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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月

一个小女孩生病了，病痛折磨着她的身体，她的心情一天比

一天糟糕。

有一天，她推开房间的一扇窗户，看见爸爸正在树下挖坑，

准备埋掉刚刚死去的小狗。那只小狗曾陪伴她度过了三年的快

乐时光。小女孩难过得低声啜泣起来。

这时，爷爷走过来，拍拍她的肩膀说：“去推开房间的另一扇

窗户吧！”小女孩擦擦眼泪，推开了房间的另一扇窗户。顿时，金

色的阳光照进来，她感觉身上暖洋洋的。花园里鲜花盛开，馥郁

的花香扑鼻而来，小女孩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像小女孩一样，推开生

活的一扇窗，看到了阴霾，经受了悲欢离合，感

受了不公的待遇，因而忧伤、彷徨，甚至还会怨

天尤人。但是，那一刻我们似乎忘记了，生活中

还有另一扇窗，甚至有很多扇窗，那些窗外可

能有阳光、美好和善良，也可能有我们梦寐以

求的幸福，或是渴望良久的成功，只需要我们

鼓起勇气，轻轻推开窗就能看到。

所以，让我们做一个心怀梦想、乐观自信、

永不言败的人吧，因为这样的人，他的世界里

会有很多扇无比精彩的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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毓秀陇原

《学生天地》3-6年级

大 美中国

一提到甘肃，敦煌文化赫赫有名。但你知道吗？学术

界公认甘肃有两座文化富矿，与敦煌文化齐名的，还有发

端于洮河岸边的马家窑文化。而它因为一个地方得名，这

个地方便出自西北名邑、陇右重镇——临洮。

地名：临洮临洮

行政区类别：县县

所属地区：甘肃省定西市甘肃省定西市

地理位置：甘肃省中部甘肃省中部

辖区面积：28512851平方千米平方千米

陇 名上 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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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洮，因境内流经黄河上游最大

的支流——洮河而得名，又因境内出

土被誉为“新石器时代彩陶之冠”的

马家窑彩陶而蜚声海内外。这里历史

厚重，文化荟萃，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至今

震撼着人们的心灵。想要了解陇原文化吗？

这里是你必须驻足的地方。

古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名城

临洮，古称狄道，自古便是古

丝绸之路要道。早在 5000 多年前

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们就在这

里创造出了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

远古文化。据史书记载，这里自秦

献公元年（公元前 384年）建置狄

道县，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公元前

280 年）始设陇西郡郡治，此后一

直为郡、州、道、府、县治所在地。

临洮是黄河上游远古文明的

发祥地之一，更是甘肃境内唯一集

马家窑文化、秦长城文化、李氏文

化、洮河文化等传统文化资源于一

体的地区。雄伟壮观的秦长城在这

里延伸，灿烂夺目的马家窑文化、

寺洼文化、辛店文化在这里闪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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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美中国 毓秀陇原

《学生天地》3-6年级

唐蕃古道和古丝绸之路在这里交

会，多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

形成了以“花儿”为代表的民间艺

术，成为临洮不可多得的文化景

观。近年来，临洮还相继获得“中

国民间艺术之乡”“中国花卉之

乡”“中国花木之乡”“中国建筑之

乡”等美誉。

临洮境内四山环抱，洮水北

流。南屏山积雪，苍松挺翠；马衔

山北矗，一岭云飘；卧龙寺西献，

峰坪映水；岳麓山东峙，岩峦掩

城；洮水流珠，堪称天下一绝；彩

陶之乡，享誉神州大地。优美独特

的自然风光和底蕴深厚的历史文

化，吸引着各地游客纷至沓来。

马家窑村诞生的“彩陶之冠”

奔腾不息的黄河，雄浑苍茫的黄土高

原，孕育了灿烂的史前彩陶文化。其中，分

布于黄河流域上游甘肃、青海一带的马家

窑文化，代表了中国史前彩陶艺术的最高

水平，而临洮正是马家窑彩陶的故乡。

1924年 7月，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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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临洮县马家窑村发现了几千年

前的古文化遗存。从此，临洮因马家窑

文化闻名遐迩，成为中华民族黄河文明

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被誉为中国的“彩

陶之乡”。

马家窑文化是黄河上游新石器时

代晚期文化，距今已有约 5000年的历

史，其中彩陶是马家窑文化最显著的

特征。马家窑彩陶器形以盆、钵、壶、瓶

为主，彩陶的绘制以毛笔为工具、以线

条为造型手段、以黑色为主要基调，其

纹饰华丽典雅，图案繁复多变，生动地

展 现 了 远 古 先 民 灵 动 多 彩 的 生 活

图景。

马家窑彩陶图案之多样、题材之丰

富、花纹之精美、构思之巧妙，创造出许

多新的绘画表现形式，奠定了中国画发

展的历史基础及以线描为特征的基本

形式，被誉为“新石器时代彩陶之冠”，

对后来的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都产

生了深远的影响。

如今，当地手工制作的彩陶逐渐走

向市场，经选料、和泥、拉坯、晾晒、修

坯、彩绘、入窑、烧制等十多道工序制作

而成的仿古彩陶，让原本沉寂于地下或

博物馆内的马家窑彩陶走进了千家万

户，也使马家窑彩陶文化得到了更好的

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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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天地》3-6年级

