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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文科实验班班主任曾永明老师请我为他的班级“行走课程”的集子《行走人

生》作序，我欣然接受。

出版学生的习作，给孩子们送上一份毕业大礼，是很有纪念意义的。我们希

望将这样的做法推广开来，鼓励教师与学生出版自己的作品，用自己的语言讲自

己的故事。个体发展的空间有多大，往往在于环境给了他多大的空间，我们教育

者就要善于营造一种氛围，提供一个契机，点燃一丝火苗。

透过字里行间，我发现每个孩子都是有可塑性的。不论他们文字的深浅程

度，单看文章中所表达的对象及其文字中所蕴含的情感，就知道，每篇文章他们

都是在用心为之。写文章最大的难题不在于“怎样写”，而在于“写什么”。精彩文

字需要鲜活的生活，而当前学生囿于学习压力大，生活圈子小，始终难以找到契

合自己的素材，这就又把生活问题转化成课程问题，进而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我想，如果教育是一片湖，那么，我们就应该让这片湖永葆清澈，时刻焕发出

勃勃生机。

行走在教育的路上，做一个会思考、有行动力的人很重要。

对于教育理念的好与坏，要下一个结论实在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很多时候，

我们只能按照大致符合教育规律的想法来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其出发点是为

了培养出更多有思想、有灵魂的公民。同理，想通过一本书来阐述清楚教育中纷

繁复杂的万象也是不可能的事。但如果每一个教育者都能坚守自己的岗位，用自

己最擅长的方式在教育的领域上开疆拓土，脚踏实地去做具体而细致的研究，至

少可以证明我们是教育的践行者，对于中学教育而言，我们要做的事似乎还有很

多。

序 一

001



行 走 人 生

既然我们已经明确了学生的发展是教育永恒的主题，那么其余的事情就是

我们用何种方式来实现。近些年来，我校始终坚持“行走课程”这一特色教育。在

学生对外交流这一块，我们与德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国家的姊妹学校有着

良好的互动。文科实验班，也在不断尝试各种人文实践活动。迄今为止，我们已经

进行了孔文化、楚文化、吴文化、京文化及秦、汉、唐文化等人文实践活动。事实证

明“走出去”与“请进来”的办学模式是值得肯定的。这一过程拓宽了学生的视野，

在行走过程中，孩子们对不同地域的文化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这一创举也得到

了家长与孩子们的认同，并获得了较高的评价。

在当今的形势下，如何实现教育的突围，着实需要每位有教育理想的教育工

作者好好研究和探索。目前，宁波四中的人文实验班已有三届毕业生，所取得的

成效有目共睹。通过点的成功带动面的发展，是学校发展的一个重要思路。我们

现在有人文实验班、英语国际实验班、体艺特色班，将来还会打造更多有特色的

班级。

欣慰的是四中的青年教师们能够挑起重任，他们在四中的发展路上兢兢业

业、无私奉献、不懈付出。成功的教育，需要一份理想、一种信念，更需要一代人的

付出；否则，教育不可能开出灿烂的鲜花、结出丰硕的成果。我相信，在充满活力

的四中人的共同努力下，四中的未来一定是美好的！

是为此序。

邵迎春

2016年 12月

002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序 一

记忆深处仍然是在农村时做放牛娃的情景：每天早早起床，就和村里的其他

小朋友把牛赶到附近的山上，站在小山丘上，看着太阳升起，大家都在揣测：晚上

太阳公公在哪儿休息？太阳明明在西边下山，什么时候又跑到东边去了？

这一系列在今日看起来很幼稚的问题，在当时却充满着童趣，尤其对于高中

才到县城的我而言，小镇就等于整个世界，村庄更是我生活的乐土。

在那儿有我熟悉的村庄、老树、祠堂、玩伴、小溪和百岁老人……

村里的老槐树很多，都非常高大，有些树七八人合抱未必能够围拢，其历史

似乎与建村历史等长。有印象的时候它已经长成那样了，前几年回去发现有一棵

已经颓然。据说是某天狂风大作（家乡人称之为“烈龙挂纸”）后，它便从此放下了

自己疲惫的身躯。说它疲惫，是因为它承载着太多的使命。它不仅要费力地用自

己已然几百年的身姿来托起生命的高度，而且它的下围也成了村里百岁老人的

柴火来源。老人是烈士遗属，女儿出嫁，无人养老。对于她的行为，村里人更多的

是理解。

村民终究是淳朴的，庆幸自己有村庄的记忆，但记忆终究不是现实，村庄也

在永恒地变化中。冯骥才屡次在他的大作中提及日渐式微的村庄，对此，我也深

有感知。近二十年我很少在村里出现，一年回乡一两次，似乎已经成了家乡熟悉

的陌生人。最近回乡已经是去年春节，又是一年半没有回去，老家成了精神世界

里的物象，越来越模糊，甚至有时回到家却找不到家的感觉。“笑问客从何处来”

