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我和宁波这座城》征文活动中，宁波学子们用细致的笔墨、飞扬的文采，生动展示宁波的历史变迁、现代文明、港城文
化，描述了宁波城市发展所取得的诸多辉煌成果，创意性地展望未来宁波发展的动人景象，写下了自己和宁波这座城的独家记
忆。我们一起来看看初赛的文章—— □现代金报|甬上教育 记者 章萍 马亭亭 整理

暖融融的春天矜贵地拂起漫天柳
絮，明媚温和的阳光一洒，大街小巷的
猫们就都从甬城深处的料峭里钻出来
了，让人忍不住要喊声“猫宁”。我放学
一路上遇到了不下五只猫，它们就像
浅湾里滑不溜秋的小鱼儿，在斑驳点
点的夕阳色柏青马路上轻快地跃动
着，一身皮毛光洁凝练，娇小而柔软，
末了也只留给我一条矜持骄傲的尾
巴，戏耍去也。

宁波这座城市从来不缺少猫：包
玉刚图书馆旁那段护城河绿影淙淙的
河畔步行道，那里的猫机警好动而格
外敏捷；庆安会馆和郑氏十七房那样
古朴祥和却鲜有人声的地方，猫是慵
懒安静的，且常常喜欢跳下房檐，从行
人脚跟边施施然而过；川流不息的箕
漕街和人声鼎沸的城隍庙，猫们总是
格外地不怕人——每当它们从某个沾
满青苔的墙壁缝隙里钻出，又很快地
消失在市井的某个角隅里时，仿佛它
们才是这个地盘的主人。

这个都市不厌恶猫，也不热烈地

欢喜猫。因此，某天我倚在月湖公园的
椅子背上时，也许可以欣赏着某一只
迷了路的小倒霉蛋穿过落叶铺满的草
坪，留下一串沙沙的响声；好几座百年
老校旁边，夜自修过半时总是会有猫
叫，倒也没有人呵斥，任它百转千回地
引颈长叹，绵长的猫叫声里有水雾和
轻纱似的忧愁；鼓楼和南塘老街是没
有猫的，因为太闹了，猫们争不过卖青
糍和买麻花的两脚兽，于是另寻他处。

不过我忖，如果有一日看见一只
灰色毛皮的猫在杳无人声时出现在岁
月斑斑的老城墙上，那也不是什么值
得惊讶的事。

常湿多水的东南海城也许不大适
合喜欢在阳光下打滚奔跑的狗狗，它
们太活泼了，会把小水洼的宁静踏得
破碎。猫不会，猫是矜持的，从不愿意
很快地走路或者把自己弄脏。

这里的人喜欢安静。于是我们可
以允许一只爪垫软和、善于屏声的小
兽在古书阁里灵巧地蹿来蹿去，踞在
人的小臂旁边。

然而猫们的眼睛总是深而剔透
的，一眼望去，仿佛什么都可以看见，
又很难读得完。

三江口边，我遇到了一只很普通
的流浪猫。我给它喂食，它先是跑掉
了，半刻后又回来，小心翼翼地扒拉着
塑料袋里的打包饭菜。

我晓得它一定是一只老猫了。它
不怕人。它的眼睛是橘色的，在黑夜里
幽幽地发着光，而且并不像小猫那样
的清澈，有一点点芜杂，可能是它看见
过很多的东西了。

也许猫看见过刚刚开始大修马路
时的宁波，那时的房子都平顶低矮，一
抬头还能看见黑粗的电线，人的鞋底
带起尘土，它还得躲着那些叮铃叮铃
的自行车轮子走；也许猫看见过刚刚
开始修地铁时候的宁波，好像能插到
云里的钢玻璃房子全竖起来了，到处
都是被蓝色铁墙拦牢的马路，它走近
一点还能感受到底下厉害的震动，只
不过路上四轮子车实在是太多，又开
得飞快，它还是不要轻易去的好；也许

就在刚刚，它从最能捡到剩饭的三江
口一家饭店里漫步到江边一排草丛
里，大楼们的表面有会发光还会动的
图画。华灯初上，这个城市的夜晚还很
亮堂。

这个五光十色的、美丽的都市，是
猫的宁波吗？平房楼顶的青瓦石砖慢
慢地消失了，方正的白漆楼也许更高
更刺激罢！春日太阳底下慵懒的时间
还是有的，不过甬江边瓦砾扫净，石砖
步道比较不扎猫星人的脚……它也许
看到唯一不变的，那些人们总是一刻
不停地奇怪地奔走着吧，年年岁岁，皆
是如此——仿佛有某种使命似的。他
们在奔走向何方呢？

