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都说余姚是一座文献名邦，小
小的我，心中满是疑惑，总想去找
一找这四个字的证据。

有一天，我和爸爸来到阳明古
镇，看到了那座古色古香的通济
桥。我隐隐感觉那就是“文献名
邦”四个字的注脚。

那是一座石拱桥，并不大，横
跨在姚江上。夕阳西下的时候，它
的身上就涂了一层淡淡的油彩。走
上桥才发现，它和平常我见过的许
多桥不一样：比如，它有很宽很宽
的石头台阶，每级台阶上都有个小
小的斜坡。爸爸告诉我——那是专
为运货的独轮车而设计的。又如，
上面的栏杆早已被雨水冲刷得颜色
斑驳，但依旧能看见精美的雕刻图

案。缓步台阶之上，细细抚摸栏杆
石雕，这让我不得不佩服能工巧匠
的高超技艺，更让我惊叹于姚江先
人的勤劳智慧。一座小小的古老石
拱桥，就这样用细节缓缓讲述着

“文献名邦”四个字的内涵。
如今，“文献名邦”四个字有

了新的时代内容。妈妈说，“文
献”是指它拥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
化，“名邦”是指它的名字蜚声内
外。我想:通济桥的古朴智慧正印
证了“文献”二字，而繁华热闹的
阳明古镇，正在让“美丽余姚”的
名声越来越响。它们相得益彰，越
发衬托得余姚“文献名邦”四个字
闪闪发亮。

（指导老师 顾惠贞）

“文献名邦”的新注脚
兰江小学203班 陈若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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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塞，我终于来到哈尔滨啦！
我是一颗南方的小土豆，一直都特
别向往北方的冰雪世界。

一下飞机，我就感受到了哈尔
滨的寒冷。我原本期待一下飞机就
能看到一片雪白的世界，结果市区
基本都没有雪呢。虽然没有见到想
象中的冰雪世界，但是在松花江我
玩得可高兴啦！江面上结着厚厚的
冰，厚得可以在上面开车，我们尝试
玩了冰上飞车，太刺激啦！

到了冰雪大世界，就像走进冰
雪王国。各种晶莹剔透的冰雕建
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如童话里的
城堡。在这个梦幻的世界，一切都
那么美丽、神奇。

去雪乡的那天去雪乡的那天，，大雪纷飞大雪纷飞，，雪花雪花
纷纷扬扬地落下纷纷扬扬地落下，，像蝴蝶在空中翩像蝴蝶在空中翩
翩起舞翩起舞。。雪乡的房子雪乡的房子，，被厚厚的积被厚厚的积
雪覆盖着雪覆盖着，，就像一个个可爱的雪蘑就像一个个可爱的雪蘑

菇。走在雪地上，会听到“咯吱咯
吱”的声音，好玩极了。

次日清晨，我们去了羊草山。
大雪过后的天空格外湛蓝，阳光透
过稀薄的云层洒下，映照在雪地上，
闪着耀眼的光芒。树木们仿佛被施
了魔法，每一根枝条都被雪花装点
得如同银白的珊瑚。一阵微风吹
过，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如同
蝴蝶翩翩起舞。羊草山的雪又松软
又厚，都能没过我的膝盖呢！我兴
奋地在雪地里打滚，和小伙伴们打
雪仗。

这次的哈尔滨之旅真是太棒
啦！我看到了很多美丽的风景，吃
到了很多好吃的食物。我决定，等
我回到南方以后，一定要把这次的
经历告诉我的小伙伴们，让他们也
感 受 一 下 哈 尔 滨 的 魅 力 。

（指导老师 毛艳艳）

南方小土豆的哈尔滨之旅
长安小学405班 张天泽

秋梨 姚江小学108班 何 佑

寒假，我就像一只在天空自
由飞翔的小鸟，快乐而舒坦。在
学习的同时，旅行是我生活中必
不可少的一部分，它能让我增长
见识。这天，妈妈带我去余姚井
头山遗址考古现场体验寻根旅行。

坐在汽车上，看着洁白似玉
的雪花像一只只快乐的小蝴蝶在
空中飞舞，我欣喜不已。不一会
儿，高楼戴起了白帽子，大树穿
上了白袍子，马路上铺起了白绒
毯，美极了！

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井头
山遗址考古现场。在井头山遗址
考古库房里，首先印入眼帘的是
一幅美丽的龙凤飞舞画卷，让我
忍不住惊叹。妈妈告诉我，身边
这位是孙国平老师，是浙江省文
物考古研究所史前考古室主任、
研究员，他给我们介绍：“这是用
1000余件井头山遗址出土的贝类
壳体、黄鱼耳石、鹿角和田螺山
遗址出土的鳄鱼下颚骨等标本拼
成的，今年是龙年，寓意着国泰
民安和龙凤呈祥。”

