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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由江门日报社和

圭峰会城合作组织的“古城

流芳 CITY WALK”青苹

果小记者采风体验活动欢

乐进行，小记者们用双脚丈

量宝藏老街区，领略会城古

城风采，探寻老城焕新的动

人故事。他们以童心看会

城，对这个有温度有热度有

深度的宜居宜业宜游之城

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活动

后，他们积极提笔，结合自

己的所见所闻，以真情实感

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小

记者们妙笔生花，争当冈州

文化的见证者和宣传者，在

他们的笔下，古城魅力何

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钟珍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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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参加了《江门日报·青
苹 果》组 织 的“ 古 城 流 芳 CITY
WALK”活动，这是一次难得的机
会，让我对这座极具底蕴的城市有
了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游览了人民会堂、盆趣园、
新会学宫、石戏台、景堂图书馆和圭
峰会城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等地，其
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新会学宫。

新会学宫又名孔庙，始建于北
宋庆历年间，距今已有近千年历
史。对于这样一座历史悠久的建筑
物，我十分好奇。新会学宫是根据
山东曲阜孔庙建筑因地制宜建造，
大成殿是学宫正殿，面宽5间、进深
3间，与故宫太和殿相仿。学宫是古
代文人学子博取功名的先进之门，
我们参观完学宫后，感受到了浓烈

的文人气息，好像穿越到了古代。
随着时代的进步，学宫虽然历经几
次重修，但保存得很好。

如今，学宫已摇身一变成了新
会区标志性的博物馆，可以说是新
会文脉中心，就像一座历史宝库。
在学宫，我认真参观了新会历史文
化主题展，自豪感油然而生，原来
我生活的城市有着悠久辉煌的历
史。

虽然只是短短一天的游览，但
确实让我深深了解到古城冈州的魅
力。我希望我们的特色文化可以像
学宫一样，得到世世代代的传承。
我会把这一天的新认识分享给身边
的每一个人，让大家更具文化自信，
更爱家乡。

（新会区平山小学 叶紫桐）

8月24日，我们一众江门日报青
苹果小记者在圭峰会城来了一场“古
城流芳CITY WALK”，用自己的小
脚丫丈量这个宝藏老街区。

我们的路线是：惠民路（新会人民
会堂）—公园路（新会学宫、中心园林
带）—尚志街（实验小学）—平安路（石
戏台）—仁寿路（景堂图书馆）—大新路
（华侨大厦）—中心路（圭峰会城文体服
务中心）。下面请跟我来邂逅圭峰会城
的历史人文之美。

我们找了一位“老会城”问路，问
他新会“最老”的地方在哪里？他告诉
我们，要到新会学宫看看。

新会学宫，又名文庙、孔庙，始建
于宋庆历年间。当我游走在学宫中，
聆听解说员述说着历史，好像穿越千

年来到孔子跟前，看他认真跟弟子讲
学，万世师表，为后人所景仰。如今，
新会学宫已被活用为新会博物馆，内
有丰富藏品，包括新会出土的新石器
时期的石斧、石网坠、骨饰、陶簪等，证
明4000年前已有百越（粤）人在新会
繁衍生息。

这些老街记录着新会的历史发
展，每条街道都有着独特的历史故
事。其中尚志街旧称尚书坊，清代至
民国时期此地祠堂很多。以前尚书坊
有座文懿祖家庙，原是明朝六部尚书
何熊祥的旧第，现为新会实验小学。
作为这所百年名校的学生，我一定会
以先人为榜样，以实小的校训“立
志、博学、诚信、创新”为目标努力
学习。

近年来，“老城焕新”成为会城老
街区建设的主题，旧城蝶变，这个老城
被装扮得越来越漂亮。这次“古城流
芳CITY WALK”体验游，让我们认
识了不少这座历史古城的文化。未
来，相信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双手把圭
峰会城打造得更美。我们还要讲好古
城故事，让古城的历史人文之美被更
多人知晓。

（新会实验小学 陈弘轩）

新会是千年古郡，历史名城，这
可不是说说而已，一切都有迹可
循。今天，我们江门日报青苹果小
记者用双脚丈量新会老街区，走过
明代石戏台、花鸟街、新会人民会堂
……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新会景堂
图书馆。

