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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的招宝山
镇海区骆驼中心学校302班
刘轩麟（证号1000905）
指导老师 叶奔波

走进招宝山景区大门，映入眼帘的
是美丽整洁的石径，小路上的石头铺设
得格外整齐，道路两旁长着绿茵茵的小
草和五彩缤纷的花朵。左边，是清澈见底
的小溪，河面波光粼粼；右边，小湖中央
的喷泉像一朵绽开的花朵。旁边的草地
上有一只巨大的孔雀模型，它像一位美
丽的小公主，拖着长长的裙子，戴着王
冠，仰望着天空。

沿着石径，我们来到山脚下，一块大
石碑矗立在眼前，“第一山”这三个金光
闪闪的大字刻在石碑上，格外引人注目。

我们拾级而上，放眼望去，树木郁郁
葱葱，耳边鸟鸣声声，淡淡的花香沁人心
脾。半山腰有座棋子枰，红柱黑瓦，飞檐
翘角，传说，这里是仙人下棋的地方。

我们来到了高大雄伟的城楼，城门
上写着苍劲有力的“威远城”三个字。城
门两边各有一头威武的石狮子，瞪着铜
铃般的眼睛，蹲在石座上，像士兵一样守
卫我们。走上城楼，看到一门红衣大炮，
炮身又粗又长，炮口对着大海，仿佛在向
人们诉说镇海人民抗击倭寇的英勇事
迹。

离开威远城，我们来到招宝山最高
点——鳌柱塔，塔一共七层，像巨人一般
高高耸立。登上鳌柱塔，举目远眺，江边
的码头堆满了集装箱，装卸吊车挥舞着
机械长臂，不停地忙碌着。向南望，甬江
犹如一条玉带滚滚东流，招宝山大桥像
一条巨龙横跨两岸，货船来来往往，川流
不息。

站在招宝山上，我自豪地感叹：“招
宝山真美！不愧是我们镇海的明珠！”

我家的新房子
北仑区岷山学校105班
孙向晨（证号1006040）
指导老师 贺珊儿

趁着小长假，我们全家决定去领略
一下梅山湾的自然风光，顺便去看看我
们的新房子。

一路上，爸爸当驾驶员，爷爷坐在副
驾驶位上，我和奶奶以及妈妈坐在车子
的后座上。我们一起哼着歌，聊着天，吃
着小零食，领略着车窗外的优美景色，别
提有多开心了。经过大概一个小时的路
程，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梅山湾
新家。

我们的新家在第十层，从上面往下
看，很高很高，眺望远方，景色很美丽。开
了房门，映入眼帘的是冷冰冰的水泥墙和
五颜六色的管子，我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心想：看来离装修好入住还得等上好久好
久呢！这时，爸爸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抚
摸着我的头说：“晨晨，今年我们全家就可
以在这里过年了。”听着爸爸的话，我开心
得手舞足蹈，哈哈大笑起来……

历史文化
鼓楼古建筑、元代永丰库遗址、天宁寺西塔、中山公园、张苍水纪念

馆……今年是宁波建城1200 年，近日，20 余名来自海曙区石碶街道栎社
小学的宁波晚报（现代金报）小记者，在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院周东旭老
师的带领下，开展了“书藏古今，红映全城”——带本书读宁波研学活动，
大家在雨中寻找历史痕迹，了解这座古城的前世今生。

组稿老师 李盛娜

★细雨蒙蒙，天空仿佛蒙上了一层灰色的纱布。
鼓楼城墙下，一把把五颜六色的伞随意跃动，犹如春
花般可爱。

站在城墙下，我抬头仰望，鼓楼真是壮观啊！黄色
的墙，红色的窗，灰灰的柱子，最引人注目的是顶部的
四面大钟。周老师告诉我们，宁波鼓楼始建于唐长庆
元年，至今已有1200年的历史，鼓楼是宁波仅存的古
城楼遗址，是国家重点保护的古建筑之一。走上城墙，
我们看到了鼓楼沿的全貌，步行街建筑林立，保留了
江南水乡的风格，既古色古香，又充满现代气息。

穿过鼓楼，周老师带我们看了刻漏，古人用刻漏
计量时间。水从漏壶孔流出，漏壶中的浮箭随水面下
降，浮箭上的刻度指示时间。听了周老师的讲解，我
不禁被古人的智慧所折服。

跟着老师的脚步，我们来到了最后一站——中山
公园。看，广场边有一个喷水池，晶莹的水珠向天空喷
洒，就像天女散花一般。突然，悠扬的歌声传来，我寻
声而去，只见一个亭子围满了人，老爷爷们拉二胡，老
太太们唱歌，我也沉浸在这美妙的音乐声中了。

不知何时，雨停了，我们的活动也结束了，我再
次望向鼓楼，它朦胧得像一首诗，一首诉说宁波前世
今生的诗……

海曙区石碶街道栎社小学502班
刘均杰（证号1004552）指导老师 钟岚

●江南春，雨绵绵。带本书，游宁波。
鼓楼，是我们的第一站。远看鼓楼，一座石头砌

成的拱门呈现在面前，看起来十分壮观。走过拱门，
右转，沿着石阶向上走，来到城楼上。楼上有一个钟
楼，钟楼上还有一个机械钟。这座楼中西结合，体现
了东西两种文化的碰撞。