说的不就是我吗？小时候摸鱼的溪流、诱人的果园，还有那常常在里面戏耍的祠

堂已然远去。

如今几乎任何一个村庄都呈现出一幅泾渭分明的图画。老宅群和新居遥相

呼应，似乎彼此都不肯承认对方，老宅说自己有着厚重的生命底蕴，新居则以自

序二 人生是一场遇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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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气派和时尚自居。然而无论它们如何地相异，唯一不变的是大家对祠堂和族

谱的认同。二者都是农村人的精神支柱，似乎人们活着的前提是认祖归宗，家家

想生儿子以获得香火的延续在这里就得到了解释。我经历过一次族谱的修订，那

时的盛况震撼乡人。对于一个有两千人的村落，举办这么一个声势浩大的迎族谱

庆典是很有必要的。至于祠堂的翻新则是不得不做的一件事，“百年树人”对于农

村人而言树的是百年香火。

村庄给了我生命，赋予了我记忆，感谢这一场相遇相知。没有它，我的心灵就

会空落落的。如果说人生分为两部分，那么读研便是一条鲜明的分界线。家乡与

宁波似乎永远是虚实结合的，当我在家乡时，宁波是虚拟的；当我在宁波时，家乡

是幻化的。在宁波遇见一所学校、遇见一个家庭、遇见一个生命、遇见许许多多的

人。在未来，生活在宁波的时间将远远多于在家乡的岁月，悠悠人生，遇见这么多

有趣的人与事，是件很快乐的事。

我是 2004年来到宁波的，这个城市的素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宁大

求学的同时，为宁波人敢闯敢拼的行为所影响，所以毕业后我决计留在宁波，故

宁波成了我的第二故乡。宁波是一座美丽的城市，“海定波宁”用来诠释它是恰当

的。东海之滨以其“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气魄与胸怀吸引着我这个异乡人。

如今身为一名教师的我，能与永远年轻的孩子们相处，共同成长，如此的相

遇岂不是生命中冥冥的安排？在以前的观念中，我以为与孩子们的相处一般只出

现在校园中、课堂上。既定的师生关系、不变的交流模式，是传统的课程体现。三

年前接手文科实验班，这个班是在学校与北师大合作办学背景下创办的，其中

“行走课程”是这个班的特色课程。

对于课程的理解，我自以为是比较到位的，但凡能对孩子们成长有帮助的都

可以成为课程资源。孩子们已经毕业了，高考成绩非常理想。回首三年的足迹，我

感慨颇多。学校的人文行走活动已经进行了许多年，而我所带的文科实验班应该

有自己的特色和文化熏陶。建班伊始，我班就集体提出了“辞达、仁智、弘毅、敏

学”的班级理念，并且在三年的学习与人文行走过程中一以贯之。最初的行走是

宁海沥洋孔村，在那儿孩子们感受了祭孔大典以及成人仪式。我着实没想到，在

离山东曲阜之遥的宁波沥洋孔村也保有这样一种淳厚的孔文化气息，这次经历

对孩子们而言，影响应该不算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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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为有意义的是师生共赴三秦大地，感受博大精深的秦汉唐文化。在那儿我

们看到气势磅礴的黄河壶口瀑布、旧迹完好的明长城，感受到先人们开天辟地之

举，对三秦大地的语言亦有最初步的感知。“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此行收获满

满，孩子们收获了友谊，拓宽了视野，这对于他们的将来也是一份美好的回忆。遇

见一个未知的世界，成就无数个广博的世界。

人生又何处不行走呢？路在脚下，我们就得敢于把双脚迈出去，让行动来影

响自己的大脑。正如在我已有的几十年人生当中，从吉安走到宁波，犹如一部穿

越剧，路途坎坷但美好。

三年下来，有的孩子去过德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国外学校做交流生，

也有许多孩子或去过美丽的西双版纳，或体验过老家的风土人情，他们随时记录

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丰富自己的大脑，锐化自己的认知，这何尝不是件一举

多得之事呢？

在行走中遇见，因遇见而认知。人生便是一场遇见，我们不是一个人行走在

荒漠里。我们人生的高度与生命的宽度无一不是在遇见中提升与拓展的。

与孩子们的相处是愉快的，我很高兴人生当中有他们。

曾永明

2016年 12月

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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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的符号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定是因人而