大 美中国 国粹传承

《学生天地》3-6年级

要说风筝起源于中国，这是全

世界公认的事实。风筝的历史可追

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据记载，最先

发明风筝的是春秋战国时期墨家

学派的创始人墨子，后来他的学生

鲁班根据墨子的设计，开始用竹子

制作风筝。他将竹子劈开削光，用

火烤至弯曲，做成喜鹊的样子，并

起名“木鸢”，据说木鸢可在空中飞

行三日之久。因此，最早的风筝并

不是用纸制作的。直至东汉时期蔡

伦改进造纸术后，才出现了用纸做

成的风筝，并改称“纸鸢”。

很多人都误以为“纸鸢”是风

筝的古称，其实并非如此。据明代

○乐 蔻

“草长莺飞二月天，拂堤杨柳醉春烟。”春和景明，又到了放风

筝的好时节。风筝虽小，却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初时，人们将所

有的灾祸写于风筝之上，待风筝高飞之际剪断风筝线，即象征着

所有的灾祸随风筝一并飘逝。如今，传统风筝制作技艺已成为一

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阳春三月放风筝，也成为老少皆

宜的娱乐活动。

纸鸢、风筝傻傻分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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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沂《询刍录·风筝》中记载：“五代

李邺于宫中作纸鸢，引线乘风戏。

后于鸢首，以竹为笛，使风入竹，如

鸣筝，故名风筝。”从这段文字中不

难看出，纸鸢和风筝的区别在于飞

行时能否发出声音，不能发出声音

的称为“纸鸢”，能发出声音的才叫

“风筝”。

扎、糊、绘、放样样精巧

普通的风筝一般用竹子做骨

架、用纸裱糊，其他复合材料还包括

丝绢、尼龙布、塑料膜、纱纸条等。其

中，竹子是制作风筝骨架的主要材

料，通常选取壁厚 3到 5厘米的竹子

削成竹片，利用竹片的韧性来制作

风筝的骨架。纸是裱糊风筝的主要

材料，以质薄、纤维长而均匀、韧性

强、耐湿耐冲击、色泽洁白者为佳，

将纸糊在骨架上，再系上结实的线，

最简单的风筝就做好了。

但说到我国传统风筝技艺，可

就没这么简单了，它包括扎、糊、绘、

放四种技艺，简称“四艺”。“扎”即扎

架子，要求平衡对称，左右吃风面积

相当，其中包括选、劈、弯、削、接等

技艺；“糊”即糊纸面，要求整体平

整、干净、利落，其中包括选、裁、糊、

边、校等技艺；“绘”即绘花彩，要求

达到远眺清楚，近看真实的效果，其

中包括色、底、描、染、修等技艺；

“放”即放风筝，要求根据风力调整

提线角度，其中包括风、线、放、调、

收等技艺。

风筝的种类主要分为硬翅和软

翅两类，硬翅风筝的翅膀较硬，吃风

大，飞得高；软翅风筝的翅膀较软，

飞不高，但飞得远。在样式上，除传

统的禽、兽、虫、鱼外，近代还发展出

了人物风筝等新样式。

此外，风筝还是飞机的雏形，对

后世科技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风渐起，同学们，让我们一起

放飞手中的风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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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天地》3-6年级

大 美中国 魅力敦煌

《学生天地》3-6年级

○敦煌艺术旅游中等专业学校 季莎莎

《岁时百问》中记载：“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

谓之清明。”清明，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五个节气，也是中国

传统节日——清明节。同学们，你们知道古人是如何过清明

节的吗？下面，我们一起走进敦煌莫高窟，在千年壁画中找

一找古人过清明节的场景吧！

莫高窟第454窟 扫墓祭祖图

据说清明节起源于古代帝王

将相的墓祭之礼，后来民间效仿，

便有了清明节扫墓、祭拜祖先的习

俗。在莫高窟第 454 窟中，我们可

以看到一幅极为生动的扫墓祭祖

画面。

古人清明节会做什么

扫墓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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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除了扫墓祭祖，古人还