新会景堂图书馆位于热闹非凡的
仁寿路步行街，由旅港乡贤冯平山先
生出资建造，为纪念自己父亲冯景堂
先生而命名。

景堂图书馆开馆时间从上午 9
时到晚上9时30分，每天人来人往。

百年景堂于去年完成升级改造，如今
有了新的变化。比如图书馆里有了
一个馆史展览区，里面有介绍景堂图
书馆的历史资料，还有冯平山先生、
冯景堂先生的故事介绍。目前，新会
景堂图书馆各种厅室设置完善，相关
阅读和文化设备非常齐全，馆藏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本地报纸、岭南古
琴资料、新会地区家谱等各种图书
40多万册，非常有价值。景堂图书
馆门前的一块手写黑板报，办了70
年从无间断，至今仍然持续更新，吸
引不少人驻足观看，成为该馆珍贵历

史的一部分。
其实，景堂图书馆从创建到发扬

光大，也是新会发展的缩影。我们的
城市有着悠久的历史，我们以此为豪，
也非常重视文化的传承，正通过文化
服务的广泛发展和更新，更好地宣传
特色城市文化。

历史是城市的根，文化是城市的
魂。通过这次活动，我收获了许多有
关新会的历史知识。作为一名新会
人，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为新会的
发展尽力。

（新会实验小学 王振宇）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学习之
余，我也喜欢用脚步丈量世界。8月
24日，我有幸参加了江门日报青苹果
小记者采风活动——“古城流芳
CITY WALK”。其中，景堂图书馆
和新会学宫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也让我看到了新会的“前世今生”，了
解了新会的根与魂。

首先，请随着我的脚步一起走进
新会学宫。新会学宫被人们誉为“小
故宫”，是新会区发展与传承的历史
见证。朱墙黄瓦，光彩夺目；雕梁画
栋，琼楼玉宇；檐牙高啄，错落有致；
一景一物，舞动晨辉；仅此一宫，展尽
历史万千。我们参观了学宫的几个
展厅。文化展厅让我了解了新会的
历史底蕴和人文传统，感受到了新
会世代相传的文化基因；未来规划
展厅展示了新会区的发展历程和未
来规划，让我对新会的未来充满了期
待。前世今生，交相辉映，学宫是古
今融合最好的证明。新会既有繁华

热闹的城市建设，也有古风古韵的历
史建筑；这里保留着诉说千年历史的
学宫古迹，也在城市发展中规划着新
的蓝图。

接着，请随我一起走进景堂图书
馆。景堂图书馆建于1922年，这座
弥漫着书香的建筑，承载了一代又一
代新会人的记忆。复古洋楼洋溢着
文化气息，“智识府库”内设置多元化
服务项目。轻轻迈入阅读区，生怕惊
扰沉浸在书籍世界的读者，他们有的
在安静读书，有的在认真做笔记。进
入其中，我也感到无比宁静与放松。

古迹新风，悠闲生活。新会处
处存历史，处处有文化，处处皆特
色。或新或旧的文化设施不仅丰富
了市民的文化生活，也为新会的发
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作为一名小记
者，我将持续关注和报道新会的变
化，让更多人了解和关注这座美丽
的城市！

（新会实验小学 石曜恺）

树上的鸟儿唱着欢快的歌儿，大
树随风舞动，它们都在为冈州古城的
变化而欢乐呢！

马山上的古城墙给小鸟与大树们
讲述它的故事；学宫里的文物们聚在一
起，讲述它们背后神秘的故事；盆趣园
旁的湖水，也讲起了盆趣园的历史……

这一切，都是新会的历史。在老街区
里，藏着许多故事。古老的石戏台，在
人们心目中绘出一幅粤剧的艺术画
卷。古城露出崭新的面目，人们在古城
里欣赏到许多历史文物、特色景点。

“哈哈哈……”一阵阵笑声从花园
巷里传出。如今的老城，一座座高楼

大厦拔地而起，老城面貌一新，一出小
区，步行一两分钟就有不少商业新区
出现。买菜、上学、娱乐，我们的生活
更方便了，见证着葵乡的飞速发展。

未来，新会肯定会更加繁荣富
强！新会，加油！

（新会圭峰小学 周栩冰）

“古城流芳CITY WALK，我们
来了！”咦，这是从哪传来的声音？
原来是一群青苹果小记者在参加新
会古城漫步采风活动呢。我作为其
中一员，心情十分激动。

我们在专业记者的带领下，按
设定路线，先后游览了新会人民会
堂、盆趣园、景堂图书馆、大新路步
行街、圭峰会城文明实践所……不
同于走马观花拍照打卡式旅游，也
不同于街头闲逛，我们用双脚丈量
生活的地方，用更接地气的方式认
识城市，更真实地了解城市的历史
与文化、变迁与创新。