异的。正如老舍先生在《想北平》中提到的那个北平，也并

非是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的那一个模样。“那长着红酸枣的

老城墙”或许只有老舍才对它有着别致的感情。可是，那种

回忆是多么让人感到妥帖而有趣。倘若要掇拾生活，家乡

总是最好的土壤，她留给人的往往是最纯粹的那一部分。

或许我们从未离开过自己的家乡，或许我们已经处在他乡

的大地，或许我们也未曾刻意去定性自己的出生地。但每

当提及她的时候，我们总能从中找到自己最熟悉的生活，

最深刻的记忆。这个时候，我们会有若有所悟的感觉：噢，

原来有些人自己未曾忘怀，有些事从未远去。种种行迹依

然清晰地刻画在自己的脑海深处，年轮相陈，深深相念。

符号与记忆第 一 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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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城，千年历史文化的一笔浓墨重彩
何 瑜

慈城，这一坐落于浙东宁绍平原的小镇，千百年来，宁静端庄，处变不惊，却

又不失亲切淳朴之处。恰如那执着油纸伞的江南女子，虽活在浮华躁动之中，但

在举手投足间无不散发着清新雅致的格调。青石板路上历史的痕迹坑坑洼洼，见

证了千年小镇的坚守与期盼，岁月的雨水淅淅沥沥冲刷不走小镇所承载的独特

记忆。作为土生土长的慈城儿女，虽无繁华都市丰富的物质享受，却受到了千年

积存的文化底蕴的熏陶，不亦幸哉！

慈城，又名句章，是春秋战国时越王勾践为巩固城防而建。这座在风风雨雨

中自安其身的小镇，曾是保卫越国的军事屏障，而它留给后世更多的面貌，还是

拥有繁华昨日的街市，是环山抱水的佳地，是充满治学之气的小城。

离城西王家坝不远的姚江边城山北渡口上，矗立着一根高 1.5米的天灯石

柱，石柱上当年用于系船的孔隙早已磨得光滑。河边石阶的棱角如今不在，静坐

在矮矮的石阶上，看着被芦苇荡怀抱着的江水，恍惚之间，便似乎看到了昔日船

只往来、壮丁奔走的热闹繁华之景。船上运来的大大小小的商货或是转运，运到

上海、杭州；或是堆在马车上，拉到热闹的城隍庙集市售卖。城隍庙集市是当时人

们的购物盛典，集市商品无所不包，一应俱全，更是孩子们狂欢的极佳之地。猜灯

谜、吹糖人、打年糕，满足了孩子们对童年生活快乐自由的期盼。现如今的集市被

商场替代，喧闹的城隍庙沉静下来，被改建成集陶艺、剪纸、展览等于一体的生活

体验馆，让那些走马观花的游人在亲身动手之中体验真实质朴的文化遗产，领略

往昔的市集遗风。

“三围秋色从中起，一片冰心望里收”说的便是慈城三湖之首的慈湖，董黯取

水侍母，杨简隐居避世，皆出于此。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时任县官房琯下令开

凿慈湖以灌溉农田，并在湖上修筑长桥、古亭，一湖一桥，颇有古都西安的风姿，

寄托着房琯从宰相高位遭贬的不甘，慰藉那颗渴望被再次重用的赤诚之心。慈湖

不大，没有洞庭湖的波澜壮阔，却婉约秀丽，一汪池水澄澈似碧玉，雕琢不尽它的

雅韵。湖边杨柳半垂，顾自欣赏着自己的风骨，微风徐徐，纤长的枝条在平静的湖

002



第一篇 符号与记忆

面漾起了层层涟漪，引得鱼儿摇着尾巴，四处游弋，应着湖水律动，这是春日最简

单美好的景致。城东头东塔山上坐落着闻名遐迩的清道观，它曾是全国东西两大

顶级道观之一，历经岁月沧桑磨砺，现只存几座殿宇，风韵犹存，仍是信徒祈祷祝

福的神圣之地，香火绵绵不绝。“天开青帝座，地隐赤松家”，青山深处，古柏掩映，

好像攀缘过曲折不平的山路，便能看见胡须飘飘的老道士带着小童打坐呢。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慈城锦绣山水装点了千年的古韵，更孕育了生生不息的