人们和猫们一同奔赴的“下一个”
宁波，是猫眼里的那个宁波吗？

这时候，一只灰色毛皮的猫儿从
绿化带里悄步掠出，滑进灯火通明的
夜色里，消失不见。

那是一只灰色毛皮的、在我梦中
曾经爬上过鼓楼沿古城墙的、宁波的
猫。

《猫·宁波》 宁波市效实中学 胡逸佳 指导老师 孙立

《鼓楼的千年钟声》海曙第二外国语学校 虞敏歆 指导老师 叶超

整点时分，我蓦地闻见那熟稔的
钟声，竟倍感亲切。觅着悠远的鼓楼
钟声，走近她，斑驳的城墙刻满了岁
月的痕迹，青砖黛瓦映出洗尽铅华的
沉静。老一辈常道，老宁波的故事，一
半藏在鼓楼里。我登上它，思绪飘回
到从前……

鼓楼千年钟声，回荡在宁波古
城，以至于每一声回响，都带着一段
历史、一段过往。宁波始建于唐长庆
元年，作为它的历史标志，鼓楼伴城
而生，生于那古老繁华的大唐时代。
谓“晨钟暮鼓”即小城在透亮的钟鸣
里苏醒，在闷缓的鼓声里沉眠。鼓楼
钟声不疾不徐，镇定有力，早已融入
百姓们的生活中。“谯楼鼓角晓连营”
历史有风平浪定，亦有烽火连天。那
时的鼓楼钟声使人心不得安宁，伴战
争的号角，一敲，就是几千年。古时，
文人歌咏，“太守新成海曙楼，风光胜

绝古明州。”现在，父母百般叮咛：“你
出生在宁波，那秀美的江南城。”儿时
的我，只能在古代百姓的生活中品出
些平静如水的味道，至于宁波的秀绝
风光，还未曾领略。但鼓楼倒是常去，
石面瓦墙，四面大钟以及苍劲有力的

“海曙楼”让人记忆犹新。以前的人
们，只要登上鼓楼，宁波全城风光尽
收眼底。而现在，我登上了城墙，周边
高楼林立，看到的是宁波日新月异的
今天。偶然听到鼓楼鸣钟，只感心胸
震荡，人也似顺着钟声回到以前，仿
佛看到了“高立甬城楼上望，海船齐
趁暮潮来”的情景。

鼓楼千年钟声，萦绕于人耳畔，
带来繁华一片。走近她，“文旅交融”
使得鼓楼还在。我发觉，那里店铺速
增，宁波土特产、宁波记忆馆应有尽
有，在商业化的改造后，鼓楼的夜不
再悠远宁静，而是繁华红火，灯火辉

煌。周边的天一广场由一片洼地变作
游客络绎不绝的商业圈，自1999年改
造后，焕发新生，弃下从前破旧的外
衣，改头换面，成为宁波的“商业航
母”，成为宁波的“金名片”。对于新生
的一切，我流连忘返，不能自已。越来
越多关于宁波的文化记忆被翻找出
来，呈现在大众的眼前，宁波——这
一水乡文化的招牌也被大众熟知。长
久的宁静被打破，我的思绪又仿佛回
到了以前，鼓楼的“魂”一直在回响。

鼓楼千年钟声，环绕在海面，与
轮船的汽笛声交相辉映。见证宁波从
籍籍无名变为泱泱大港，货物流通至
五湖四海。千年前，便有海上丝绸之
路延伸到异国他乡；千年后，宁波仍
通过水路以开放性的面貌与外交流。
当久远的钟声传到桅杆高立的船只
上，是否会激荡起海员的心？我不知
道，他们会不会因宁波发达的航运而

自豪，会不会因宁波大为发展的商业
而骄傲？会不会……

千年古城，百年风云，几度沉浮，
气血不衰，乃文化之力也。“文化”二
字几乎囊括了所有，历史文化、商业
文化、航海文化……近年来宁波铁路
交通飞跃发展，“港通天下”实至名
归，航空建设日新月异。这些变化铸
就了宁波文明、宁波文化。若遗失了
它，站在这片故土，也难再是宁波人。