在这次活动中，有两处地方让
我印象最深。第一个是新会学宫，
因为我小时候曾经参加学宫的开笔
礼活动，也曾参加学宫举行的暑期
实践活动，所以对学宫有着特别的
感情。可这次游览，却让我有了不
一样的感受。以前，我对于学宫里
的文物只是随便看看，没有仔细了
解。这次，我们得到了馆长的亲自
接待，他如数家珍般为我们逐一介
绍馆藏文物，听了之后我对家乡文

物的了解加深了。此次，我们还学
习了“拜礼”，在大成殿前诚心诚意
地行礼。当然了，通过这次学习，我
有了更多前行的力量，决心好好学
习，努力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有一个地方让我印象很深，
就是明代石戏台。我从这里经过很
多次，却不知道原来这个戏台有着
400多年历史，还有着许多文化故事
等待我们去发掘。我们来到石戏台
时，偶遇一群戏曲爱好者在排练，我
一看到他们的动作就着迷了，直到
同学叫我才回过神来。他们的手
势、姿态和表情都很生动，举手投足
间韵味十足。最让我激动的是，正
在排练的杨老师还教了我们几个粤
剧里代表“你、我、他”的手势和脚步
动作，我学得津津有味，连杨老师都
说我的动作很标准呢！

边走边看，收获满满。通过这
次活动，让我再次认识新会，了解新
会文化！小伙伴们，有空的时候不
妨也来一场城市漫步之旅，我相信，
你们也会爱上这座历史名城的！

（新会圭峰小学 叶昱璇）

8月24日清晨，细雨霏霏，挡不住
“古城流芳 CITY WALK”的热潮。
在老师的带领下，江门日报青苹果小
记者用脚步探寻圭峰会城老街区，一
日“穿越”千年冈州古城，领略历史文
化名城的魅力风采，同时也感受到她
焕发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从新会人民会堂出发，经过一步
一景的盆趣园，就来到闻名遐迩的新
会学宫。朱墙黄瓦、雕梁画栋，新会学
宫古色古香、美轮美奂。工作人员告
诉我们，新会学宫有着近千年历史，是
新会古代和近现代政治、文化的核心
区域，是儒学在广府地区发展与传承
的历史见证。如今新会学宫已被活化
为新会博物馆，内有木美人、大藤鼓、
乌利单刀、鳄鱼骨骼等丰富藏品，包括
新会出土的新石器时期的石斧、石网
坠、骨饰、陶簪等，证明4000年前已有

百越（粤）人在新会生息繁衍。新会学
宫真像一座博大精深的历史人文知识
宝库，令人叹为观止！最让我震撼的
是大成殿内供奉的孔子汉白玉雕像，
上有金光闪闪的“万世师表”牌匾，我
们虔诚地敬拜孔子，立下奋发学习、传
承冈州风韵的志向。

蒙蒙细雨中隐约缭绕余音袅袅的
行腔、缠绵悱恻的歌声，把我们的脚步
引到平安路的明代石戏台。历尽四
百多年沧桑、古意氤氲的石戏台，是
新会粤剧文化生命不息、源远流长的
见证。如今的石戏台重修后焕发新
生机，成为新会粤剧曲艺演出的标志
及符号。我们在那里偶遇新会戏剧
曲艺协会的老师们，欣赏了粤剧之
美。还跟着杨小兰老师学习了几个
经典的粤剧舞台手势，大家对粤剧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粤剧曲艺也是新会

的文化瑰宝，需要我们薪火相传、代代
守护。

接着，我们来到圭峰会城新时代
文明实践所，兴致勃勃地参观了新会
非遗文化展览。独具魅力的新会葵
艺、气势豪放的白沙茅龙笔画作、名扬
海外的小冈香、芳香四溢的新会小青
柑、璀璨夺目的新会鱼灯等非物质文
化遗产，好像正在诉说着一个个动人
的故事。这些弥足珍贵的非遗文化，
是新会人民引以为豪的精神宝藏。