人文之气、治学之风。古有三国名士阚泽、南宋心学大师杨简，近代又有“宁波

帮”的开山鼻祖严信厚、金融家秦润卿，在当代更有两院院士谈家桢、著名作家冯

骥才，可谓俊采星驰。

王安石在鄞县当知县时，曾游览慈城孔庙。当时的慈城虽有县学之所却荒废

不用，有学富五车的先生却无处请命，民风淳朴却教化不兴，有感而发的年轻政

治家便在孔庙前的碑前挥墨而成《慈溪县学记》，一句“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

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道出了王安石对社会前景的深谋远虑，渴望通过锐意

改革，一挫奢靡颓废之风，重塑向学重教的社会正气，由此才能培养出朝廷所需

的真正栋梁支柱。王安石恳切的话语或许对县官林肇而言是醍醐灌顶，由此，重

振县学，重塑教化，明伦堂里又恢复了儒生们进进出出的景象，重学之气在这座

小城里汇聚，儒家文化的种子在这片沃土上愈扎愈深。5名状元、1名榜眼、3名

探花、519名进士、2400名举人，“中国进士第一城”的美誉当之无愧！

故乡的文化底蕴给慈城儿女们以启迪和熏陶，声名鹊起之后他们没有忘记

心中永存的那方土地，慈城文化中知恩图报的可贵品质始终跟随着他们。出生于

慈城的爱国实业家应昌期先生热心报效桑梓，先后创办昌期幼儿园、中城小学、

慈湖中学，捐资扩建保黎医院，为促进家乡经济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尽心竭力。

金融巨子秦润卿先生十分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创办了招收贫寒子弟的普迪小

学，为那些出身贫苦的孩子打开了改变命运的大门。2015年 12月，著名作家冯

骥才先生重回慈城，他不仅无偿捐出自己著作的 260多种国内外版本和参与主

编的 600余本书籍，陈列在故居后新建的博物馆内，供家乡人民阅览，更是对慈

城周边古村落的保护提出新的看法，希望那些承载着一代人记忆的村庄能够保

持它最完整真实的样子，成为民间文化中一抹永恒的色彩。在一代代安土重迁或

背井离乡的慈城人的建设之下，慈城虽历经风霜，却依旧在岁月的淘洗下熠熠发

光。

003



行 走 人 生

如果说那些名人是慈城的一张引人注目的名片，那么小城中善良热情的普

通人、淳朴真诚的民风才是它足以令人驻足、令人倾心的真正理由。慈城被大大

小小的村落所环抱，四十余处的村落各具特色，没有沾染农家乐模式下村庄过度

商业化的色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阡陌纵横，鸡犬相闻便是农村生活最好的写

照。在这里，老旧的民俗得到了最好的保留，有朋自远方来，必杀鸡酿酒，做一大

桌土菜招待贵客，白斩鸡、三鲜汤、猪油芋艿，卖相虽不如饭店来得精致讨巧，但

味道原汁原味，分量十足。朴实的佳肴散发着老慈城人待人实在、忠厚的品质。

如过年有幸拜访农家，不仅能得到主人家一大桌子菜的热情招待，更能目睹

做年糕的盛况。粒粒分明的粳米在大木槌周而复始的捶打之下，逐渐融合，不分

你我，成了热乎乎的米团，黏韧的米团，被分成小块拉长，再用蘸过水的刀子切成

等长的若干段，最后晾在竹筛上风干即可。以最简单的食材———大米做成的年糕

有煎炸煮炒多种做法，这是大米的脱胎换骨，是烹饪的魔术。一块小小的年糕，它

不仅是一道美味佳肴，更是激励慈城儿女积极开拓人生新境界的精神力量。曾听

长辈说，做年糕是最累的活，不仅要有掌握年糕生熟的能力，也要有不停捶打的

坚韧。因此，慈城人敢于面对人生的挫折并甘于为之奋斗的品性与其好食年糕也

擅长做年糕的习惯有所关联吧！

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文化名镇成了城市化的殉葬品，在

灰色的工业文明之中湮没自己原本独特的色彩，抑或是披着商业化的外衣掩盖

了个性魅力，沦落为以追求经济效益为目的而不伦不类的城乡结合部。我却暗

自庆幸，慈城没有卷入那场鏖战，硝烟之外的小城，以其独特的身姿行走在历史

的青石板路上，修缮传统民居，保护传统民俗，有条不紊地走着既保护又发展的

可持续之路，虽慢，却能厚积薄发，无愧于历史恩惠，使小镇得到最长久、最充分

的发展。

行走于慈城小镇，忘却忧虑与羁绊，触摸孔庙上的古砖，斜倚慈湖旁的老树，

将胸怀置于天地之间，让跨越千年的历史文化遗风涤荡心灵，兴许，那些困扰自

己许久的无所谓便烟消云散了。

瞧，远处那女子，身着青花旗袍，手执油纸伞，正款款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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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人间仙境 多姿多彩象山
徐晓蝶

