会有怎样的故事发生呢？你又会有

怎样的收获呢？请你发挥想象，自拟题目，写一篇记叙文。 

2016 年北京中考作文 

（一）根据情景，按要求写作。（1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写作。 



题目一：有位外地朋友来北京，想通过品尝北京特色美食体验京味文化。请你写一段话，向他推荐一

种具有北京本地特色的美食（如北京烤鸭、涮羊肉、炒肝儿、豆汁儿、驴打滚儿、冰糖葫芦、艾窝窝……）。 

题目二：语文课上，老师组织同学们讨论《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这个人物形象。你的任务是阅读下面

连环画，就印象和感受最深的一点，写一段点评（可以点评诸葛亮的精神境界，也可以点评他的所作所为），

准备发言。 

（二）根据题目，按要求写作。（4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写一篇文章。 

题目一：请以“读书·实践·收获”为题目，写一篇文章。不限文体（诗歌除外） 

题目二：据报道，在 3D虚拟现实的校园实验室里，可以让屏幕里的蝴蝶飞到眼前，可以模拟在不同星

球的重力实验，可以置身于恐龙生活的白垩纪，可以探索原子内部的无穷奥秘……在这样奇妙的实验室里

学习，会发生怎样有趣的事情呢？请你发挥想象，以“奇妙的实验室”为题目，写一篇记叙文。 

2015 年北京中考作文 

（一）根据情境，按要求写作。（1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按要求写作。 

题目一：班上准备召开名著阅读经验交流会，分享同学们阅读名著的经验。请以你读过的一部名著为

例，写一段话，简要介绍你阅读名著的经验。 

题目二：学校校刊准备开辟“走进博物馆”栏目，分享同学们参观博物馆（或纪念馆）的收获。校刊

主编向同学们征稿。请你写一篇稿件，简要写出参观某座博物馆（或纪念馆）后，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是怎样获得的。 

（二）根据题目，按要求写作。（4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写一篇文章。 

题目一：对话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种方式。对话可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可以倾诉各自的

心声，可以碰撞出智慧的火花……请你以“对话”为题目，写一篇文章，可以记录精彩的对话过程，可以

描述对话产生的美好结果，可以阐述你对对话的认识…… 

题目二：《超级智能住宅》这篇科幻小说的结尾充满悬念。男主人与房子之间的矛盾冲突会怎样收场，

超级智能住宅里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请你发挥想象，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2014 年北京中考作文 

(一)根据情境，按要求写作。(10分) 

校学生会准备出一期“献给母校”的专刊。主编邀请你以一个初三毕业生的名义为“感恩”栏目写一

段话，向在三年的学习生活中帮助和关爱过你的人表示感谢。请你从班主任、任课教师、校医、保安、图

书管理员中任选一个，表达感谢的心意。 

要求： 

（1）将你选定的对象天蝎在答题卡的横线上。 

（2）内容要真实具体，语言要准确得体。 



（3）字数在 150-200 之间。 

（4）不要出现所在学校的校名或师生姓名。 

  (二)根据题目，按要求写作。(40 分) 

  从下面两个题目中任选一题，写一篇文章。 

 题目一：读书学习，科技制作，文体爱好，社会实践....。这里，一定会有属于你自己的世界。这个

世界，陶冶你的性情，提升你的境界。请你以“这里有属于我的世界”为题目，写一篇文章。 

题目二：《宜居城市》这篇文章，使你对宜居城市的生活和建设有了一定的了解。请你发挥想象，以

你心目中的宜居城市为背景，以“宜居城市里的故事”为题目，写一篇文章。 

（1）将所选题目抄写在答题卡上。 

（2）不限文体（除诗歌外）。 

（3）字数在 600-800 之间。 

（4）不要出现所在学校的校名或师生姓名 

 

 

 

 

题目一要求选取北京的一个文化标志，写一篇游记。这个要求直接指向了北京这一特定地区的文化地

标，限定了学生的写作范围。学生需要对所选的文化标志有一定的了解和体验，才能写出有深度的游记。 

题目利用北京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写作素材。学生可以通过写作更深入地了解和感

受北京的文化特色。题目鼓励学生走出课堂，实地探访文化地标，增强学习的实践性和互动性。游记的写

作形式较为自由，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观察和体验，灵活地组织文章结构和内容。学生可以在游记中表达

