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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有意义的活动
朝阳小学二（1）班 陈博浩（本报小记者）

今天，阳光明媚，是个适合出游的好日子。
我带着好奇的心情，参加了《朔州日报》小记者
站组织开展的“访千年古迹——崇福寺”社会实
践活动。

我们来到了老城里的崇福寺，崇福寺有五重
大殿。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弥陀殿了，它的屋檐
上挂着1080个小风铃。弥陀殿的“五绝”让我非
常震撼，第一绝是竖匾，竖匾是金大定二十四年
（公元1184年）原物。第二绝是塑像，塑像虽经
明代重装，但造型、躯体、面容、衣饰仍保持金代
原塑风骨。第三绝是壁画，殿内四壁满绘彩画，
面积达327平方米。雕花门窗为第四绝，有各种
各样的纹路，这些纹路是为了透气、挡沙。第五
绝就是脊饰琉璃，为我国现存最大的镇殿琉璃
俑。大殿的建筑工艺堪称完美，听完导游姐姐的
讲解，我觉得古人真是非常得聪明。

这次活动我学到了非常多的知识，认识到
了家乡的名胜古迹，希望外地的朋友也可以多
来参观，看看我们朔州的美景和历史古迹。

参观崇福寺
朔城区四中五（11）班高浩芸（本报小记者）

今天，我们跟着《朔州日报》小记者站的老
师们来到了朔州崇福寺参观。

在这里，令我印象最深的是弥陀殿。弥陀
殿是主殿，里面有阿弥陀佛、弥勒佛等。听讲解
员姐姐讲，他们身后的背光屏是用藤条编织起
来的，然后再用泥巴包裹起来，最后放到火炉里
烧制好，就变成了现在的背光屏。最让我惊讶
的是他们的身后有一道后门，只要把那后门打
开，光透进来就会有佛光普照的景象。

那么大家知道弥陀殿的“五绝”是哪“五绝”
吗？正面檐下“弥陀殿”竖匾是金大定二十四年
（公元1184年）原物，笔法纯熟，字体遒劲，至今
已历 800 多个春秋。此为第一绝。殿内塑像虽
经明代重装，但造型、躯体、面容、衣饰仍保持金
代原塑风骨，是难得的金代塑像精品。此为二
绝。第三绝是壁画。殿内四壁满绘彩画，面积
达 327 平方米。整个壁画采用了先进的沥粉贴
金技法，使画面颇具立体感，堪称金代壁画佳
作。雕花门窗为第四绝。大殿正面五楹门窗一
律雕花，图案纹样以中央明间为轴，东西次间、
稍间两两对称相同，雕有三角纹、古钱纹、雪花
纹、椒眼纹、菱花纹等 15 种花样，构图严谨奇
巧，制作规整精美，是我国古建装修史上难得的
珍品。弥陀殿的第五绝是脊饰琉璃。正脊两端
的高大蟠龙鸱吻，高达 3 米多，雄踞左右，驱邪
镇火。脊刹左右的两尊琉璃武士，虽赤手空拳，
但颇具威严。力士高度约1.5米，为我国现存最
大的镇殿琉璃俑。

大家觉得崇福寺怎么样呢？要是觉得好的
话，请来我们这里参观游览。

访千年古迹崇福寺
市七小三（5）班 郝好（本报小记者）

今天，天气晴朗，我怀着好奇心，参加了这
次《朔州日报》小记者站组织开展的“访千年古
迹——崇福寺”社会实践活动。

进入崇福寺后，映入眼帘的就是几座大殿，
高大古朴。进殿的时候，我知道不能踩门槛。
最后我们来到了主殿弥陀殿，我很好奇为什么
主殿在整个寺庙的中间，导游姐姐告诉我们说：

“古人把主要的放在中间，次要的放在两边。”我
们顿时恍然大悟。之后，我还了解了弥陀殿“五
绝”，让人叹为观止。

之后，我们去了马邑博物馆。“马邑”是秦始
皇让大将蒙恬去讨伐匈奴的时候在朔城区存放
马匹，就有了“马邑”这个名字。我还认识了几位
古代朔州的大将，尉迟恭、张辽等。最让我敬佩
的是尉迟恭，听到他的名字，我就知道了敬德公
园名字的由来。最后我们还去陶器和石器区，看
到古人们那些鬼斧神工的作品让我赞叹不已。