传说在很久以前，天上有一头大白象，是玉皇大帝的坐骑。这头大象凡心未

泯，有一天它趁玉帝不注意，私自下了凡，来到了大海边，将自己变成一个年轻后

生。当地的一对渔民夫妇对他感到很好奇，问他从哪来。他说他叫阿祥，是被台风

刮来的。那对夫妇膝下无子，便认了他当儿子，于是他跟着养父母过着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生活，再也不想回到天上去了。

然而这事被玉帝知道了，玉帝龙颜大怒，便派天将前去捉拿。顿时，风雨交

加，天空像是一块不断落陷的巨石，天将朝着阿祥飞来。阿祥脸色大变，养父母也

吓得晕了过去。阿祥跑出门，流着泪回望了一眼亲人，便“扑通”一声跳入海中。不

一会儿，海上升起了一座大山，与陆地相连组成一个半岛，这就是象山。

象山的传说极富神秘色彩。但当我来到象山之后，我便明白为什么阿祥更愿

待在海边。

象山的魅力似乎是无穷的。这位海山仙子以其独特的姿态，向我们展示着怡

人的海滨之景、温暖的人情氛围、可口的特色美食。

象山影视城是《西游记》《神雕侠侣》《琅琊榜》等大型古装电视剧的拍摄地，

以灵岩山为大背景，结合了当地的山、岩、洞、水、林等自然景观，有了拍摄和旅游

两种“功能”，旅客们可以通过参观象山影视城，与电视剧中的道具近距离接触，

一解之前看电视剧产生的各种疑惑。

襄阳城位于影视城的北大门，长 400米、高 10米、宽 6米的城墙有造型各异

的两座城门。城门口站着古代士兵着装的“守城人”，引得人们纷纷驻足合影。入

了城门便是商业街，有作为道具的肉类、蔬菜、绸缎，也有真实的小吃、工艺品，让

人分不清真真假假。沿街还有恒吉客栈、宏仁商号、陶居酒家、怡春院等古建筑，

颇具江南水乡的风味。

影视城中的活死人墓是最具“神雕”特色的景点，它利用自然山洞与人工修

凿相结合，创造出自然多变的出洞效果。从墓门进入有一个可封闭墓道的石头机

关。墓内结合剧情设计了起居室、主卧室、储藏室、练功房、墓中之墓、下层等六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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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主卧室的石床上设有机关，可以使墙壁 180度旋转，进入下一空间；下层空