我身负传承文化重任，而文化又
是“城市之魂”！

我明白了，我与宁波本就不可割
舍。

鼓楼钟声敲响未来。它将面向世
界，以江南水乡的本真姿态为底色，
成为历史与未来相结合的多元化城
市。希望一切正如其名，宁波——海
定则波宁。

爸爸是个马拉松爱好者。一天，他
跟我说：“婧婧，今年是宁波建城 1200
年，你刚刚入选了中国铁人三项首期
雏英试验班，我们一起做一件有意义
的事情，跑‘六门’怎么样？”

“什么是六门”？我好奇地问道。
爸爸拿出《宁郡地舆图》说：“来看

看地图。”
我只看了一眼就惊奇地说道：“哇

塞，好奇怪的图形！像个梨头。”
爸爸解释道：“唐末宁波刺史黄晟

筑罗城，因受奉化江和余姚江的限制，
整座罗城就呈梨形，这种特殊形状在
全国是不多见的。”

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婧婧，你
再仔细数一数，这地图上是不是有六
座城门？”爸爸又说道。

“对！不过现在这六座城门上哪儿
去了呀？我可只知道鼓楼。”我问。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拆城墙、建
马路，六个城门就变成现在六条马路
的名字，即：和义门(和义路)、永丰门
(永丰路)、望京门(望京路)、长春门(长
春路)、东渡门(东渡路)、灵桥门(灵桥
路)。”爸爸耐心地解释给我听。

“怎么样？有没有信心挑战一下自
己的极限，为宁波建城1200年献礼？”
爸爸挑衅地问。

“好啊，我可不会轻易认输！”我不
服气地回道。

于是我们换好装备，穿好跑鞋，
从家里出发，先跑到离家最近的长春
门遗址。现在这里正在建长春门文化
公园，旧时南下北上的漕运、官船，经
南塘河进出甬城，加之南郊路上的商
铺、书院与寺庙形成南门三市的繁
华。

我们沿着奉化江跑过“老江桥”，

也就是灵桥门。穿过江厦桥和新江桥
的桥洞，跑到了宁波影都，这里是东渡
门遗址。爸爸望着对岸说：“婧婧，这里
以前有一个叫‘桃花渡’的渡口。你知
道在这里发生过什么故事吗？”

“我知道，这里发生过黄晟斩蛟的
故事。”我自豪地回答。

“你记性真好，这里还发生‘建文
帝蹈海而去’和‘郑和下东洋’的故事，
你想听的话快点跑。”爸爸一边说着，
一边跑到我的前面去了。

习习的微风声、清脆的鸟鸣声、
淙淙的江水声，汇成一曲天籁之音，
伴随我们沿姚江一路向西。在解放
桥畔有一座和义门瓮城遗址。“和
义”两字，据说是从宁波话“河泥”转
化过来的。跑着跑着，我看见前面有
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于是问道：

“爸爸，这幢建筑不会是你说的用城

墙砖和条石建成的华美医院吧？”
“对，医院对面就是永丰门遗址公
园。王安石就是出永丰门请杜醇开
学授课，开启了宁波崇学文化。”爸
爸回答道。风从耳畔轻轻掠过，我们
继续沿着护城河跑到望京门。古代
望京门连接浙东官道，是宁波学子
赴京赶考的必经之路。

我们跑“六门”最后一站是宁波市
仅存的古城楼遗址鼓楼。爸爸向我解
释了“鼓楼”一词的由来：因为古代没
有钟表，晨钟暮鼓。早上钟鸣，就开城
门；晚上鼓响，城门关闭。老百姓慢慢
的就叫它鼓楼了。

我一边用手抚摸着斑驳的城墙，
一边许下心愿：我要跟时间赛跑，用脚
步和汗水丈量宁波，用成绩和奖牌铭
刻记忆，在悠悠历史长河中，留下为家
乡争光的故事。

《我和爸爸跑“六门”》海曙区镇明中心小学实验校区 张婧涵 指导老师 邬银飞

和爸爸跑“六门”、寻觅鼓楼的钟声、大街小巷的猫……

甬城学子写下和宁波的独家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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