自己对文化地标的独到见解和感悟，展现个性化的思考。题目二以“盘中餐”为主题，写一篇作文。该题

目以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普遍现象为切入点，要求学生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探讨与之相关的各种主题。作文

不限定具体的写作形式，学生可以选择叙述文、议论文、散文等不同的文体进行创作。“盘中餐”作为一

个贴近生活的主题，容易激发学生对日常生活的观察和思考，从而产生共鸣。题目的开放性为不同写作风

格和能力的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选择适合的写作方式。学生可以从多个

角度展开写作，如家庭情感、文化传统、生活哲学等，这为作文的多样性提供了可能。食物往往与情感紧

密相连，学生可以通过对“盘中餐”的描写，表达对家庭、亲情或故乡的深厚情感。 

今年的中考作文题目，像一盘精心烹制的佳肴，既有让人眼前一亮的亮点，也不乏引发深思的调料。

我们不禁要问：如何在题目设计中，既展现文化的深厚底蕴，又让每个学生都能感受到公平与包容呢？ 

拓宽视野：让每个角落的故事都有一席之地 

作文题目，不应该只是北京孩子的专利。我们的文化是多元的，每个地方都有它独特的色彩和故事。

题目设计时，何不放宽视野，让来自五湖四海的孩子们都能在作文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无论是江南水乡的

试卷分析 



温婉，还是塞北草原的辽阔，都应该成为孩子们笔下的风景。 

鼓励创新：让每个孩子都成为自己故事的创造者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他们的故事也应该是独特的。鼓励孩子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不

拘泥于传统的写作模式，让他们在作文中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无论是天马行空的幻想，还是深

入心灵的思考，都应该被鼓励和赞赏。 

作文题目的设计，是一场关于公平与包容的平衡艺术。我们期待，未来的作文题目能够成为连接每个

孩子内心世界的桥梁，让他们在公平的阳光下，包容的雨露中，茁壮成长，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 

展望未来：更公平、更包容的心态 

随着教育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我们对未来的作文题目充满了期待。我们希望它们不仅仅是考试的题

目，而是成为激发学生思考、表达自我、展现个性的舞台。在这样的愿景下，未来的作文题目将更加注重

公平性和包容性，让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在考场上大放异彩。 

更公平的出发点 

我们期待题目能够超越地域和文化的限制，让不同背景的学生都能在作文中找到共鸣，展现自己的见

解。无论是城市的孩子还是乡村的孩子，都能在作文题目中找到自己生活的影子，用笔尖描绘出自己的生

活画卷。 

更包容的创作空间 

我们希望作文题目能够提供更广阔的创作空间，让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得到充分的发挥。不再局限

于传统的写作模式，而是鼓励学生用自己独特的视角去观察世界，用新颖的表达方式去讲述故事。 

激发潜力，展现才华 

每个学生都是一座未被充分挖掘的宝藏，而作文题目就是打开这座宝藏的钥匙。我们期待未来的作文

题目能够激发学生的潜力，让他们在考场上展现自己的才华，用文字构建起与世界沟通的桥梁。 

中考作文，不仅是一场语文能力的较量，更是一次心灵的触碰，一次思想的交流。我们相信，只要我

们用心去感受生活的点滴，用脑去思考现象背后的本质，用笔去表达内心的声音，每一篇作文都能成为孩

子们心灵成长的见证。 

在这个充满可能的舞台上，祝愿所有中考学子能够勇敢地展示自己的才华，用文字书写出属于自己的

精彩篇章。无论成绩如何，这都是你们成长路上宝贵的经历和记忆。 

加油，学子们！未来属于你们，用你们的笔，去描绘出最亮丽的明天！ 

备考建议 

1、深入了解北京文化：鉴于北京中考作文题目常涉及地域文化，考生应提前了解北京的历史、文化、

名胜古迹等，增强对北京文化的认知和理解。同时，可以阅读相关的文学作品和史料，丰富自己的知识储

备。 

2、关注日常生活：考生应关注自己的日常生活，积累生活素材。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寻找灵感，发现那

些能够触动自己内心的瞬间和事物。同时，要注意观察身边的人和事，了解社会现象和热点问题，为写作

提供丰富的素材。 



3、培养情感表达能力：情感表达是作文的重要组成部分。考生应通过阅读和写作练习，培养自己的情

感表达能力。可以尝试写一些日记、随笔等，记录自己的情感和思考，逐渐提高自己的情感表达能力。 

4、锻炼创新思维：创新思维是作文的重要能力之一。考生可以通过阅读、观察、思考等方式，锻炼自

己的创新思维。可以尝试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提出新颖的观点和看法。同时，也可以通过写作练习，