间内有两大巨型石案，四壁刻有《九阴真经》，一端与水道相连，有小船可划出秘

密出口，驶入河道湖塘，真可谓“玄机一破天外天”。

古墓的另一边就是水帘洞。一泻而下的流水伴随着四处飞溅的水珠，演奏着

一支支激昂的乐曲，这不禁让人联想到了千军万马奔涌而来的场景，殊不知这也

属于道具的一部分。这里的山岩是从真实的石头上翻制下来，用玻璃钢铸片组装

的，周围的植物都是仿真植物，包括棕榈在内的十多种品种，足以以假乱真。

象山石浦的“中国渔村”是中国东海岸最大的原生态海滨休闲旅游度假区。

中国渔村依海塘而建，长长的海塘线外是一望无际的大海，波涛滚滚的海面和蔚

蓝深邃的天空连在了一起；粼光闪闪的海平面上，一艘艘渔船扯着白帆来回穿

梭，一只只海鸥张开翅膀上下翻飞。好一个盛丽海景！此时此刻，最惬意的便是随

着人群钻入海水之中了吧！

在中国渔村，最亮丽的莫过于皇城沙滩。沙滩呈弯月形，沙质极佳，早有人称

赞其“黄沙细如练绢”，当地人称为“铁板沙”。当海浪一浪接一浪往沙滩上扑打

时，便会有一群人欢笑着奔走过去，看看海浪有没有留下些独特的贝壳。也许真

正的乐趣不在于寻到贝壳时的那一瞬，而在于大家欢笑着交谈、寻觅的过程。

在宁波象山之东，有村名为东陈。“山川毓秀，丘壑钟灵，平原营宅，郁郁人

文。襟带姆岭，遥接丹城，始建自宋，村号东陈。”正是这文人墨客眼中的幽静村

落，走出了国学大师陈汉章。陈汉章先生治学严谨，学识渊博，著述勤奋，有“两脚

书橱”之称，为我国的史学、经学、训诂学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生于清同治三

年（1864年），出生在东陈村，是我国一代鸿儒、国学大师、著名教育家。著名文学

家茅盾、史学家范文澜、哲学家冯友兰、社会活动家许德珩等皆出其门下。

他拥有学而不倦、笔耕不辍的执着精神。最为世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陈汉

章“不当教授先当学生”的一段轶事：清朝末年，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聘请

他当教授，谁料陈汉章听闻京师大学堂的学生毕业后可称为洋翰林，竟放下身

段，不当教习，宁愿去做一名四十多岁的老学生，希望能获取一个翰林的头衔。他

1909年（时年 46岁）入京师大学堂，1913年（时年 50岁）以第一名身份毕业于北

大第一届史学门，至今在北大仍传为佳话。之后，他一边学习一边担任北京大学

国文、哲学、史学等学科的教授，讲授中国法制史、中国通史、中国上古史、中国近

古史等 15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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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拥有爱国爱乡、福泽桑梓的博大胸怀。在北大上历史课时，他看不惯当时

学术界崇洋媚外之习气，便自编讲义、搜集资料，证明欧洲近代科学中的声、光、

电在我国古代早有记载。当茅盾等学生提出异议时，陈汉章坦率地回答道：“我明

知我编的讲义，讲外国现代科学在两千年前我国就有了，是牵强附会。但为什么

要这样编写呢？扬大汉之天声，说对了一半，鸦片战争以后，清廷畏洋人如虎，士

林中养成一种崇拜外国的风气，牢不可破。中国人见洋人奴颜婢膝，实在可耻。忘

记我国是文明古国，比洋人强得多。我要打破这个风气，所以编了那样的讲义，聊

当针砭。”茅盾事后称，陈汉章是一位“爱国的怪人”。

他拥有重教尚贤、无私育人的奉献精神。陈汉章早年出任象山县劝学所总董

时，东陈村没有学校，只有几家私塾，青少年读书十分困难，他劝导城乡设立小学

30余所，又筹资创办东陈小学，为象山教育事业殚精竭虑，为本乡及外乡青少年

解决读书难的问题。在北大任教时，陈汉章白天上课、著书，晚上编撰讲义，教导

子女读四书五经，并详细讲解。每天工作到午夜，就是感冒发烧，他也坚持编讲

义、上课。夫人劝他请假休息，陈汉章却说：“国家培养人才应是分秒必争，岂能为

我一人休息而耽误数十人的时间？”

象山之美不仅在于景与人，吃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四明清诗略》中有:“曲岸迷离浮蟹舍，前村指点认鱼庄；海邦自昔饶珍错,佳

味真堪配酒觞。”真可见诗人对象山海鲜的痴迷程度。

象山拥有极为丰富的海鲜资源，当地渔民烹调时保有其最原始的鲜味，自然

天成。其中最著名的大餐，当属石浦的“海鲜十六碗”。“海鲜十六碗”包括生泡银

蚶、鲜炝咸蟹、五香熏鱼、大烤乌贼、三鲜鱼胶、椒芹汤鳗、脆皮虾潺、双色鱼丸、渔

家白蟹、盐水白虾、清炖鲻鱼、葱油鲳鱼、红烧望潮、雪菜黄鱼、滑炒鱼片、菜干鳓

鱼。其中鲻鱼是必不可少的，它意喻着心有所愿，所愿成真。

在老的渔民的记忆里，“海鲜十六碗”有着久远的历史。

明洪武年间，倭寇猖獗。当时一位名将吴大酣认为象山天门山据扼要津，地

势险要，应建卫城，遂据理力争，主动请缨，愿担当重任。卫城造好，百姓非常高

兴，找岛上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商量如何答谢这位将军。老人说：“逢年过节，我

们都用十六碗来祭祀祖先。吴总兵是我们的父母官，我们也要用十六碗来招待

他。只不过祭祖的菜肴都是荤素搭配，我们这里鱼虾贝螺多，就烧个十六碗海鲜

招待吴大人吧。”

007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