这次活动让我收获满满，既知道了古人的
心灵手巧，还见识了悠久的历史文物，真是一次
有意义的活动。

走进千年古迹崇福寺
朔城区五小五（6）班 兰昊杰（本报小记者）

今天，我们和《朔州日报》小记者站的老师
要去访千年古迹，是哪里呢？那就是驰名中外
的4A级景区——朔州崇福寺。

进入寺内，映入眼帘的是金刚殿。导游姐
姐告诉我们这里供奉的是掌管“风调雨顺”的四
大天王。随后又来到千佛阁，在这里，我们看到
了壁画上的千面佛相，整整一千尊各不相同的
佛像，带给我无与伦比的震撼。最后，我们来到
了主殿弥陀殿，殿内设有宽大佛坛，供奉“西方
三圣”,正中为弥陀佛，左为观音菩萨,右为大势
至菩萨。

然后，我们又去了崇福寺对面的马邑博物
馆。我们先来到序厅，了解了朔州的起源和朔
州的名人。然后又去了字画厅，欣赏了古代的
书法与绘画。随后在陶瓷厅，讲解员告诉我们
陶器与瓷器的区别。在青铜器厅，看到了雁鱼
灯和很多不同时期的货币。最后一个展厅吸引
我的是古代考武状元要练的重 200 斤的大刀，
我使出吃奶的劲儿推它都纹丝不动。

很快，这个让人充满知识的活动结束了，我
也收获满满。

游崇福寺
市八小三（1）班 刘博（本报小记者）

11月19日上午，我有幸跟随《朔州日报》小
记者站的老师们来到了位于朔州老城的崇福
寺。光听名字就很雄伟，里面的建筑一定更加
雄伟，今天就跟着我来看看吧！

一进大门，映入眼帘的是金刚殿。殿里供
奉着“风”“雨”“雷”“电”四大天王，其栩栩如生
的外貌让我看了简直是瞠目结舌。最让我惊奇
的是弥陀殿，因为它有中外驰名的“五绝”。第
一绝是门上的牌匾；第二绝是殿里西方三圣塑
像；第三绝是弥陀殿的壁画——金代水陆壁画；
第四绝是窗棂，共计有15种纹饰。隔扇棂花风
格古朴，刀法纯熟是金代建筑的佳作；第五绝，
也是我最喜欢的殿顶上的琉璃，均为金代原作，
由黄绿两色组合而成。看完之后，我不得不赞
叹古人的手艺之精湛。

然后，我们又去了马邑博物馆。在那里，我
看到了一件十分珍贵的文物“雁鱼灯”。它之所
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它是大雁衔鱼的造型，它
还是西汉的环保灯，因为灯燃烧的烟会进入到
雁腹内，被雁腹里的水吞没了。另外，马邑博物
馆还有许多珍贵文物，你也快来看看吧！相信
你一定会被古人的智慧惊艳到。

观千年古迹崇福寺
朔城区四中五（16）班 刘进昱（本报小记者）

虽然我们朔州科技不是很发达，但是这里
却坐落着一座辽金古建筑。它始于唐朝扩于辽
金，是现存金代时期规模最大的三大佛寺之
一。今天，我有幸跟随《朔州日报》小记者的步
伐来到这里参观。

崇福寺坐北朝南，位于朔州老城的东大街。
走进大门，迎面就是金刚殿，里面供奉着掌管“风
调雨顺”的四大天王。最让我肃然起敬的是弥陀

殿，这里的“五绝”闻名遐迩：匾额、塑像、壁画、雕
花门窗、脊饰琉璃，精美绝伦，令人惊叹。

崇福寺的对面是马邑博物馆。讲解员说，
在远古时期，这里生态良好，野马到处都是。秦
始皇派蒙恬大将军攻打匈奴，就在这里驯养马
匹，所以最早这里被命名“马邑”。讲解员还为
我们讲了朔州名人——门神尉迟敬德，他在朔
州跟随刘武周起义反隋，后择明主李世民，唐朝
建立，他就是唐朝的开国大臣。博物馆里保存
着尉迟恭和其夫人的墓志铭拓印。

我们还见到了这里的镇馆之宝九层千佛石
塔塔刹。这里出土的青铜雁鱼灯，可谓是环保
的鼻祖。大雁的肚子里装满水，烟从大雁脖子
进入大雁肚子，可以净化空气，还方便清洗。不
得不佩服古代匠人的智慧。