尝试不同的写作方式和风格，展现自己的创新思维。 

 

名师解读 

米菲老师： 

题目一：游记（题目自拟） 

坑 1：只能写“北京”吗？ 

从导语看，“漫游北京”是比较明确的提示，而“选择你熟悉的地方”又没有明确规定“北京城里你

熟悉的地方”。这种情况下，建议写北京，别整那模棱两可的纠结。不过，没写“北京”也未必丢分。2015

年北京中考题“对话”，在导语里说了“对话是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种方式”，结果高分作文

里有写“我和爱因斯坦对话”“我和李白对话”的。所以别慌，中考拼总分，别影响后面考试的心情。 

坑 2：游记怎么写？好像没素材！ 

“作为北京考生，一定要了解北京！”可正因身处于此，孩子们才不会像游客一样着急忙慌地游览故

宫、长城，反正就在家门口嘛，急什么？但若真要在作文里谈谈北京，不行万里路，又何来真情实感？比

如，提到北京游记，孩子们脑海里全是故宫、长城，历史背景讲一讲，网上资料抄一抄，写法就像 AI 自动

生成的一样，毫无情感，更无新意。游记不是用眼睛看，而是用心写。 

你眼中看的是景，你脑子里想到的得是人。你站在长城上，不是感叹长城有多长，而是想想背后的人。

在科技没有如此先进的年代里，古人是怎样建造出世界奇观的？你站在故宫里，看 600 年大展“丹宸永固”，

你要想到那是人的接力，才能让古老的宫殿永远如初。你走在长安街上，不要只看到如今繁华如烻，要想

象到小贩的竹筐被掀翻在地，老字号的牌匾曾跌落到火里，孩子跑丢了鞋子倒在街上哭泣。直到嘹亮的军

号声盖过了炮火，红星照耀下，这里翻开了新的篇章。 

游记不是扔出“伟大”“震撼”“感动”这样的词，就叫有立意。你要看到、听到一些东西，才能走

心地说出那些动人的词句。你站在长城上，看见金发碧眼的外国朋友一边拍照，一边用中文赞叹“中国真

棒”，你会明白长城从防御城墙变成了包容开放的象征，那是一个民族的自信。你站在岳阳楼，听导游告

诉你这楼经历过数次水患、火烧、雷击、战乱。历代工匠修复着它的容颜，文人墨客勾勒出它的风骨。它

曾被天灾人祸所坏，却不曾真正被毁，你会明白那是民族的精魂。你来到西安，晚上在剧场里看历史剧《驼

铃传奇》，被舞台上丹凤朝阳的幻影迷城和驼铃阵阵的丝绸之路震撼得热泪盈眶，你才会懂什么叫“用最

初的心，走向最远的路”。你飞驰在新疆独库公路，途经烈士陵园，听导游和牧民讲述这条路修建的困苦，

听养护工人讲每年清路开路的艰辛，你会明白修路英雄们宛若星辰，护路平凡者则是星辰引领下的一个民

族的底气。 

 题目二：盘中餐  



坑：素材有，但是俗！ 

这个题目，就像导语说的，“熟悉又陌生”。毕竟，初中生们应该都写过“家里的某餐饭”这类素材，

但导语提示的“理解稼穑的艰辛，回味故土的风情，感受文化的厚重”，又把这个题目拔到很多同学不曾

企及的高度。再瞅瞅你想的“妈妈给我做家常菜”的素材，是不是不好意思往上写了？ 

下列素材，哪个好？ 

A.  今日晚饭是妈妈做的红烧肉，真香！ 

B.  我和家人一起动手包粽子，这盘中餐虽然外观不咋好看，但有家的味道、文化的味道。 

C.  老家有个习俗，腊月里要腌白菜，爷爷一边教我，一边告诉我这盘中餐是“不忘苦难岁月”的朴

素精神。 

D.  假期来到田园农家乐，跟随农民体验耕种，吃着自己亲手摘的菜，明白盘中餐粒粒辛苦。 

一餐一饭的素材，写作文，体验和思考缺一不可。比如野菜素材，很多孩子都说自己吃过野菜，但写

进作文里，也只会说“野菜真香”“挖野菜真有趣”，写不出深度来。迎接春天的方式多为抬头赏花、登

山望远；而有些地道春色，得低头才能发现。试寻野菜炊春饭，便是江南二月天。行走在城市路边，看见

小孩子们快乐地跟着长辈，拎着菜箩、拿把小铲子，蹲在地上挖野菜。夕阳下的剪影仿佛变成了这片土地

