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驱车从学校出发，穿
过数个红绿灯，随着路旁仿
古建筑的逐渐增多，我的心
情也不由得雀跃起来——因
为我知道，中国大运河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馆马上就要
到了。

这是一座仿古建筑，里面
有许多体验项目，其中“幻影
船”体验让我记忆深刻。

我们登上了“船”，周围的
投影画面显得异常真实，江南
美景在我的面前栩栩如生。画

面从杭州转到了乌镇，乌镇主
要以水路为主，数条船在河面
上行驶，仿佛我真的坐船来到
了乌镇。

忽然，画面又一转，来到了
沧州。一轮满月高高地悬挂在
天空中，清风楼、南川楼灯光璀
璨。此情此景，我不禁想起那句
诗：夜半不知行远近，一船明月
过沧州。

半天的参观转瞬即逝，我
的心却还停留在千年运河的
美丽画卷中，久久不能平静。

有趣的“幻影船”
本报小记者（十三中初一27班）姜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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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小记者（十三中初一27班）邢书瑞

一条大运河，半部中华史。
近日，我来到了中国大运河非
物质文化遗产展示馆。这里的
建筑风格恢宏典雅，和园博园
内秀美的景色相得益彰。下面，
大家跟我一起领略这里的精彩
吧！

作为十三中的一名晚报小
记者，我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
有序地进行参观。这里的每一
件充满时代色彩的服饰、充满
年代气息的器具，都充分展现
了古人对生活的热爱。

其中，我最感兴趣的就是
东阳木雕。东阳木雕因产地东

阳而得名，是中国四大木雕之
一。传统的东阳木雕属于装饰
性雕刻，以平面浮雕为主，层次
丰富，格调高雅，也被称为“白
木雕”。

展厅里陈列着一些东阳木
雕。工匠们用娴熟的技艺把大
运河畔人们的生活场景一一雕
刻出来，是一幅栩栩如生的历
史画卷。

中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馆的藏品多种多样，内
容丰富，让我们在历史长河中
尽情遨游。

十三中小记者站专版

阳光暖洋洋地洒在我的身
上，风吹着树叶“哗哗”响，我们
小记者乘坐着公交车来到了中
国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
馆。

大家先在大门口一起拍
了张合影留念，然后一起走
进一楼的总览厅，一块巨大
浮雕映入眼帘——北京、天
津、沧州等大运河沿线城市
的航运风貌、代表性建筑映
入眼帘。

展厅里，一件件精美华丽
的服饰、一件件镶金戴玉的头

饰令人目眩神迷。
二楼的皮影戏吸引了我，

解说员向我们介绍道：“泰山皮
影戏是一种古老的传统民间艺
术，展现着泰山文化的深厚、古
朴。”

走出大门，我想：以后我会
积极参与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的保护和传承活动，宣传
和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让更
多的人了解和认识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价值和魅力，让非物质
文化遗产在当代焕发出勃勃生
机。

历史悠久的皮影戏
本报小记者（十三中初二2班）回桐正

星星点灯★
★

一船明月过沧州
进入序厅，一轮“明月”格外

醒目，呼应了主题“一船明日过
沧州”，这里的浮雕描绘了沧州
的代表性建筑和非遗项目，讲述
着狮城大地的繁华与人们美好
的生活。

我们来到展厅的第一个单
元——“舞韵·乡音”。一段铿锵
有力的木板大鼓吸引了人们的
注意，只见演员左手持木板，右
手打着鼓，那高亢悲凉的唱腔引
来掌声连连。

第二个单元以“武术·杂技”
为题，两侧的雕塑将武术表演和
杂技表演的精彩瞬间定格，让人
们可以近距离感受武术和杂技
的美。

本报小记者（十三中初
一2班）岳美彤

美丽的孔雀标本
虽然每一件工艺品都是那

么完美，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一件
孔雀标本。

第一眼看到这件孔雀标本，
我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它的
头高昂着，静静地立在那里，那
色彩鲜艳的尾羽、炯炯有神的眼
睛、美丽的翎毛……一切都是那
么完美。

为什么它明明没有生命，还
可以这么完美呢？我带着疑问听
完了导游的讲解。原来，我所看
到的标本是蓝孔雀，经过工匠的
巧妙制作，蓝孔雀“起死回生”。

那些制作标本的工匠需要
练上几年，甚至几十年，才能做
出完美的标本。看着那些栩栩如
生的动物标本，我仿佛看到了它
们生前可爱的模样，也仿佛看到
了工匠专心致志认真做标本的
模样。

本报小记者（十三中初
一2班）李艾纯

一次触动心灵的旅程
本报小记者（十三中初一17班）孙铭仪

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传
统文化和技艺逐渐被人们淡
忘，然而，一次学校组织的活
动让我重新拾起了对优秀传统
文化的敬意。

我们来到中国大运河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馆，看到了一
只孔雀标本。导游姐姐说：“这
只孔雀标本体内用了环保无害
的填充物。”

最让我叹为观止的是历史
悠久的大运河，序厅里的一轮

“明月”，呼应主题“一船明月过
沧州”。

展厅中还展示了“兔爷
儿”。民间流传着一个故事，传
说有一年突发瘟疫，嫦娥听说
此事，派玉兔下凡救助百姓，此
后“兔儿爷”就成了一位消灾除
病的神。我们还坐在一艘“船”
上，看各种美景，船上还有一股
木香。

这里还有很多瓷器。相传
宋徽宗的梦里，一抹大雨过后
的天青色使他念念不忘，便命
工匠们烧制出“雨过天晴云破
处”的颜色，这可难倒了不少工
匠，但河南汝州的工匠却完成
了。

汝瓷将中国传统而内敛的
美发挥到了极致。制作汝瓷需
要特定的温度和湿度，而且汝
瓷开窑时，还会发出一种既似
琴声又似风铃的声音，如同碎
冰撞壁般清脆。

在参观的过程中，我深感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
深。同时，我也感叹于现代科技
与传统文化完美结合所带来的
心灵震撼。

通过这次参观，我不仅领
略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更
加坚定了传承和发扬优秀传统
文化的信念。

近日，我们踏着轻快的脚
步，来到了中国大运河非物质
文化遗产展示馆。

这里展示了大运河的历史
和文化。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很
多关于大运河的展品，比如古
代的船只模型、运河地图等。通
过这些展品，我们了解到了大
运河的历史和意义。

同时，这里还有一些互动
体验，让我们更加深入地感受
到了大运河的魅力。比如模拟
穿越大运河的体验——站在船
上，仿佛我真的穿梭游弋在大
运河上。

展厅内还展示了许多非
遗项目，有民间舞蹈、传统乐
器等。其中最吸引我的是一幅
幅精美的刺绣作品。这些刺绣
作品细腻而精致，每一针每一
线都蕴含着工匠们的智慧和
心血。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妈
妈给我绣的那件小衣服，虽然
简单，但也是妈妈的心意所
在。

通过这次参观，我深深地
感受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
力。我们应该珍惜和传承这些
宝贵的文化遗产，让它在我们
手中继续发扬光大。

感受“非遗”魅力
本报小记者（十三中初二4班）张文艺

——十三中校长

以建设有爱、有为、自信、
勇敢、向上、智慧、优雅的，有
追求、有温度、有回忆的市区
优质校为办学目标，厚植“仁
者爱人、勤则不匮”，“追求卓
越、敢于胜利”的文化精神，培
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

王振山

校长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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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楼
中心医院东，科委宿舍5楼，顶，

紧邻八中。电话：13315777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