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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暑假，我们一家人游儋州市中和镇的东坡书院。东

坡书院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书院之一，以宋代文学家苏

东坡的名字命名，是苏东坡的故居和讲学之地。我迫不

及待地走进这个充满历史底蕴和文化气息的地方。

东坡书院的正门有一座古老的石碑，上面刻着“东坡

书院”四个大字，字迹苍劲有力，让人感受到了历史的厚

重。一进门，我就被眼前的景色所吸引。一座石桥映入

眼帘，桥底下一大片荷花盛开，花香四溢，仿佛置身于仙

境。荷叶绿得发亮，荷花红得如火，它们在微风中轻轻摇

曳，好像在向我招手。我沿着桥边漫步，欣赏着荷花的美

丽。荷叶上的露珠晶莹剔透，犹如珍珠般闪耀着光芒。

我忍不住伸手触摸，那凉爽的触感让我心旷神怡。

告别了这片荷香四溢的美景，我继续前行，来到了

载酒亭。亭子四周种满了垂柳，微风吹过，柳枝婆娑摇

曳，好像在跳着欢快的舞蹈。亭子内部摆放着几张古色

古香的长椅，是一个让人休息的亭子。穿过载酒亭就来

到载酒堂，迎面而来的是一幢古色古香的建筑，那是东

坡先生的故居。故居内部陈设简朴，却透露出一股浓厚

的文化氛围。墙上挂着苏东坡的字画，书架上摆满了古

籍和文献，让人依稀感受到了东坡先生的渊博学识。我

在书院里读到了他的《前赤壁赋》，其中的“惟江上之清

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

无禁，用之不竭。”情韵深致、理意透辟，实是文赋中之佳

句。在载酒堂里有三座铜像，听讲解员说，这是苏东坡

在儋州授课时的场景。走过载酒堂，前面是一棵有许多

年历史的大芒果树，果树正前面就是东坡寺，走进东坡

寺，里面有一座苏东坡先生“而立”时的铜像。

参观完大殿，讲解员就带着我们来到了名叫“钦帅

泉”的古井旁。听说沾了此处的泉水就能金榜题名，于

是我便从井里打上一桶水，洗了洗手。随后，来到了书

院的后花园。后花园里种满了各种各样的花草树木，花

香扑鼻，令人陶醉。我看到了一棵古老的

樟树，树干粗壮，枝叶茂盛，仿佛在诉

说着千年的历史。在樟树下，有

一座小桥，桥下流淌着清澈的

小溪，溪水潺潺，给人一种宁

静的感觉。我坐在小桥上，

闭上眼睛，聆听着溪水的

声音，仿佛能看到东坡先

生在此讲学的场景。

书院墙上的诗句让

我陶醉其中，我仿佛能感

受到东坡先生的才华横

溢和对文化的热爱。我依

依不舍离开东坡书院，这

里的美景和文化让我流连忘

返。

（指导老师：黄恒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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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作文生动描绘了
东坡书院的美景和深厚的
文化底蕴。作者通过对细
节的观察，如荷花、垂柳、
古井等，巧妙地将自然景
观与文化氛围相结合，使
读者仿佛身临其境。文中
引用《前赤壁赋》的佳句，
增强了文化氛围，体现了
作者对苏东坡文化的深刻
理解和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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