做什么呢？走进莫高窟第 217 窟，

在盛唐时期绘制的一幅壁画中，我

们可以看到满目青翠的山间小路

上，有人骑马缓缓前行，这是一幅

悠闲的游春踏青图。古人把踏青叫

探春、寻春。清明时节，春回大地，

到处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正是郊

游的好时光。

在古代，人们已经将扫墓祭祖

与游春踏青活动结合了起来。 莫高窟第217窟 游春踏青图

饮宴踏歌

古代有些地方，官府还

会在清明节组织百姓们欢聚

一堂，并有美味佳肴、乐舞相

伴。踏歌是宴会活动中常见

的娱乐项目之一。从五代时

期绘制的“宴饮图”中，我们

可以感受到现场热闹欢乐的

气氛。

莫高窟第98窟 宴饮图 莫高窟第146窟 宴饮图

20232023年第年第44期期 11



大 美中国 魅力敦煌

《《学生天地学生天地》》33--66年级年级

有同学问，古人清明节的生活

如此丰富多彩，那是不是也有假期？

这是肯定的。

敦煌文献《进奏院状》中记载：

“五日遇寒食，至八日假开。”当时朝

廷把寒食、清明两节连在一起，从初

五到初八一共放 4天假，比我们今

天的清明节小长假还多一天。最让

人羡慕的是，唐肃宗时期，清明节假

期延长至 7天，而且这个传统假期

一直延续到宋朝，故被称为“唐宋黄

金周”。

斗鸡娱乐

在唐代，清明节期间，人们还会

聚集在一起玩斗鸡，吆喝之声不绝

于耳，场面极为热闹。在莫高窟第

285窟南壁，西魏时期绘制的“五百

强盗成佛图”上方，有一幅色彩鲜

艳、形象生动的斗鸡图，这是敦煌壁

画中唯一一幅斗鸡图。 莫高窟第285窟 斗鸡图

古人清明节也有假期

敦煌文献《进奏院状》

古代清明节的习俗真是丰富多彩。勤劳的古代人民将扫墓

祭祀与形式多样的游艺活动有机结合在一起，代代相传，不仅倡

导社会和谐，也弘扬了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

12



大 美中国四史课堂

2023年第4期

2023年4月24日是第八个“中国航天日”。为了纪念中国航

天事业成就，发扬中国航天精神，2016 年 3 月 8 日，国务院批复

同意将每年4月24日设立为“中国航天日”。

下面，我们跟随时光的脚步，去寻找一代又一代航天人在

逐梦太空的征途上，留下的那些熠熠生辉的印记。

中国航天大事记

1956年，钱学森受命组建了我国第一个

火箭与导弹研究机构。1956年被认为是中国

导弹梦、航天梦的元年。

1958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正式建成，

成为我国组建最早、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

的综合性航天发射中心。

1970年，运载火箭“长征一号”将人造地

球卫星“东方红一号”送入太空。我国成为世

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地球卫星

的国家。

1975年，我国成功发射了一颗返回式遥

感人造地球卫星，第一次实现人造地球卫星

13



《学生天地》3-6年级

大 美中国 四史课堂

《学生天地》3-6年级

“收放自如”。

1981年，我国用一枚运载火箭

成功发射了一组三颗科学实验卫星，

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掌握“一箭多星”

发射技术的国家。

1999年，我国第一艘无人试验

飞船“神舟一号”发射成功。随后三年

中，“神舟二号”“神舟三号”“神舟四

号”相继发射成功。

2003年，航天员杨利伟乘坐“神

舟五号”载人航天飞船在浩瀚宇宙中

留下了一抹中国红。中国成为世界上

第三个将人类送上太空的国家。

2005年，“神舟六号”载人航天

飞船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多人

多天”载人飞行。

2007年，我国首颗绕月人造卫

星“嫦娥一号”发射成功，中国成功开

启探月时代。

2008年，“神舟七号”载人航天

飞船成功实施了航天员首次空间出

舱活动。

2012年，“神舟九号”与“天宫一

号”成功实现交会对接任务。

2013年，“神舟十号”发射成功。

航天员王亚平在“天宫一号”空间站

首次为全国青少年进行太空授课。

2016年，我国运载能力最大的

火箭——“长征五号”发射成功。

2017年，“天舟一号”货运飞船

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了对空间站

的货运补给；我国探索卫星“墨子号”

成功实现量子通信；“悟空号”探测卫

星在暗物质探测方面取得重大进展。

2018年，“嫦娥四号”探测器带着

“玉兔二号”月球车来到月球背面，首

次为人类揭开月球背面的神秘面纱。

2019年，“长征十一号”固体运

载火箭完成海上发射。中国成为世界

上第三个掌握海射技术的国家。

2020年，“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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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

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

求的航天梦。”在中国航天事业的

长期奋斗中，一代代航天人迎难

而上、接续奋斗，不仅创造了一个

个非凡的业绩，也为我们青少年

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不论是“热爱祖国、无私奉

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

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

神，还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

载人航天精神，或是“追逐梦想、

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

的探月精神，抑或是“自主创新、

开放融合、万众一心、追求卓越”

的北斗精神，这些伟大的航天精

神，引领中国航天开启了全面建

设航天强国新征程，实现了更加

恢宏壮丽的航天强国梦，更为我

们青少年逐梦九天指引了

前进的方向。

中国航天精神

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在火星上留下

印迹；“北斗三号”最后一颗组网卫

星发射成功，我国全面建成了属于

自己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长征五

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嫦娥五号”探

测器送入地月转移轨道，开启了我

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之旅。

2021 年，天和核心舱成功发

射，中国空间站拉开建造大幕；“祝

融号”火星车完成火星巡视探测

任务。

2022年，中国空间站“T”字基

本构型在轨组装完成；“神舟十五

号”与“神舟十四号”两个乘组在太

空胜利“会师”，中国首次实现空间

站三船三舱构型以及6名航天员同

时在轨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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