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鼓楼游记
●清明这天，阳光像融化的蜂蜜，把宁

波鼓楼的青瓦染得发亮。妈妈说今天要带
我去见一位宁波百岁的“老爷爷”。

穿过拱形门洞时，我伸手摸了摸门楣
上的蝙蝠雕花——这是宁波人喜欢的“福
在眼前”图案，青砖缝里冒出的蒲公英跟着
风打转，落在“文武官员至此下马”的石碑
上。妈妈说，这块石碑已经站了几百年了，连
宁波的老城墙都记得它的故事。

二楼展厅里，比我还高的更鼓静静立
着，鼓的牛皮上有细密的纹路，讲解员姐姐
说，以前每个清晨，鼓声都会从在这里出
发，穿过月湖的桥洞，飘到天一阁的飞檐
上，告诉全城的百姓“天亮啦”。玻璃展柜的
明代石碑缺了角，上面的“宁波府”三个字
却依然清晰，仿佛能看见古代的工匠握着
凿子，在石头上刻下了对这座城的承诺。

顶楼的漏壶最让我入神。五个铜壶叠
成塔状，水珠从最上层的小孔滴落，在“子
丑寅卯”的刻度木箭上鼓出细小的水花，这
是宁波人最早的“钟表”。推开木窗，宁波城
在脚下铺展：东边的现代高楼与西边的月
湖拱桥手拉手，护城河的游船正载着游客
把笑声洒在粼粼的波光里。

宁波的鼓楼不仅是一座老房子，它是装
着糖画甜香、更鼓余音、漏壶滴答的百宝箱，
把过去的时光和现在的热闹，都轻轻地抱在
了飞檐下。

漫步在鼓楼的青砖古巷间，我仿佛触
摸到了宁波千年的历史脉搏，这座城市的
厚重和温情，将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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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妈妈带着我到鼓楼玩。
众所周知，鼓楼是宁波的标志性古建

筑，有很多游客前来游玩，连亚锦赛纪念服
上都有鼓楼的标志。

鼓楼位于海曙，建于唐朝，已经超过了
1100年的历史。它高十几米，下面是用牢
固的砖搭成的，主色为黄色。走上鼓楼，我
就像回到了古代，变成了古代建古楼的人，
为自己能造出这样雄伟的建筑感到自豪，
也为自己能生活在这样的城市感到自豪。

王安石也曾登上过鼓楼，还特意为鼓
楼作了一篇《新刻漏铭》。鼓楼还有很多别
名，比如海曙楼、奉国军楼等，可见鼓楼在
历史上的重要地位。

鼓楼和云冈石窟一样是中西结合的结
构，下中风，上西风。

你们来过鼓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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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鼓楼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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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有一个既古老又热闹的地方，
它就是——鼓楼沿。

它有着独特的建筑，虽被高楼大厦包
围着，但丝毫不影响它的美观。你看，一进
入鼓楼，便看到高高的老城墙和老钟楼，上
面布满了绿色的爬山虎。站上城楼往下望，
鼓楼沿的景色大半收在眼底。排成一行的小
摊里，陈列着琳琅满目的商品。

往里面走，看到的是许多小吃，有矮子
饼、油赞子……其中，我最爱吃的是矮子饼，
因为它馅又多又饱满，外酥里嫩，平时队伍
排得像长龙一样，吸引许多人来品尝这份独
特的美味。

怎么样？快来宁波鼓楼沿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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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时分，雨水滴落在始建于唐长庆
元年（821年）的城楼上。这座融合了罗马
式钟楼与中国传统飞檐的建筑，见证着宁
波“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独特气质。海
曙区作家协会蒋静老师以“时空导游”的
身份，为小记者们揭开鼓楼的前世今生：

“鼓楼历经唐、宋、元、明四代修缮，曾是古
代宁波的‘城市心脏’，兼具报时、瞭望、报
警三种功能。”