在库房，我看到了琳琅满目
的考古出土的物件，吃的喝的用
的，应有尽有，展现了8000年以
前的人们在海洋边的美好生活。

一堆堆吃剩的贝壳、牡蛎和蛎和
海螺海螺，，一副副猪一副副猪、、狗狗、、鹿等动物鹿等动物

的骨头，还有海鱼的脊椎骨、牙
齿、耳石，少量炭化米粒、水稻
小穗轴。他们的“海鲜大餐”、

“纯肉大餐”可真不赖！
咦，8000年前的先民竟然也

用上了席子！在图片中我看到了
芦苇、竹子等制作的编织物，有
席子，篮子，背篓，让我不禁竖
起大拇指。我指着一些特别小的
陶罐器皿，一脸疑惑，孙老师解
释到，那时候没有玩具，这些小
型器皿就是给小朋友们玩过家家
的。一下就解开了我的疑团。

随后，我来到了考古挖掘现
场，下了坑基，土层随着年轮一
层一层的被解开，眼前白花花的
一片，泥土上好像镶嵌了一颗颗
珍珠玉石，满满当当。在孙老师
的准许下，我伸手摸了摸8000年
以前的土壤和贝壳，感受着8000
年以前的“吃货现场”，这美妙的
体验真是让我难忘。

陶器、船桨、贝壳、骨笛、
果核，闭上眼睛，我想象着先民
们在这里生活的场景，解开尘封
的记忆，他们的智慧在我的脑海
里闪闪发光！原来8000年前的时
光好像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成成
长的脚步中依然有着祖先们的影长的脚步中依然有着祖先们的影
子子。。

（指导老师 韩思敏）

尘封千年的记忆
东风小学东风校区304班 郑丝匀

“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
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
壶光转，一夜鱼龙舞。”元宵的夜晚，
如同辛弃疾所写的一样，到处鼓乐齐
鸣，欢声笑语。

元宵夜晚的大街，处处悬灯结
彩。店铺前挂着各式各样的灯笼：
瞧，那只兔灯像一只会蹦跳的兔
子，十分逼真，那双宝石般的眼睛
勾勒在柔布上，给它增添了生命。
看，那只桃灯，做的与真桃有九分
相似，桃尖那点粉红像抹了胭脂一
样，可爱中又带着几分娇羞，让人
挪不开眼。还有那跳跃的鱼灯，富
丽堂皇的宫灯……

空中绽放的烟花更是美不胜
收。瞬息万变的烟花，曼妙地展开它
一张张浅黄、银白、淡蓝、淡紫、粉红
的笑脸，美不胜收。巨大的烟花在空
中绽放，花瓣如雨，纷纷坠落，人们似
乎触手可及，空中的烟花与地上的灯

光交相辉映。每一次绽放都会带来
一阵赞叹，将夜晚推向了高潮。老人
们在灯光的映照下露出了慈祥的笑
容，他们或驻足观赏，或慢慢行走，享
受着这宁静而美好的夜晚。孩子们
一手牵着大人的手，一手持着小灯
笼，脸上洋溢着纯真的笑容。他们在
灯光的海洋中穿梭嬉戏，留下欢声笑
语。那些挂在树上的小灯笼随风摇
曳，发出轻柔的声响，为这美妙的夜
晚唱着悠扬的歌谣。

在这样的夜晚，一碗热腾腾的元
宵自然是不可或缺的美味。那甜美
的滋味不仅能融化冬季的寒冷，更能
让人感受到浓浓的幸福和满足。每
一口元宵都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和祝福。随着时间的推移，街
上的人渐渐少了。但那些被放在河
面上的花灯，随着柔和的水流，带着
人们真挚的祝福飘向远方……

（指导老师 马思思）

喜闹花灯庆元宵喜闹花灯庆元宵
老方桥小学老方桥小学603603班班 罗嵘峥罗嵘峥

周末，奶奶提议一起去舅公公
家，顺便踏青。

还未到舅公公家，老远已望见
院外枝头的早樱，花朵连成花簇，
花簇排成花云，又像一片片雪落在
树上。下车近观，有的是上端胭脂
红下端浅白的小花骨朵儿，有的花
已经完全开了，如白色的薄翼。我
闻了一下，甜香扑鼻，花香弥漫。

午饭后，奶奶带着我们拿着剪
刀，提着竹篮子，去田野剪马兰
头。田间的马兰头非常茂密，它们
骄傲地伸展开柔嫩的叶片，一团团
一片片，好似绿色的花朵。我蹲下
身，顺手就拔，结果叶片似乎活
了，从我指尖挣脱。“这个时节的
马兰头最好吃，都贴地而生，万万
拔不得，一拔就成了碎叶片。”奶
奶一面说着，一面教我抓住马兰的
叶子，沿着根部剪，果真剪得完