下了鼓楼，沿着中山路西行，来到了唐塔。这座塔
其貌不扬，看起来似乎与这个城市建设还有些不搭。
老师告诉我们，这座塔叫“西塔”，以前边上还有一座
塔，不过已经倒掉了。唐塔代表了宁波的历史文化，一
千多年来，它在风雨中，见证了宁波的沧桑变化。

我们还去了中山公园。雨天的公园，人不是很
多，但见所有树木都享受着雨水的滋润，贪婪地汲取
着大地的营养。树枝上抽出新绿，绿得充满生机。我
看得出神，恍惚间仿佛看到宁波更美好的未来。

宁波，我的家乡！但愿古城焕发生机，变得越来
越好！

海曙区石碶街道栎社小学403班
胡超群（证号1004537）指导老师 黄振浩

◆盼望着，盼望着，研学活动总算到来了，虽然
天公有点不作美，但是我们的心儿可美得很！

我们跟着讲解老师的脚步来到了熟悉的鼓楼。
听着老师的讲解，我们放眼望去，发现楼宇上有一个
写着“海曙楼”的木牌，而这竟是鼓楼的又名。

我们一步步向前走，对一个具有年代感的器具
很是好奇，便围上前细细研究一番。老师说这是古代
计时用的，名叫刻漏。虽然计时并没有现在的钟表这
么准确，但却可以通过它来安排规划生活。

途中，地面上的一块块方块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仔细观察了好一会儿，才发现这是一个塔。为什么会
是塔的形状，听了老师的解释后，才得知当年天宁寺
原先有双塔，东塔已经倒掉了，所以在原来东塔的位
置设计了塔的图案。喧嚣的闹市中，它依旧默默无
闻，虽每日被路人踩踏，但又何尝不是一种历史的回
顾，一种带着些许遗憾的美好。

一路游，一路学，虽然整个参观都在沥沥细雨
中，我们依然看到了宁波这座城的熠熠光辉！

海曙区石碶街道栎社小学404班
赵雨欣（证号1004541）指导老师 张玲玲

◎上周日，我参加了小记者社会实践活动，一
共去了四个地方，其中天宁塔寺和张苍水纪念馆令
我印象最深刻。

天宁塔寺历史悠久，距今已经有1100多年的
历史了，原本有东西两塔，但经历了时间的磨砺，两
塔中的东塔倒塌了。西塔除了墙面有些损坏外，仍
保存完好。这座塔就坐落在马路边，平时少有人注
意或是去了解它的历史，着实有点可惜。

张苍水纪念馆坐落于苍水街，这条街之所以用
“苍水”命名，就是为了纪念张苍水。他在清军大举
南下时，挺身而出，不幸被清军抓获，并在杭州被
害。

天宁寺塔是宁波的标志，而张苍水则是宁波人
的荣光！

海曙区石碶街道栎社小学501班
陈嘉薇（证号1004547）指导老师 舒颐舍

■今年是宁波建城1200年。我参加了小记者
“带本书读宁波”社会实践活动。

老师带我们来到了永丰库遗址，这里在古代是
大型的仓库。老师还告诉我们，宁波最早叫明州，公
元738年，设明州，是以四明山命名的。后来在南宋
时又叫庆元，改庆元府，据说南宋的第四个皇帝年
轻时遥领明州观察使，后来他做了皇帝，就改名叫
庆元。我第一次知晓宁波以前还有别的名字呢。

参观完永丰库遗址，我们又来到了天宁寺塔。
天宁寺塔有“咸通塔”之称，现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原先有东西两座塔，可惜东塔已被毁坏
了，但人们还是在东塔遗址上做了标识。

一路行来，我印象最深的是在公园路步行街的
督行学署，这里是古代科举考试的地方。从老师的
讲述中，我了解到古代人参加考试时，考官先写上
考试人的相貌，再检查他们身上有没有带小抄，考
试时一人一个小房间，这可比我们现在严格多了。
在这里我还了解到一种树叫代代树，果实结出后
2-3年不会掉落，等到明年开花时，就会出现“花果
同存”的景象，这也太奇妙了！

海曙区石碶街道栎社小学503班
翟均豪（证号1004553）指导老师 戴亚娟

▲雾似的雨，雨似的雾，丝丝缕缕。朦胧中，我
来到了鼓楼。

“这里又称海曙楼，建立于唐朝。”市文化旅游
研究院周东旭老师向我们讲解道，“今天，让我们结
伴而行，一起走进鼓楼，了解宁波这座城的前世今
生吧！”

“第一站到了！”只见三个高低不同的石梯上分
别放着三个刻有精致条纹的石桶。听了介绍，我才
知道这叫刻漏。周老师告诉我们，王安石还特意为
此作了一篇《新刻漏铭》，告诫后人珍惜时间，努力
奋斗！

这里还有一座唐代砖塔——天宁寺塔。“这天
宁寺塔的历史可悠久了！”周老师娓娓道来，“它是
宁波市现存最早的砖塔，也是我国仅存的唐代寺前
双塔实例。”远远望去，天宁寺塔的立面略呈抛物线
状，共五层，逐层收缩。移步近观，第一层是白色的，
檐上的砖头略微凹陷、发黑，越往上，颜色越深，像
是有人用黑油漆刷过一般。

在绵绵细雨中，我们还参观了张苍水纪念馆，
里面陈列着他的生平事迹，这里是海曙区青少年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漫步在鼓楼沿的步行街上，雨，仍淅淅沥沥地
下着，鼓楼显得更加古朴、迷人。

海曙区石碶街道栎社小学504班
高铃淇（证号1004557）指导老师 黎巧维

宁波古城游
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