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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历史上的宁波

【编者按】

我们的家乡宁波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七千年前，先民们就在
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上繁衍生息，用智慧和汗水创造了灿烂的河姆渡 
文化。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从公元前 221 年的鄞、 、句章三县，到
公元 821 年出现在三江口的明州城……这块热土的名称历经多次变
迁，而“甬”成了它延续至今的简称。名字的背后，谁说没有不同寻
常的故事？

来到博物馆，揭开七千年前余姚河姆渡稻作文化的神秘面纱；走
进天一阁，感受中国现存最早私家藏书楼的独特魅力；徜徉鼓楼沿，
聆听古城楼回荡的历史回音；漫步大沙泥街，欣赏昔日宁波最高建筑
天封塔的身影；参观蒋氏故居，了解蒋氏家族的兴衰浮沉。游赏王安
石公园，遥想王知县率众治水，造福于民的历史场景；信步梁祝公
园，品味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动人传说；翻越千年古道亭溪岭，一览昔
日交通要塞的迷人风采……

进入“中国进士第一村”走马塘，寻找四明古郡“礼仪之乡、
文献之邦、江山之胜”的根基；寻访四明大地上具有代表性的抗战遗
迹，聆听亲历者或知情者讲述遗迹背后的抗战故事；参观开明街侵华
日军鼠疫细菌战遗址纪念碑，缅怀历史，共同励志图强。走进自己居
住的小村庄，同样不缺少难忘的历史故事与传说……

我们这些小宁波，曾以为“历史”上的宁波遥不可及。走进家
乡，却发现她和我们如此亲近，悠远深厚，历久弥香。

就让我们一起跟随小作者们去了解历史上的宁波。你会发现其
实她早已镌刻在我们的血液里，成为我们内心深处永远无法抹去的怀
念。铭记宁波留存在历史长河中的那些印记，让家乡悠久的历史文化
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凡  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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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历史画卷
姜山镇茅山小学 605 班  陈  辰

我的家乡 —— 走马塘，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村落。

走进走马塘，你仿佛看到一幅历史画卷正徐徐展开。走马塘地

处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是姜山镇下辖的一个较大的行政村。走马

塘村是宁绍平原的粮食主产地。

走马塘村曾出过七十六名进士，被誉为“中国进士第一村”。因

为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四明古郡有“礼仪之乡、文献之邦、江山

之胜、水陆之饶”之根基，在当代有“千年历史文化古村”“千年历史

文化名村”之美誉。所以，我的家乡颇有名气。

在走马塘，有两处最著名的地方。一处是“蟹肚脐”，一处是“重

阳树”。

“蟹肚脐”是一条河，因为呈椭圆形，长得像蟹肚，由此得名，原

名“君子河”。它历史悠久，河水清澈透明，犹如一条玻璃带子，河里

常年有许多小鱼小虾嬉戏其中，还是全村人洗衣做饭离不开的水源。

虽然现在家家户户都装上了自来水，但是大家还是喜欢到它这里来

汲水。

再说“重阳树”，它已有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据说是在一千 

五百多年前的一个重阳日，“蟹肚脐”边忽然长出了一棵树。那棵树

越长越大，每到夏天，树下就会聚集很多人乘凉。因为洗衣服的地方

离树近，所以，夏天的时候，人人抢着在那洗衣服。就是这个原因，这

原本会被做成家具的树，才得以保存至今，现在的它成了游人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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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月

之地。

这就是走马塘 —— 我的家乡。它厚重的历史画卷，真让我惊讶

和自豪！

指导老师： 陈  波

行走的历史 —— 亭溪岭古道
云龙镇甲南小学 303 班  常梓悦

在离我家不远的横溪镇有一个爬山的好地方 —— 亭溪岭古道。

我在那里度过了很多愉快的周末时光。它是我们游览、锻炼的好 

去处。

妈妈告诉我，古道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文化内涵。

古道一旁是潺潺的小溪，沿途有好多座亭子，这大概是亭溪岭名

字的由来吧。

在古时候，古道可是一条交通要道呢！亭溪岭往北可通往东钱

湖；往东，可通往咸祥、大嵩；向南，可越过横溪到奉化；向西，搭船，可

以直达宁波城内。它可以说是鄞州地区最方便、最重要的一条古道。

听爷爷说，以前的亭溪岭真可以用“往来行人日夜不绝”来形容呢！

沿着古道一路向前走，路边有块介绍太平军战斗遗址的告示牌。

原来以前亭溪岭上还有个军营，在明朝就建成了，那时太平军就在这

里与清军进行过一场激烈的战斗。

古道很长，一路上这几座凉亭，便成了人们歇脚的场所。每座凉

亭的柱子上都有对联，有一副对联写得特别有趣 ——“行行行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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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止，坐坐坐坐坐再走。”咦，这不就是我爬山时的情形吗？

虽然现在亭溪岭只是一个休闲的去处，但它在古代有着重要的

地位。亭溪岭不仅是古代宁波重要的交通要道、军事要塞，更是宁波

由古至今的历史印记。

指导老师： 任晶晶

不能遗忘的历史
钟公庙街道金家漕小学 503 班  励哲源

我们常常为宁波美丽的风景、丰盛的物产、丰厚的人文底蕴而骄

傲。你是否知道，曾经我们宁波也有一段令人痛心的历史 ……

我肃立在开明街的侵华日军鼠疫细菌战遗址纪念碑前百感交

集。这座三角锥形的石碑正面刻着“勿忘国耻励志图强”八个大字，

其他两面分别刻着细菌战史料和遇难者名单，向人们讲述着当年的

故事。这一刻，我仿佛来到了七十多年前的一天 ……

那时，这儿还是市中心，人来人往，好不热闹。突然，天空中飘起

了黑烟，定睛一看，是一架飞机，尾巴上端悬挂着一面太阳旗。人们

还没反应过来，飞机上就投掷下了谷子、麦粒、面粉等物品，还夹着几

张纸。人们随手捡起一看，只见上面歪歪斜斜地写着“中国人要饿死

了，我们皇军来救济你们”。“我们中国人才不要你们救济呢！别害我

们就行！”百姓们对着天空痛斥，可飞机还是肆无忌惮在上空轰鸣。

三天后，日本人的嘴脸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他们投放的物品竟

然带有鼠疫杆菌，简直丧尽天良啊！医院的隔离区中，每天都有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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