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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春风又绿江
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是北宋诗人王安石从西津渡
起程经过扬州时留下的千古名篇《泊船瓜洲》。

上文讲到的“西津渡”是万里长江上的一个渡口。
从三国时期开始，西津渡就是著名的长江渡口。镇江自
唐代以来便是漕运重镇，交通咽喉。西津渡则是当时镇
江通往江北的唯一渡口，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走进古街，沿着青石板铺成的狭窄街道，两旁明清
时期的二层砖木结构的小楼鳞次栉比。飞檐和雕花的
窗栏一律是朱红色的，给人以“飞阁留丹”的感觉。脚下
的青石板凹凸不平，有着明显的印辙。据说，那是载满
货物的独轮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上面滚压磨砺而成
的。

继续行走不足百米，“一眼看千年”的标识吸引了我
的注意。透过玻璃窗，看到的是自“唐、宋、元、明、清”几
个朝代的古路。它们如阶梯排列着，最里面是唐朝的，
都是些小石子，依次往上。由粗犷转变为精细，这是古
人在千年之间对铺路作出的更高要求。

走出小巷，一艘巨大的宝船模型映入眼帘。向前迈
几步，便发现一块玻璃板下几根碗口粗的木桩死死钉住
地面，这才发觉，这原来是码头遗址。岁月沧桑，由于地
壳变动，原来的码头地面凹陷，只有这一块还保留着，但
也距现在的长江几百米开外了。

可以想象，当时人们过江，基本上都靠渡船。这种
看老天脸色过江的方法实在过于危险，稍有不慎，船毁
人亡。因此，人们在清朝康熙年间，就创办了救生会。
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救生会。

几声汽车的鸣笛声惊醒了这条老街，也牵回了我的
思绪。千年的渡口已成记忆，如今人们出行的方式更为
多样，更加便捷。正如毛主席诗中写道：“千里来寻故
地，旧貌换新颜。”古老的西津渡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站
在西津渡最高处，向西远眺，润扬大桥就如一条巨龙横
卧江面。向东还有我们新建的五峰山大桥，高铁穿梭而
过。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西津渡的车辙印似乎还在
诉说着那遥远的故事，如今的镇江正以 5G时代的速度，
成为长江口的弄潮儿。

从古人的渡船过江，到现在的造桥过江；从过去的
码头，到现在的大桥，长江见证了一朝又一朝的兴衰荣
辱，潮起潮落，饱经沧桑，但又熠熠生辉。这光芒，带领
新时代的我们，走向更加美好、光明的未来。

（指导老师 黄春红）

一眼千年，旧貌换新颜
六（3）班 解昕昊

我的家乡镇江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它有着“天下第
一江山”的美誉。在这里有一条历史悠久的古运河。

“舳舻转粟三千里，灯火临流一万家。”清代诗人查
慎行的这两句名诗正是当时运河漕运给镇江带来空前
繁荣的生动写照。镇江古运河是江南运河的源头，是京
杭大运河历史上最早开凿的地段之一，是长江和运河的
十字交汇处。

古运河的每个季节都美如一幅绚丽的油画。春天，
鸟语花香，春意盎然；夏天，花繁叶茂，绿树成荫；秋天，
落叶纷飞，金桂飘香；冬日，银装素裹，白雪皑皑。

我对运河有着独特的情感，我的家就坐落在运河边
上，运河陪伴着我成长。每一条绿荫小路上都载满了欢
声笑语。

喜欢清晨的古运河，像个安静的美少女。它沐浴在
阳光中，好像铺上了一层碎金，一阵微风吹过，河面波光
粼粼、金光闪闪。运河两旁的依依杨柳，似一个恬静细
腻的妙龄少女。婀娜多姿的柳枝，轻柔地浮过水面，泛
起阵阵涟漪。

喜欢黄昏的古运河，夕阳醉了，映在河面上的小脸
蛋红扑扑的，五彩缤纷的天空和几只归巢的鸟儿，让运
河顿时热闹非凡。在运河畔，大人们卸下白天的忙碌，
悠闲地散步、畅谈；老人们则在下棋；孩子们在小亭子里
欢乐玩耍。这一切都让大运河变得更加生机勃勃。

古运河是我们中华民族灿烂历史的见证，是我国劳
动人民的智慧和汗水。它更为我的家乡增添了无限风
光。为了让这条古老的运河继续造福后代，请大家一定
要保护好运河。

我爱家乡的古运河！ （指导老师 杨笑义）

我爱家乡的古运河
五（4）班 吴紫嫣

江河交汇、山水名城的镇江是我的家乡，蜿蜒
秀美的古运河穿城而过，这条曾流动着繁华与风情
的母亲河,作为镇江人的我对它有着深厚的感情。
大运河流经镇江市区，全长约 16.7公里。暑假，我
和妈妈沿着镇江古运河起点——小京口，一路寻访
运河上的桥梁，从平政桥到焦湾铁路桥，最终来到
镇江古运河终点：京杭大运河交汇处（三叉河），整
整一个月的时间，实地探访了镇江大运河上横跨的
28座桥梁和 2座河道闸口。我和妈妈将这些桥画
了下来，做成了镇江大运河手绘桥梁地图，细细分
类，其中公路桥 20座，铁路桥 1座，步行桥 7座，河
道闸口2座。水波款款与运河流淌中，一座桥就是
一段历史，一座桥就有一个故事，我爱大运河上的
桥，爱它那源远流长，绵延着的故事。