和千年古建筑的碰撞，让我受益匪浅，我们
要保护好这里，让更多人看到我们华夏五千年
的历史文明。

走访崇福寺
朔城区四中三（8）班 温进圆（本报小记者）

周六一大早，我们步行来到活动地点崇福
寺。这里我并不陌生，因为每年的四月初八就
会举办庙会。今天，特别荣幸可以跟随《朔州日
报》小记者站的老师进里面游览参观。

红墙绿瓦的古式建筑，威武的两座石狮子，
醒目的“崇福寺”匾额，还有古老的木质大门，这
一切都让我对这里肃然起敬。跟随讲解员老师
进入寺内弥陀殿，匾额、塑像、壁画、雕花门窗、
琉璃脊饰，这可是金代的“五绝”。栩栩如生的
壁画，看得我目瞪口呆。它们大都采用红绿金
色，虽然过去了近千年，人物特色依然展现很清
晰。古人不仅有高超的木匠手艺，还有令人咂
舌的美术天赋，敬佩之心油然而生，而琉璃武士
威武地立在屋顶千年不倒是利用了三角形具有
稳定性的特点。

过了马路来到对面的马邑博物馆。马邑名
字的由来、朔州历史上的名人、人物故事、这里
陈列的文物，讲解员老师不辞辛苦、顶着严寒，
为我们一一讲解。

历经千年，我们如此荣幸可以看到辽金时
期雄伟的建筑，我想呼吁大家保护好文物，保护
好我们的华夏文明。

古建艺术的殿堂
开发区实验小学五（6）班 胡哲钧（本报小记者）

为了探寻古迹，弘扬历史文化，11月19日，
我跟随《朔州日报》小记者的老师们，来到本次
活动的地点——崇福寺。

一入寺门，神圣之气便将我们裹挟，在导游
姐姐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主殿弥陀殿，这里的
匾额、塑像、壁画、雕花门窗、琉璃脊饰，堪称“五
绝”，是中国辽金建筑史上珍贵的巨构，被称为

“金代文化艺术殿堂”。
崇福寺的整体结构令人惊叹，作为中国知

名的大型木结构建筑，它将榫柳结构工艺运用
到了极致。不论是壁画还是佛像的艺术价值，
都和应县木塔不相上下，身为朔州当地人，我们
应该更好地保护它。

金代，一个遥远而又陌生的朝代，但在崇福
寺里，我们又重新认识了这个朝代，不禁感叹：
历史那么远，又那么近。

为让小记者们了解家乡古迹，继承和弘扬
历史文化，11月18日至19日，《朔州日报》小记
者分两批次走进朔州崇福寺和马邑博物馆，开
展“访千年古迹——崇福寺”社会实践活动。

在崇福寺，讲解员为小记者们介绍了崇福
寺的历史背景。建于唐朝，辽金扩建，自山门由
南向北共五重院落，寺内弥陀殿、观音殿为金代
建筑，山门为清代建筑，其余为明代建筑。是我
国现存金代规模最大的三大佛寺之一。

随后大家参观了金刚殿、千佛阁、大雄宝
殿、弥陀殿、观音殿。其中弥陀殿作为主殿最为
恢弘，也最具特色，其“五绝”让小记者们叹为观
止。它完整保存了金代木构件、雕花窗棂、彩
塑、背光、壁画、匾额等原作，堪称中国辽金建筑
中的珍贵巨构，被誉为“金代文化艺术殿堂”。

在马邑博物馆，小记者们跟随着讲解员的

讲解，仿佛看到了当年草原上肆意奔跑的马儿，
看到了尉迟恭大将军的威风飒飒，看到了“马
邑”。原来我们家乡的名字是这么来得呀！随

后，大家便认识了我们家乡的历史名人，西汉成
帝妃班婕妤、中华门神尉迟恭、骁勇善战，所向
披靡的名将张辽等。接着讲解员带领大家参观
了各个文物博物馆，大家看到镇馆之宝——九
层千佛古刹塔，造型非常精美；亭亭玉立彩雁回
首衔鱼的雁鱼灯、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种货币、各
种彩陶石刻以及唐朝等时期的书法字画。最
后，小记者们进行了采访环节，“为什么这么多
年，木质结构依旧牢固？”“为什么不能踩门
槛？”……小记者们的问题层出不群，讲解员耐
心地解答，大家为古人智慧感叹的同时也对历
史充满了好奇，真是一堂有趣的实践课。

本次活动深受家长和小记者们的喜爱，孩
子们深刻感悟了历史，了解了家乡文化，加深
了对家乡文化的感情，同时开拓了眼见，增长
了见识。

追寻千年古迹 弘扬家乡文化
——《朔州日报》小记者社会实践活动走进朔州崇福寺

星期天的下午，天气晴朗、阳光明媚。我跟
随《朔州日报》小记者怀仁站的老师们，参加了

“国粹文化——彩绘·变脸”非遗传承社会实践
活动。

川剧变脸是我国四川一带的一种戏曲表演
形式。它的特点是演员在短时间内快速变换面
具，表现出不同的情感和角色，后来成为了世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今天我们观看的是大同市变脸学校三郎老
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随着音乐的响起，
身穿精美服饰的三郎老师，手一挥，瞬间就换上
了另一幅面具，台下的小记者们都惊叹不已，同
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激昂的音乐继续，三郎
老师一刻也没停歇，几乎转一圈就变一张脸，速
度之快，短短几分钟，就变了七八张脸，真是技
艺高超。