的先民，他们在困苦岁月里发现了野菜，又像一株株野菜在沟坎里倔强扎根，拥有了冲破贫瘠的生命力。

无论是野菜，还是人，敢于把命运交给天地，于是最懂天地，不畏生长。不起眼的野菜，亦是一种精神。 

枝枝老师： 

 一句话总结：吃好玩好才能写好。 

生活的丰富体验是催生文学灵感的沃土，“吃好玩好”方能妙笔生花。写作不再是单纯的语言技能训

练，而是一种综合能力的体现，一种融汇观察、思考与表达的综合艺术。 

回顾近五年北京中考语文作文题目，我们不难发现，这些题目不仅覆盖了历史文化、日常生活、个人

情感以及社会责任等多个层面，而且旨在通过写作展现学生的全方位能力。作文，已不再是简单的文字游

戏，而是学生文学素养、思辨能力和社会责任感的综合体现。以今年两个作文题目为例，它们都要求学生

能够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并真挚表达个人情感，题目设置非常精巧且有深度。 

题目一要求学生写一篇关于北京的游记，可以从多个具有文化标志的地点中选择。这一题目的设计，

不仅考查了学生对北京文化的了解和认识，更要求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感受，以游记的形式表达出

来。这既锻炼了学生的观察能力，也提升了他们的文笔和表达能力。同时，这一题目也隐含着对学生历史、

地理知识的考查，体现了跨学科的学习理念也考验着学生的眼界阅历。 

建议： 

1.选择合适的地点：学生应选择自己熟悉且有深入体验的地点，如故宫、香山等，通过具体的景点描述

和个人感受来传达独特的视角。 

2.结构和内容的合理安排：游记的结构通常包括引子、主体和结尾，建议学生在文章中清晰地展示出对

历史文化和现代发展的理解，让读者能够身临其境。 

题目二则更富有哲理和生活气息，引导学生从日常的一餐一饭中体味生活的温暖与艰辛，感悟文化的



深邃。一日三餐，往复循环，这是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然而，就在这日常的一餐一饭中，却蕴

含了家庭的温暖、稼穑的艰辛、故土的风情以及文化的厚重。这个题目要求学生从生活的细微处发现深意，

体现了语文学习与生活的紧密联系。它鼓励学生去观察和思考生活中的平凡事物，从而培养他们的感悟能

力和思辨能力。 

建议： 

1.深入挖掘个人体验：学生可以从日常生活中的一餐一菜出发，展开对家庭温暖、农耕辛劳等主题的探

索和表达。或结合名人事迹（袁隆平院士）进行立意升格，写出既个性又富有深度的文章。 

2.注重细节描写和情感表达：作文应该生动具体地描述食物的味道、家庭的氛围，以及对地方文化和传

统的理解，使读者能够感同身受。 

2024 年北京中考语文作文题目中，无论是游记题目还是“盘中餐”题目，都蕴含了浓厚的地域文化与

人文情怀的考察。游记题目要求考生选择熟悉的北京文化标志进行写作，这不仅考查了考生对北京文化的

了解和熟悉程度，也体现了对考生人文情怀的考查。而“盘中餐”题目则通过日常生活中的饮食文化，引

导考生感受家庭的温暖和文化的厚重，同样体现了对人文情怀的注重。两个题目都强调了考生对日常生活

的观察和体验，要求考生通过具体的场景或事物，表达出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情感。这要求考生不仅要有敏

锐的观察力，还要有丰富的情感表达能力和深厚的文学素养。在写游记时，考生需要选择独特的视角和切

入点，避免内容雷同；在写“盘中餐”时，也需要考生从新的角度进行思考，表达出新颖的观点和感受。

这都需要考生具备创新思维和想象力，能够在平凡的生活中发现不平凡的美。 

 

