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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副刊“少年派”定位于亲子共读刊物，设有作文版、少儿新闻版、
科普读物版、漫画版，每周星期一至星期五，都有精彩好看的内容呈现。

◎让有温度的纸质阅读，助力孩子养成良好阅读习惯，提升核心素养。

评
语

《蜀地之根》以川剧为载体，生动展现了四川文化的独特魅力。

文章结构清晰，从“生根”“长根”到“扎根”，层层递进，完整呈现了作

者与川剧文化的情感联结。语言生动活泼，既有细腻的动作描写，

又有深刻的文化感悟，尤其是对川剧表演细节的刻画，极具画面感。

结尾将文化传承与个人成长相结合，立意深刻，展现了作者对传统文

化的热爱与思考。全文情感真挚，文笔流畅，是一篇兼具文学性与思

想性的佳作。建议在描写川剧历史或文化背景时稍作补充，使文章

内容更加丰富。

（指导教师：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黄玉兰）

将川剧与
蜀地文化的
关 系 比 作

“根”，比喻新
颖贴切，既点
明主题，又为
后文对川剧
的深入描写
埋下伏笔。

蜀地之根
◎成都市七中育才学校8年级1班 张文馨

动作描写
细腻生动，通
过“挥手”“转
圈”“翻斗篷”
等细节，将川
剧变脸的魅
力具象化，画
面感极强，让
读者仿佛身
临其境。

通过“沉
重”“华丽”“不
透风”等词，
展现了川剧
演员的艰辛
与专业，语言
简洁却富有
感染力，体现
了作者对传
统文化的用
心观察。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何？ ——题记

我在想，让四川这片土地拥有脉搏的是什么？许是那盏清茶旁穿着戏服的戏

曲演员，或是展示窗内整齐摆放的三星堆面具，也许是三条巷子里的吆喝买卖声，

又或是一针一线绣出的山水奇景。慢慢就这样，四川盆地有了脉搏与呼吸。

川剧应当是这片土地上扎得最牢固的根。虽然起源晚，但其豪放洒脱的风格

叫人称赞不绝，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四川人。

生根，总在不知不觉中。如我，从小在方言环境下长大，开口第一句便是四川

话。儿时最喜欢的玩具是摇头就会变脸的川剧娃娃，脸谱有红的、黑的、白的、黄

的、蓝的还有绿的，变化多端。在火锅店里吃火锅，总有戴着脸谱的演员在表演，那

一招一式把我迷得不行，留下的记忆都是美好与欣喜。

长根，总在不急不缓中。进入初中，为了展现地域文化，学校特地把老式广播

体操改为川剧变脸操。六种不同颜色代表角色不同的情感。有时是一挥手，有时

是转两圈，翻一圈斗篷，就会换脸谱。每一个轻重缓急的动作，都展现出舞者练功

时的刻苦。我最爱里面捋胡子的动作，在空中一划，再一定，一转手，潇洒英姿，好

不豪放！

扎根，总在不紧不慢中。我曾以为，变脸是川剧的全部。可不到真正的剧院，

怎么能晓“庐山真面目”呢？于是乎，我便走进川剧院，看一场让人酣畅淋漓的川

剧。随着铜锣的一声响，生角踩着方步而来，明明戏台是那样的小，两步便能走

完，但他却走出了强势的架势。头饰上是一边带风，一边带花。顶着沉重的头面，

穿着华丽却不透风的戏服，唱念做打，缺一不可。随着音乐的循序渐进，只见一道

火光，“噗”的一下，火花的热度点燃了观众的热情，接连不断的掌声在小剧院内响

起。川剧不只有变脸，还有其他。

不到剧院，怎知川剧全貌？不来四川，怎知人民热情？四川，给予我成长的

养分，川剧，让我们足够自信。因为有向下扎根的力量，我才有能力向上生长。

根，从不在虚幻之处，就在我们脚下这片坚实的土地。

结尾升华
主题，将川剧
文化的传承
与个人成长
相联系，语言
富有哲理，既
呼应标题，又
赋予“根”以
更深层次的
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