就在我们意犹未尽的时候，三郎老师已经
卸下头饰，走到了我们中间，教了大家几个变脸
动作。我们兴奋不已，急切地想展示一下自己
的技能。刚才的音乐再次响起，小记者们跟随
着音乐，有模有样地学着三郎老师的动作，在场
上走了好几圈，欢笑声不绝于耳。

休息了片刻，老师又组织我们画脸谱，太有趣
了。只见每位小记者都画出了自己喜欢的脸谱。
我画的是孙悟空，色彩鲜艳，戴在脸上酷极了。

变脸真是一种神奇的艺术，更是一场视觉
的盛宴，它使我陶醉其中，久久不能忘怀。

有趣的川剧变脸
怀仁城镇六小二（3）班 丰锴骐（本报小记者）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
……”。同学们，大家一定听过这首歌吧？对，
这就是变脸，我们《朔州日报》怀仁小记者今天
也要来学一学，到底怎么变!

活动开始后，老师先给我们讲解了变脸的
知识。接着就由变脸艺术大师表演节目了，随
着音乐的节奏，他手抓披风，扬起来盖在前面，
脚下一跺，脸谱就变了颜色。几分钟内，就接连
变换了七八种颜色。表演很快就结束了，我还
没瞧出门道，台下便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休息了一会儿后，最好玩的环节来了，那就
是画脸谱，老师给我们每人发了一张面具和一
支颜料笔，还有各种色彩的颜料。我选的色调

是彩色的，于是我先把眼睛、耳朵、嘴巴涂成红
色，再用黑色画上八卦和一些条纹，用浅蓝和深
蓝涂满脸和鼻子。但我还是感觉太单调了，就
加了一些其他条纹。我做好后，再看看其他同
学的脸谱，个个都非常出彩。

今天的活动过得太快了，通过这次活动，我知
道了变脸的知识，也了解了祖国的文化博大精深，
我一定要把变脸这项非遗文化传承发扬下去。

多彩的变脸
怀仁市城镇二小四（4）班 梁紫祎（本报小记者）

“蓝脸的窦尔敦盗御马，红脸的关公战长沙
……”这首歌大家一定不陌生吧？对，就是京剧

《说唱脸谱》。
脸谱的颜色不同，其象征意义也不相同。

比如，红色代表正直，蓝色代表刚烈……
那么脸谱到底是如何变幻的呢？带着这一

问题，我参加了《朔州日报》小记者怀仁站“国粹
文化——彩绘·变脸”非遗传承社会实践活动。

这次活动我期盼了许久，所以很早就催着
爸爸送我和妹妹。等到了活动中心，发现已经
有很多小朋友在那里了。我心想：“看来我们的
心情是一样的。”老师清点过人数，就带我们走
进了会场，安排我们坐下。

可还没等我们坐稳，场上的音乐就已经响
起。只见一位身披红色斗篷的人走了出来，脸
上戴着面具，站在舞台中央一动不动，这可把我
急坏了。忽然他头往下一抖，啪的一声，一张不
同的面具就出现在他的脸上。唉！看来我有点
看三国掉眼泪——替古人担忧了。音乐越来越
高昂，他在舞台中央随着音乐节奏，一会儿变换
成大花脸，一会儿又变化成白脸，一会儿又是黄
脸……简直是瞬息万变，看得我目瞪口呆，下巴

都快要被惊掉了。
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变脸艺术大师已经卸

了妆容来到我们身边，邀请我们和他一起学习
变脸的动作。他的手忽高忽低、忽左忽右，脚时
而向左，时而向右，时而还得转个圈，我们跟在
他后边有模有样地学着。仅仅学了一小会儿，
我们的头上就开始冒汗了。这让我深切地体会
到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老师让我们稍坐了片刻，就带着我们来到了
几张圆桌前。为我们分发了面具和颜料笔，告诉
我们说，大家可以画一张自己喜欢的人物脸谱。
我一听可算乐坏了，迫不及待地就开始了我的脸
谱涂画。不一会儿，一张个性鲜明的窦尔敦脸谱
就绘制完成了，我满意地将其套在了脸上，做着
各种变脸动作，把周围的同学都逗乐了。