片断一 

一日三餐，往复循环，“盘中餐”熟悉又陌生。盘中可盛一饭一蔬，让我们体会家庭的温暖，理解稼

穑的艰辛，回味故土的风情，感受文化的厚重。 

春日的午后，阳光透过窗棂洒在餐桌上，一盘青翠欲滴的时令蔬菜映入眼帘。那是父亲清早从田间挑

回的菜心，母亲用她那熟练的手艺，轻轻焯水，再快速翻炒，保留了蔬菜的原汁原味。我坐在餐桌前，夹

起一片菜叶，轻嚼慢咽，仿佛能品尝到春天的气息和大地的生机。 

夏日的傍晚，微风习习，一盘鲜美的鱼摆在餐桌中央。那是哥哥从河边钓来的鲫鱼，经过父亲的精心

烹饪，鱼肉白嫩，汤汁鲜美。我们围坐在一起，共享这顿丰盛的晚餐。鱼的鲜美，不仅仅是味蕾的享受，

更是家人团聚的喜悦。 

片断二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都什么时代了，我不以“辛苦”为然，对着母亲端来的红烧肉，垂涎

欲滴。 

母亲师承外婆，厨艺向来很好，尤其红烧肉，烧得颇为地道。每年秋冬，母亲总会张罗一番，料酒、

生抽、冰糖、五花肉，几个小时后，我和父亲就可以大快朵颐。有人说红烧肉，太肥、油腻、不健康，但

是当你面对一盘浓油赤酱，已经化成果冻般绵软的红烧肉时，想必你会无法拒绝。有时即使已经吃撑，仍

片段摹写 



无法说服自己放手。再要上一碗米饭，舀上红烧肉汁，拌在一起，送入口中，幸福的感觉一直沉浸到心底。 

母亲看着我们，回忆走向了遥远，那是一个“盘中餐”里没有红烧肉的时代。 

母亲说，她的手艺，是从外婆那里学来的。外婆家在大山深处，是一个小村庄，几十户人家，房屋低

矮，茅草稀疏。据说，外婆小时候就担起家里的重活。早上，去山上挑水，中午张罗家里人吃饭。她会想

着怎么把简单的菜蔬，调理得有滋有味。一把青菜，拌点小葱，大锅一蒸，几滴香油，孩子们就开始狼吞

虎咽。于母亲的回忆中，我似乎看到外婆佝偻着瘦小的身躯，在那荒凉的山坡种下小小的种子，期待微薄

的收获。幸福，似乎来得并不简单。 

日子不紧不慢，如水缸中的蓝天白云，如回家时的袅袅炊烟。每天辛苦的劳作，外婆不厌其烦，想必

她也曾凝视着亲人们的狼吞虎咽，一如母亲看着父亲和我。 

那个年代，似乎是一种久远，艰辛而幸福。 

每年秋天，父亲总要准备一包老式月饼，送去爷爷奶奶家。据说，父亲小时候，对这种多油多糖的食

物痴迷，于是，爷爷每年中秋，就支起大锅大灶，就为了满足父亲期待已久的月饼大餐。现在，爷爷老了，

这种月饼也少见了。 

我渐渐理解了那个年代的贫瘠，在父亲的深情中，读到一种眷恋，读到一种儿子对父亲的体恤，也读

到那节日大餐背后的艰难。 

我不知道该用何等隽永的文笔，才能勾勒出时代的变迁，才能渲染出每一代人对“盘中餐”的理解，

但我知道，那一碗软糯的红烧肉，大山深处的炊烟，几十年前的大锅大灶，是一条并不容易的路，崎岖蜿

蜒，却通向我们记忆深处的幸福家园。  

片断三 

料峭春风里，万物萌动。东方先生呈献给我们的，是这幅水墨画里的田垄竹园，是田垄竹园里的蔬菜

野味——香椿头、韭芽、马兰头、春笋、菜苋。这五帖“春味”，忙碌着母亲、外婆等等操劳的身影，追

溯着当年不泯的记忆。笔触蘸着淡淡的乡愁，述说母亲饭盒里“黑兮兮的”盐渍香椿头拿回家佐菜，腌制

在甏里的菜苋“使一家人少了春荒的烦恼，多了踏实的清安”，还有外婆在细碎的阳光里摘捡马兰豆的嫩

枝放到淘米箩里，手指上的金戒指“一亮一亮的耀出的光”，还有……这些日常真切的细节，折射出那个

年代老百姓过日子的一鳞半爪。当时的乡土画卷，如今成了时光抖落的残卷，仍透出“春味”的气息。 

耐人寻味的是，百姓家的“春味”有着人一样的心性，可谓心有灵犀，息息相通。作者笔下，浓缩着

草草杯盘里的天地精华，驱动着天地精华与人的互动：写香椿头，“吃进去第一口春气，春气积攒了一冬