整。我学着奶奶的样子，不一会儿
就收获了小半篮，原来挖马兰如此
简单！谁知我的手差点儿被一只千
脚虫伤着了，我吓得连连后退，顿
时失去了耐心。奶奶和妈妈在边上
鼓励我：“不怕苦、不怕累，才能
品尝到自己的劳动成果哦。”我调
整状态又继续剪。半个小时后，篮
子里的马兰头挤得满满当当。

“开饭啰——”只听舅婆婆一声
喊，我早已饥肠辘辘，跑到餐桌前，
一眼就看到马兰头拌香干，上面淋
了香油，撒了盐。我迫不及待地用
勺子一舀，尝了一口，“咔嚓、咔嚓”，
味蕾立刻陷入鲜美的沼泽中，唇齿
间荡漾着春天的味道。

踏春的时光里，不仅有迷人的
樱花，更有体会劳动的快乐。又一
个愉快的周末将装进我的记忆相册
里。 （指导老师 苗一清）

寻春寻春
第二实验小学北校区第二实验小学北校区505505班班 孙伽尔孙伽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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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来了！太阳暖暖地照在公
园的草坪上，小草舒服地伸了一个
懒腰，探出嫩绿色的小脑袋，像给大
地铺上了一张新地毯！一旁的柳条
随风飘动，好像春姑娘的小辫子。
解冻的小溪叮叮咚咚，好像在弹奏
一首首美妙的歌曲。天空中小鸟叽
叽喳喳地唱着歌，好像在说：“春天
真美！”

小云、小红和丁丁相约来到草

坪上看书。小云靠着坐在大树下，
小红盘腿坐在草地上，小明趴在草
坪上，一只手托着下巴，他们看得目
不转睛。不远处一个小女孩正在放
风筝，瞧，她的风筝像一只燕子，在
天空中自由自在地飞翔！

大自然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
景象，春天，真是一个美好的季节
啊！

（指导老师 徐凤凤）

春天来了春天来了
东风小学梦麟校区东风小学梦麟校区203203班班 令狐一可令狐一可

灵魂的深处总有一盏永存的
灯，无论是严寒冬季飘雪时，还是
酷暑夏至清风起，家乡永远是第一
归宿。

我不知道该如何提及这座南方
小城。

它没有急匆匆的脚步，不需要
每天早起去坐拥挤的地铁，不需要
跨越几个区才能跟想见的人见上一
面，重要的是，这里有随时陪伴在
身边的亲人。平平无奇的小城里，
藏着对于我们来说最惬意的生活和
最踏实的幸福。

这里，是余姚，我的家乡。这
里是是李白的选择，是王阳明的故
里，也是范仲淹的歌颂。

从500年前的王阳明，到7000
年前的河姆渡遗址，余姚历史的时
间轴上，从不缺浓墨重彩的笔触。

“四明三千里，朝起赤城霞”，李白
笔下的仙山，也是道家的第九洞
天，在这片绚烂的深秋里，完成它
冬天里的最后一场任性；“余姚二山
下，东南最名邑”，穿行在余姚的大
街小巷，路过宋朝庆历年间的通济
桥，明朝成化年间的瑞云楼，千百
年来，砖瓦上不知留下过多少往圣
的行踪；出生在龙泉山北的王阳
明，美名传遍大江南北，多少人曾
在他的家乡试图访寻他的踪迹；梁

弄小镇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早年
的繁华集镇依旧保留，跨越了千百
年的长弄短街，人来人往；神秘的
河姆渡土地还留存着历史的足迹和
先民智慧的瑰宝；而古老的姚江如
一条玉色飘带，蜿蜒在诗意流彩的
浙东大地上……

如果你已经听倦了大城市的喧
嚣，那不妨来看看小城，随风舞动的
绿叶，潺潺溪流，划着小舢板，葱葱田
野里的影子能被拉得老长。在小城，
处处藏诗意。

翻开历史书卷，余姚繁荣至今，
余姚文化生生不息，小城安逸宁静的
生活氛围，山水之间乌篷船穿行其
中；历史和现代完美融合，古迹与科
技相映成趣。在这里，可以看见人类
文明的最初模样。余姚大地的先人
们栽培的丰富遗存，诠释着走在人类
文明前列的豪迈；古老运河的不息流
韵，余姚境内的浙东运河，天工人巧，
至今仍让我们受用不尽。

余姚以璀璨文化作底蕴，以山川
秀美作背景，以创造财富作主题，在
这漫漫岁月里，不曾停下发展的脚
步，现在的它必定比诗里描述的还
要美丽。

而它的远方，在眼前，我们且
行且忆，且行且看。

（指导老师 秦 冰）

小城
泗门镇中心小学塘后校区503班 彭子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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