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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天时光看尽古镇千年
打卡地：鸣鹤古镇

位于慈溪市观海卫镇南部紧挨着梁弄的鸣鹤古镇，可以说
是一个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历史文化名镇。

由于先前去过周庄、乌镇等许多旅游小镇，对小镇有着一些
固定思维，但来到鸣鹤古镇却发现另有一番滋味。镇子本身面
积不是很大，主要由上街、中街和下街三条街道组成。兜兜转
转，半天时间基本上可以逛个遍。

古镇里有一座寺庙，唤作“金仙禅寺”，黄墙青砖，云烟袅
袅。走入其中，可以看到关于寺庙的介绍，原来该寺创建于南
梁，距今有千年历史。寺门口有一湖，现在被叫做“白洋湖”，以
前也被称为“金仙湖”。湖中还有七座石塔，如果不仔细辨认，与
三潭印月的石塔有些类似。由于这种寺门口就是湖的独特设
置，被誉为“以山而兼湖之胜”。

鸣鹤古镇虽然只是一个小镇，但清末民初，大量的国药皆出
于此，固素有“国药人才集浙江，浙江有慈溪，慈溪首推鸣鹤场”
之说。古镇内，鸣鹤药材馆现位于湖滨广场内，走入其内，比人
还高的药材大柜映入眼帘非常震撼。馆内四周挂有150多家国
药老字号品牌，古朴、典雅的药材壁柜陈列着各式的珍贵药材。

最后得说一说古镇的来历了。该镇名字的由来与唐初时当
地虞氏望族有关。唐代大书法家虞世南的孙子虞九皋，字鸣鹤，
青少年时文才为人们所推重。可惜及第不久，刚到京城长安就
英年早逝，家乡人为纪念他，就用他的“鸣鹤“字来命名这里。

记者曾经登高俯瞰古镇全景，不得不感慨：空中俯瞰鸣鹤古镇，
白墙灰瓦，远山近水，曲径通幽，真是最美是江南，江南最美是古镇。

《诗经》中的美景重现
打卡地：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

接下来的目的地，则是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其中两个情况
需要特别说明。首先，这是一个年轻的公园，2010年6月正式对
外开放，2011年12月成功晋升国家级湿地公园。这又是一片古
老到无法考证的美地，她是中国八大盐碱湿地之一，是世界级观鸟
胜地，是千百万年，甚至上亿年的地壳变动后，地球母亲给予宁波
人的馈赠。

另外，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并不在杭州，具体位置是在位于
宁波市杭州湾新区西北部、杭州湾跨海大桥西侧，隶属于杭州湾
新区管委会，距离宁波市区60公里左右。

驱车来到公园，园内设置了不同名称的十多个景点，不过这
些并不需要游客们记住。最重要的是，在这里能看到与市区完
全不同的景象。

深秋已至，站在长长的木桥上，眼前芦花开，秋水白。闭上
眼，感受着凝结的水露落入泥土时空气中弥漫着的清香。不经
意间，记者想到《诗经》中的名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
人，在水一方。先秦的文人墨客口口相传中的美景，似乎在杭州
湾国家湿地公园重现了。而如此美景，更是吸引了《中国国家地
理》的摄影师，他们从全国各地赶来，一头扎进这片花海，等待着
按下快门的那一刻。

公园内也是鸟类的天堂，除了能叫得上名的天鹅孔雀、鸳鸯
等，还有许多濒危鸟种，如罗纹鸭、黑尾塍鹬等，以及被列入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红隼、环颈雉和小杓鹬。工作人员表
示，公园内鹭鸟数量最多，白鹭、苍鹭、夜鹭等纷纷在这里“安家
落户”。

游玩的过程中，记者了解到一件令人感动的事情。随着天
气转冷，大量的冬候鸟陆续迁飞到宁波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过
冬，为减少对生态区冬候鸟的干扰，园区方面特地发布公告，公
园生态保育期间的游线相应进行了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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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宁波这座城市，有人会联想到壮观
的港口，有人会提到四季弥漫的书香，其实宁
波人脚下的土地是一片历史悠久的热土。

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明、上林湖畔纵贯
数千载的越窑青瓷、千年的江南古镇，还有地
球的馈赠——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本期
的书香文旅，就与大家来一场亘古穿越的时
空之旅，一同来到先民们曾经居住、生活过的
地方，这里有我们的过去，或许也预示着人类
的未来。

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官方推荐：
亘古穿越的时空之旅：河姆渡遗址—上林湖越窑遗

址—鸣鹤古镇—杭州湾国家湿地公园—海皮岛—杭州湾
跨海大桥（海天一洲） 记者 朱立奇

一眼七千年
打卡地：河姆渡遗址

河姆渡遗址位于宁波市区西20多公里，离慈
城仅10余公里。公共交通与私家汽车都可以顺
利到达。记者第一次前往河姆渡遗址参观，还是
在学生时代，记忆中还需要通过摆渡才能到达遗
址（博物馆）。工作后数次参观，都是坐车直达。

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两块巨石顶着一块
半月形的太阳鸟（双凤朝阳）雕塑，左半边的大石
刻着“河姆渡遗址”，上方大石头是5500年前出土
的象牙文物的放大版。记者清晰地记得一位文史
专家曾说过，这块出土文物学名叫“双鸟朝阳纹象
牙碟形器”，现实中的真品长16.6厘米、残宽5.9
厘米、厚1.2厘米。

“文物的正面有两只鸟围绕着太阳，这是当时
的河姆渡人对鸟和太阳两种自然现象很崇拜的一
种表现。在当时先民的眼中，鸟是可以沟通人与
太阳的一种介质。现实中出土的双鸟朝阳纹象牙
蝶形器的原料竟然是象牙，宁波地区并不是大象
聚集区，想要在5500年前拥有象牙，是一件极为
困难的事情。因此该文物的拥有者必定是族内的
族长或者部落的酋长。”听着专家的介绍，看着眼
前的重刻版，一种历史穿越感油然而生。

遗址内还能看到许多伫立在空地上的木桩，
看过介绍才知道，这些“干阑式建筑”的遗存，一根
根木桩代表着这里曾经是先民们的居住区。站在
遗址前，当得知上面原来覆盖着4米厚的土层，可
以分为4个文化层，也就意味先民们一次次遭遇
到自然灾难，但又克服了困难，重新回到这里构建
新家。

馆内收藏着近7000年来出土的珍贵文物，而
那些复原后的干阑式建筑以及那些还原生活场景
的人物雕塑，让参观者可以直观了解生活在这片
土地上的先民们的日常生活。

每次来到河姆渡遗址，记者耳畔总会回想起
美食家柴隆老师的话：宁波人是“早熟”的人，中华
民族上下五千年，而我们的先祖已经在这里生活
了超过7000年。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展望未来，
2018年10月，该馆被评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
教育基地，河姆渡遗址值得家长带着孩子们一同
参观。

孩子们参观河姆渡遗址。记者 崔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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