的天地精华，灵气丰沛”；写韭芽，宾主对酌，夹一筷春韭，喝几盅老酒，“笑谈间，春光吃进肚里；会

心处，一扭冬日沉闷，情绪变得明快起来，转眼过目，都是诗情画意”；写马兰豆，“娇嫩的马兰豆，吃

的是一份闲情逸致，还有不需要为生计疲于奔命之烦恼，让人特别回味”；写春笋，“笋只有和其它菜平

起平坐，菜才会产生亲睦的畅美……好的人世，情谊是彼此的，互相辉映的，像笋，不唱独角戏，而存成

人之美之心”；写菜苋，“菜苋仿佛有大自然的志气在里面，不肯屈服，依然精神健旺的样子……”显然，

蔬菜也有灵性，它们“有生而无命的，但却恩泽人生”，倒也让人产生“敬惜之情”。 

片断四 



“春味”之意境，透出一缕禅意。它像炉中清香，青烟缭绕；又如一壶香茗，清香袅袅，让你气定神

闲，回味着，遐思着，走近东篱，走近田家，走近甫里，走近石湖——那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的淡泊，是“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的陶醉，是“盘烧天竺春笋肥，琴倚洞庭秋石瘦”的惬意，是“舍

后荒畦犹绿秀，邻家鞭笋过墙来”的闲适……野趣复情趣。虽然发生在失落、失意的士大夫中间，但是，

也只有当他们远离尘嚣、回归自然、贴近村野才能感悟。而在华堂盛宴，也不乏“春味”点缀，那意境却

湮没在觥筹交错之中了。 

一年之计在于春。诚如作者所言“万事万物，发轫之初，似乎最有精神”，那红褐色泛绿的香椿头、

鹅黄纤嫩的韭芽、绿茵茵的马兰豆、肥大洁白的春笋、娇嫩水灵的菜苋，“似乎藏着春天的机端，透露出

大地之上初始发端的原始活力”。而“人事的欢悦，就是需要当令的物事景致来催发”。于是乎，香椿头

炒鸡蛋、韭芽炒香干肉丝、咸肉炖春笋（俗称“腌笃鲜”）、凉拌马兰豆、菜苋香菇，皆成盘中肴馔，让

人沾染灵气。余也曾领略周庄的“阿婆茶”，蓝印花布包头巾的村妇腌制的咸菜苋，用来过茶。呷一口香

茗，啖一根菜苋，教人生出闲情来。 

绿树村边合 教人生出闲情来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曾几何时，营养过剩引起“三高”频发。城里人向往绿色环

保，利用节假日乃至春节，纷纷走向近郊远村，健身怡神，而“春味”往往是他们的首选。是啊，走在乡

间的小路上，掸落尘嚣琐事，踏踏青，摘摘野菜，掬一口山泉，到“农家乐”品尝土菜，感受“春味”的

灵气，得几分休闲自在。   

片断五 

京，国之都也。 

京之华，奋安泰，存豪远，阅万象。冠剑戟峰噪以据中正。 

史华汤汤，肇百宫室之鸿图基业，索丽威灵，是以长城伫立，领式事，御狼烟。 

庙堂之上，纵横捭阖，协天人之赞，护佑沃野安宁。 

故极目盛游，笑看风云，气魄贯坤乾， 

度宏规之翼以展博大，紫禁巍巍。 

历八百载之景贶骈臻，傲然寰宇。 

其中轴和合，昔前宫后市，左祖右社； 

今四方延展，营楼台，披广路，或软金弯顶，或悬臂高挂，或缕空编织，高可达天，降似遗地。 

万般无阻，流耀缤纷，盖宇宙之极观，非壮丽无以慨叹。 

容生命伸张以饰多元，群贤熙熙， 

纳天下士之风华正茂，钟灵毓秀， 

颂叹文脉庚续，虽物换星移族群聚散，然则京韵常在，入千门万户，且歌且舞，戏腔幽婉，衣袂翩然，

演尽烟云悲欢，英俊之域，商贾福輳，百货骈阗，亦从容无疆。 

古都篇章，一纸三千年，俯仰天地间，惟愿物阜民安。。 

片断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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