令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虎踞桥了，这座桥贯穿古
今，见证变迁，助推发展。虎踞桥位于镇江市区南
门大街外，横跨在古运河上。由于明清时期该桥位
于镇江城虎踞门外，所以叫虎踞桥，又因虎踞门为
镇江古城的老南门，所以又叫老南门桥。虎踞桥是
江南运河长江入口处现存的第一座古桥，历经明、
清、民国，至今已有500多年历史，保留了大量珍贵
的历史信息，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2006年，大运
河作为一条线性遗产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虎踞桥作为大运河上的明珠，是沿线重点文
物之一。现存虎踞桥为明万历二十二年修建，为单
孔石拱桥，桥全长30.6米，虎踞桥桥身的金刚墙、桥
墩、桥拱、桥耳等仍比较完整地保留了明代桥梁的
建筑风格。走上虎踞桥，只见运河之水清澈，两岸
垂柳依依，桥上两边花岗岩石板雕刻祥云，每隔两
米一根花岗岩柱，桥面是一层层台阶，桥两头安置
假山，边上还有枝叶繁茂的古槐松柏和苍劲挺拔的
翠竹。在桥上呼吸着新鲜空气，欣赏着美丽的运河
风景，真是惬意极了。暮色降临，色彩斑斓的霓虹
灯环绕桥身，灯光倒映在古运河水面上，真有“疑是
银河落九天”之意境。

大运河上的桥真是太美了，下次有机会我再和
你们一一介绍，同学们，我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大运
河，保护运河上的每座桥，让它永远美下去，继续诉
说着新时代的故事。

（指导老师 张怡）

古运河上的桥
五（5）班 李牧子

桃柳运河岸，粟谷满粮仓。东西南
北，舟帆无际货如廊。千里山河入画，万
家灯火点星，夜寂橹声长。四海异乡客，
随水梦还乡。

镇江河，接山海，引京杭。卧听吴越
金戈，话里叹兴亡。汉韵秦风尤在，更继
隋唐盛景，今古入流觞。邀月共一饮，洒
墨续书狂。 （指导老师 朱文珺）

京口夜游运河怀古
三（2）班 李睿祺

当拂晓的薄雾散开，
晨练的人，沿着运河的步道，
轻快地踏出“啪嗒啪嗒”的旋律；
卖早点的阿婆，
熟练地在漂着锅盖的大锅里“指点江山”，

“咕嘟咕嘟”间一碗热气腾腾的锅盖面，
温暖着这个城市的早晨；
当午后的青石板泛出水光，
淅淅沥沥的小雨浇湿安静的老街，
驼着背的老两口，
用长长的竹竿叉起那件发黄的短衫，
在西津渡的老戏台边，
追忆过往；
当傍晚的秋风温柔吹起，
长江边的小广场再次人声鼎沸，
充满活力的爷爷奶奶们，
惬意地伸展着柔软的腰肢，
像在追赶年轻时的身影，
喧闹又让人心安；
当凌晨的街道重回宁静，
月色倒映在古运河的碧波上，

“呜呜呜呜”的车轮依然在转动，
看了一眼手表，外卖叔叔也准备回家了，
夜幕里，河岸边，
那盏远远的暖暖的灯依然为他亮着；
这是生活的交响，
平凡又美好，
演奏在每一个日出日落，
运河畔、长江边，
把故乡慢慢哼唱……

（指导老师 仇瑾）

交响
三（6）班 李筱茉

我的家乡在镇江，濒临长江，大运河从中穿流而
过。大运河每时每刻都在变化，有时它静水如画，美
丽动人；有时它热血沸腾，异常繁忙；有时它交相辉
映，雄伟壮观，多么百变神奇啊！

天刚蒙蒙亮，天空中的薄雾还未散去，大运河像
一位安静的小姑娘，静静地流淌着，运河旁边的花草
树木也在晨雾中弄湿了“头发”，时不时地滴下几滴
露水，微风轻轻吹过，河水泛起阵阵涟漪，花儿随风
摇曳，清晨的大运河是那么的恬静。随着不远处鸟
儿的欢快鸣叫，大运河繁忙有序的一天又开始了。

太阳逐渐升起，轮船的汽笛声、马达声和人员嘈
杂声交织在一起，让大运河真正地苏醒过来。大运
河是那么的活力四射，苏醒之后就立马投入到紧张
的劳动之中，只见它驮着一个个船队，全速前进，紧
张有序地通航，就像人体血液一样，永远奔流不息。

夕阳西下，大运河又逐渐恢复清晨的平静，绚丽
的晚霞染红了半边天，大运河如明镜般倒映着落日
余晖，水面铺满柔美的霞光，交相辉映，美成了一幅
诗意的画卷。傍晚时分，运河两岸的路灯亮了，船只
停靠岸边亮起灯来，运河也跟着亮了，整条运河就像
一条彩龙游弋在大地上，美丽极了。

这条百变的大运河从古至今，哺育了中华千年
文明，哺育了无数炎黄子孙，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
历史和文明，我要大声把你赞美！我热爱大运河，更
爱我美丽的家乡！

（指导老师 陈琴）

百变的大运河
四（3）班 丁昱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