当蒋老师提到唐末明州刺史黄晟于
898年修筑罗城的故事时，孩子们纷纷驻
足凝视城墙砖石，仿佛听见千年前夯土筑
城的号子声。

在刻漏艺术景观前，小记者们学习了
王安石《新刻漏铭》中“君子小人，兴息维
时”的哲理。“原来古代人用漏壶滴水计
时，误差竟然不超过十分钟！”海曙区雅戈
尔小学的周晟业惊叹道。这座刻漏不仅是
科学智慧的结晶，更成为孩子们理解“时
间管理”的鲜活教材。

穿过鼓楼门洞，队伍抵达全国重点文
保单位——永丰库遗址。这片南宋至元代
的官署仓库遗址，曾存放罚没物资，如今
却以满地的石块诉说着明州港的辉煌。

“这里曾考古挖掘出很多瓷器碎片，证明
明州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

海曙区集士港镇广德湖小学郑馨悦
的妈妈孙女士感慨：“以前带孩子来鼓楼
只是逛街，今天才知道脚下踩着的是‘东
方大港’的见证。这次给孩子报名参加活
动，真是非常有价值。”

离开永丰库遗址，大家行至督学行
署，这座始建于雍正九年的建筑，曾是古
代负责视察、监督学校工作的机构，其长
官也负责主持当地各类科举考试，如今这
里成为宁波现存一处研究科举制度的建
筑例证。穿过仪门，孩子们在“福荫儒学”

石碑前驻足，感受儒家思想的深厚。
随后，大家穿过呼童街，来到尚书街。

蒋静老师给大家讲述其街名的来历，让孩
子们瞪大了眼睛：“这里走出过明代礼部
尚书屠滽，以前有尚书第，因此这条街叫
尚书街。屠氏家族是宁波的望族，其后裔
中更是走出了屠呦呦院士！”历史名人与
现代科学的奇妙联结，让文化传承的脉络
瞬间清晰。

在伏跗室——浙东著名藏书楼，小记
者们被“防空洞藏书”的故事深深吸引。抗
战时期，主人冯孟颛为保护5万册古籍，
将书藏于地下防空洞，甚至用辣椒粉防
蛀。当孩子们站在防空洞入口时，甬城文
人“护书如命”的精神悄然印入心田。“原
来书本不仅是知识，更是需要拼死守护的
文明火种！”一位小记者在研学手册上郑
重写道。

穿过中山公园的苍翠林木，队伍抵达
抗清名将张苍水故居。蒋静老师以“日月
双悬于氏墓，乾坤半壁岳家祠”的诗句，将
这位与岳飞、于谦并称“西湖三杰”的民族
英雄生平娓娓道来，小记者们听得全神贯
注，深深被张苍水的民族气节所感动。

“他被俘后拒绝降清，临刑前遥望凤
凰山叹‘好山色’，这种气节太震撼了！”一
位同学感慨道。

活动中，6名浙江万里学院雷锋营志
愿者全程护航，他们多是到宁波求学的外
地学子。何安可同学坦言：“以前觉得宁波
是商业城市，今天才发现它藏着这么厚重
的历史，连街名都承载着家国故事。”

活动临近尾声时，家长李女士颇有感
触地说：“Citywalk不是走马观花，而是
让孩子与城市建立情感联结。我全程陪同
下来，收获很大，相信孩子同样受益匪
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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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初
夏小雨中，宁波鼓
楼迎来了一群特
殊的“城市探索
者”——近 50 名
宁波晚报·现代金
报 小 记 者 ，以

“Citywalk”的 方
式开启了一场穿
越千年的文化之
旅。从鼓楼飞檐下
的时光印记，到永
丰库遗址的丝路
回响，从尚书街的
世家传奇，到张苍
水故居的民族气
节，小记者们在砖
瓦间触摸城市脉
络，于行走中解锁
宁波的“历史密
码”。这场活动不
仅是一次历史课
堂的延伸，更成为
青少年感知文化
传承、增强城市认
同的生动实践。

小记者解锁甬城历史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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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步鼓楼寻千年文脉
活动合影

走在伏跗室的墙门前。 登上鼓楼参观。 听蒋静老师讲鼓楼的前世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