变脸可真神奇呀！我长大以后也要学习变
脸，让这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好地传承下去。

神奇的川剧变脸
怀仁市城镇二小五（1）班 池慧（本报小记者）

川剧变脸是我国的传统文化，更是我国的
艺术瑰宝。在川剧中，最让人捉摸不透，拍手叫
绝的非变脸莫属。

星期天下午，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迈着轻快
的步伐，参加《朔州日报》小记者怀仁站组织开
展的“国粹文化——彩绘·变脸”非遗传承社会
实践活动。

到达目的地后，我们有序地走进会场，在老
师的安排下依次坐好。这时一位戏曲老师一边
风趣地唱着：“蓝脸的窦尔敦盗玉马，红脸的关
公战长沙……”一边为我们介绍脸谱的相关文
化知识。

最让人拭目以待的，就是变脸艺术大师的
精彩表演。伴随着音乐的响起，一位身穿精美
服饰，手抓披风，神采飞扬的演员上场了。我
睁大眼睛，目不转睛地盯着看，只见他把披风
扬起来盖在前面，随后脚下一跺，嘴里一唱，胳
膊一抡，一张不一样的脸谱就呈现在了我们眼
前。顿时会场里爆发出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还没等我们回过神来，变脸艺术大师伸开五指
脸上一摸，黑脸已经又变成了红脸。这还不算
完，他一个猛踢脚，变出了一张五彩的脸，再猛
踢脚，又变成了一张没有油彩的脸……连贯的

动作将变脸演绎得淋漓尽致，使得会场的喝彩
声、叫好声、鼓掌声久久不能平息。

就在我想要一睹变脸艺术大师的真容时，
他已卸下头饰，走进我们中间教我们学起了变
脸的动作。随后在音乐声中，在他的指导下，我
们在台上有模有样地走了好几圈儿。

不过最有趣的就是画脸谱。老师把桌子围
成圆形，让我们坐下。并且给每人发了一张没
有涂色的面具和一支颜料笔。桌上还准备好了
彩色的颜料和脸谱的样图。我迫不及待地上手
涂了，首先用红色涂出了脸谱的轮廓，然后又用
黑色涂出眼睛部位，没几分钟面具就成型了。
再看看大家，一个个都已经做好，我们一起戴上
面具，学着变脸艺术大师的样子，再次表演起了
变脸。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我们的活动画上了圆
满的句号。不过我的心里已萌生了一个愿望：
一定要让祖国的艺术瑰宝发扬光大。

彩绘·变脸
怀仁城镇三小三（2）班 李佳暄（本报小记者）

周日下午，阳光明媚，轻柔的风带着一丝丝
暖意，拂过脸庞，连空气中都夹杂着甜味。我的
心情特别激动，因为期待已久的《朔州日报》小
记者怀仁站“国粹文化——彩绘·变脸”非遗传
承社会实践活动，就在今天下午举行。

来到活动地点，我左看右瞧，也没看到变脸艺
术大师。正当我疑惑时，活动开始了。激昂的音
乐响了起来，紧接着一位戴着头饰，穿着黑色披风
的演员出场了。只见他手抓披风，在舞台上闪转
腾挪，一张张的脸谱不经意间在他脸上换来换去，
几分钟内，就将脸换了七八次，既神奇又精彩。那
一招一式之间，尽显专业，同学们纷纷鼓掌称赞。
瞧他那甩在空中的动作，以及神采飞扬的表情，都
让我看得津津有味。表演结束了，我们都还意犹
未尽，不过他还带领我们做了几个表演动作，大家
伴着音乐走了好几圈，感觉太神奇了。

接着就到了好玩又有趣的画脸谱环节。老

师组织我们围着桌子坐好，然后给我们在色盘
添上颜料，同时，给我们每人一张没上色的脸谱
和一支颜料笔。拿到材料，我就迫不及待地开
始构思，首先用灰色打底，待干了之后，用蓝色
在眼睛四周均匀涂抹。因为我最喜欢蓝色，而
且眼睛是心灵的窗口，所以，我把蓝色涂到最显
眼的位置。接着依次用红色、黄色、黑色分别勾
画出嘴、下巴、额头等处。很快一张惟妙惟肖的
脸谱就完成了，我们还拍照留念了。

今天的活动，让我更深一步了解到了川剧
变脸，也更进一步激发了我对中国国粹文化知
识学习的兴趣。

精彩的变脸
怀仁城镇二小三(6)班 闫轩睿（本报小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