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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滨河公园，是洞桥镇
上的一大文化景观带。漫步其
中，一边是小桥流水人家的江
南风光，一边是花草掩映中的
游步道，让人不由得心情舒畅。

房老师再次给孩子们布
置了小任务，让他们化身小达
人，探一探公园里有哪些历史
角落、文化角落、自然景观角
落和休闲娱乐角落？

很快，三三两两的小分队
形成了。他们发现了反映古
人读书场景的人物雕像，发现
了供人休息的亭台廊道，发现
了冬天时应该更加美丽的梅
花亭……

房老师告诉同学们，太史
滨河公园二期，是洞桥镇沙港
村围绕“艺术乡建”思路，引导
宁波企业家出资出力、邀请文
化名人出谋划策共同建造的，
公园以沙港村的历史故事为
切入点，重现文化典故场景，
现在，这个公园是周边百姓茶
余饭后的好去处、外来人员驻
足打卡的网红地。

“沙港村的发展成绩离
不开这些心系家乡、反哺故
里的宁波人。同学们长大成
人，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以
后，也不要忘了自己的故
乡。”房老师说。

六年级的郑浩同学告诉
记者，他参观过全祖望故居，
却是第一次逛太史滨河公
园。“这里环境很好，很安静，
让人喜欢。我想，如果有烦心
事的话，来这里散个步，一定
能够平静下来。知道了这是
宁波人出资建设的，对他们建
设家乡的举动充满了敬佩。”
郑浩说，他的理想是成为一名
医生，以后能走出去看更大的
世界，如果有能力了，也希望
能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

记者 王伟 张培坚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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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文化“方舟”
““ ””千年古村千年古村

“糖丸爷爷”顾方舟，
“史学大柱”全祖望，一个
是当代科学家，一个是浙
东先贤，他们在各自的领
域里彪炳史册。如今，他
们又共同照亮了一个小
镇的文化传承。

位于海曙区西南部
的洞桥镇，历史悠久，人
文荟萃。全祖望的故居
坐落于镇上的沙港村，而
“糖丸爷爷”顾方舟的外
婆家则在镇上的另一个
村——前王村，顾方舟本
人亦在此度过了他的童
年时光，并留下故居一
处。

继 7 月移动思政课
带着同学们忆“糖丸爷
爷”之后，9月22日，“知
行合一，铸魂育人”宁波
大中小学移动思政课第
二期活动第三站，思政巴
士载着宁波卫生职业技
术学院和海曙区洞桥镇
中心小学的师生们，又来
到了全祖望故居。

这一次，依然由宁波
市级文化特派员、宁波卫
生职业技术学院教授陆
晓莉团队开讲，讲的是
“乘文化方舟，望千年古
村”。

孩子们认真做着记录。
走进全祖望故居。

热烈的互动场面。

认一认这是全氏族人中的哪一位。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到了
‘镇以桥为名，桥以水为本’的
洞桥镇，开启‘望见方舟’之旅：
这里诞生了品格高洁、气节崇
高的学者全祖望，还有胸怀祖
国、无私奉献的科学家‘糖丸爷
爷’顾方舟。从浙东先贤到当
代科学家，到底是怎样的文化
资源，助力洞桥镇在乡村振兴
的道路上脱颖而出呢？让我们
一起踏入沙港村，看看这个走
出了史学巨擘的地方，有什么
特别之处。”站在古色古香的全
祖望故居门前，陆晓莉教授对
同学们娓娓道来。

从全祖望到顾方舟，陆晓
莉团队正推进“‘望见方舟’名
人文化品牌培塑”项目，旨在立
足区域优势、挖掘文化资源、擦
亮名人品牌、涵养科学精神，以
期推动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进
一步融合，为乡村发展赋能。

这也是移动思政课两期活
动中，他们团队想要呈现给孩
子们的。

踏进全祖望故居的大门，
本次移动思政课的导师、宁波
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的房施恩老
师，就与同学们开始了互动之
旅。

“说到史学家，大家能说出
哪些人的名字呢？”房老师问。

“司马迁。”同学们回答。
“真不错！那么你们知道

被誉为司马迁之后最有文采的
传记史家又是谁吗？”房老师点
赞以后继续提出问题。

同学们面面相觑了一会
儿，有人不太确定地回答：“是
全祖望吗？”

“是的，很好。那么，被尊
称为‘史学大柱’‘布衣太史’的
全祖望，他的一生到底经历了
些什么呢？同学们可以分成4
个小分队，开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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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全祖望是什么朝代的人？
他几岁考上了秀才？他的著作
有哪些？……带着问题，同学
们跟着全祖望传说区级传承人
全祯，从全祖望四五岁时开始，
慢慢认识、了解这位身边的史
学大家。

同学们知道了，全祖望从
小聪明，四岁能读四书五经，六
七岁时能吟诗赋词，八岁读《资
治通鉴》《文献通考》，31岁考中
进士。但由于他为人正直，不
肯依附权贵，短暂做官后便辞
归故里，专心学术研究。他一
生著述30余种、400余卷、600
多万字，始终践行“经世致用”
的学术理念，为我国文化宝库
增添了许多珍贵遗产。

明年是全祖望诞辰320周
年，通过什么方式能让更多人
知道全祖望呢？

参观完故居，同学们围着
房老师，纷纷说着自己的发现，
也提出了以图文、视频、活动等
方式宣传全祖望的想法。

房老师告诉大家，全祖望
故居在乡贤心中有着特殊地
位。这里不仅是全氏后人寻根
访祖的平台，也是村里举办各
种文化活动和儿童游玩的园
地。近年来，沙港村投入300
多万元对全祖望故居进行了修
缮和扩建，远在异乡的全氏后
人纷纷出资相助。

之后，当大家沿着滨河公
园，看到了全氏宗祠、历代全氏
先贤雕像后，对于全祖望的性
格养成，又有了更多的思考。

同样姓全的全希涵小朋
友，今年上四年级。她说从自
己家书房窗户望出来，就能看
到全祖望故居前面的湖，“以前
也几次来过故居，但有点走马
观花，今天仔仔细细地看了一
遍，还做了笔记，对全祖望了解
更多了。”

望
思政巴士走进
洞桥镇全祖望故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