雨后的圭峰会城被洗刷得容光焕
发，冈州老街处处涌动着蓬勃绿意。
夕阳西下，青苹果小记者的采风活动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落下了帷幕。我也
决心好好学习，将来为美丽新会的建
设添砖加瓦，把千年文脉的珍贵遗产
代代传承下去。

（新会圭峰小学 张一心）

巷尾，时间的风拂起青檐上的
风铃，悦耳的铃声萦绕在耳边；小桥
下，潺潺溪水泛起缕缕涟漪，冲不掉
古城印记；站在古城墙边，望着墙上
斑驳的痕迹，不禁感叹：岁月悠悠，
带不走文化痕迹……

这次，我有幸作为青苹果小记
者穿过这座沉浸在岁月长河里的古
城——会城，再次感受到了它那别
具一格的美。

这次采风体验活动主要以步行
为主。从新会人民会堂出发，经公
园路一路参观盆趣园等中心园林
区，再到新会学宫、石戏台、景堂图
书馆，随后来到华侨大厦等地。经
老师讲解各种典故，我们对会城有
了全新的认识。

我们经过了惠民路、平安路、菱
东路、知政路、仁寿路、大新路、朱紫
路等会城老街，这些路名的由来都

是有历史故事的，它们的建造见证
着历史名城的发展。近年来，会城
老街也有了很多新的变化，有了不
一样的风景。就像我们经过的知政
路永佑坊，这里是一处民国建筑，十
分具有特色，修缮后的外墙更具美
感，结合亮化工程，成为城市中一道
靓丽的风景。还有那具有生活气息
的花园巷，升级改造后环境更好了，
小公园、公厕等配套齐全，这样的老
旧小区改造工程真的便民惠民。

其实，以前我眼中的会城，一直
是一个不起眼的、平平无奇的小城
镇。直到现在我才明白，原来它就
像“落花生”一样，外表是那么的不
起眼，实际上它却“藏”了太多太多
的宝藏，等待我们去发掘，去欣赏品
味。愿这座古朴的城市在岁月的长
河里千古芬芳，变得更美更有韵味。

（新会区平山小学 毕诗静）

千年古郡新会文脉绵长，至今已
有近1800年历史。而会城一直是新
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交通、通信和贸
易中心，我就生活在这里，我爱美丽的
会城。

星期四那天，我们行走在会城老
街，先到新会人民会堂，又去了新会学
宫，再去了盆趣园，还去了明代石戏
台、花鸟街、永佑坊，最后去了新会景
堂图书馆、华侨大厦等地。每一个地
方都那么有特色，老街风情让人沉醉。

印象最深刻的是新会学宫。我们
走过化龙桥，就能看见泮池和大成门，
身后是棂星门。我们一边走进大成
门，一边听着工作人员介绍新会学
宫。新会博物馆成立于1958年，是广

东省内建馆最早、规模最大、藏品最多
的县级综合性博物馆之一。我们跟随
工作人员来到西库，映入眼帘的是会
城起源讲解图，原来，新会的建制历史
可以追溯到秦朝。再转一个弯，里面
陈列着四件文物，分别是木美人、大藤
鼓、乌利单刀、巨鳄骨骼，真的太神奇
了。

接着，我们来到大成殿，步入大
门，迈过门槛，一排排古老粗壮的大
树历尽沧桑依然挺拔。大殿正中央
是孔子像，整装后，我恭敬地站立在
孔子像前敬拜，顿时让我感受到孔
子思想的博大精深、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独特魅力。

通过这次采风活动，我开阔了眼

界，增长了见识，近距离了解了圭峰会
城的发展历程和历史文化底蕴，我为
生活在这座古城而自豪。以后，我一
定要学好本领，用自己的力量建设家
乡，讲好家乡的故事，更好地传承新会
文化。 （新会区平山小学 黄煜惟）

对家乡有了新认识

漫步古城，认识新会的根与魂

老街风情让人沉醉

古城里藏着许多宝藏

边走边看 收获满满

一日“穿越”千年冈州古城

老街区里藏着许多故事

历史是城市的根 文化是城市的魂

见证“老城焕新”

指导老师：谭伟靖 廖巧瑜 黄秋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