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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

海曙，宁波历史文化名城核心区，这里曾是陆上丝绸之路的

终点，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海曙，拥有 1200 多年深厚的

文化积淀和灿烂的文化成就。站在历史的纵深处回头看：从唐

它山堰到宋月湖，从元永丰库到明天一阁，从宁波商帮到浙东学

派，从金融重地到藏书世家，这些历经岁月洗礼留下的地标和精

粹，都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在海曙这片古老的土地上，

世家望族辈出，累世传承，绵延不绝：西湖史氏累世簪缨，鉴桥

屠氏文才惊世，甬上丰氏名德拔萃，镜川杨氏诗礼传家……这里

曾有过众多值得骄傲的人物：汉之董黯，唐之贺知章，宋之王安

石，明之张苍水、范钦，清之万斯同、全祖望，及近现代之冯孟颛、

袁牧之、屠呦呦……日湖莲桥，琴弦悠长，月湖洲岛，阁楼书藏，

这一切都留存着这座城最闪光的故事。

如何研究好、保护好、传承好、发扬好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

资源，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的光荣使命。《千年海曙》第一辑

以 120 集大型电视专题片《千年海曙》为依托，从人文史实入手，

全景式地整理出千年城邦文化的精髓所在，这既是海曙历史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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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物语（上）

化研究的一颗硕果，又是对宁波悠久文明的一次献礼。

今日欣闻《千年海曙》第一辑将付梓，喜悦之情溢上心头。

这套丛书的出版，既能让广大市民更加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同

时也是进一步向全社会宣传宁波、宣传海曙的有力举措，更有利

于提升海曙区的文化发展品质和文化影响力，为宁波市“加快

建设现代国际港口名城，努力打造东方文明之都”贡献出海曙

区独特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海定波宁，沧海为曙，一城留香，共醉日月，愿与海曙乃至宁

波文化传承光大的未来同在。

中共宁波市海曙区委书记　

序 二

千年海曙，发端于因缘际会的唐代。

先是三江（甬江、余姚江、奉化江）平原形成并逐步得到开

发；次是唐开元二十六年（738）从越州（绍兴）分治出来，设明

州；再是唐长庆元年（821）州治由鄞江迁至三江口，并建子城

和罗城；再加上中国的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

宁波扼中国南北水路之要冲，经由浙东运河可通达京杭大运河，

宁波到日本、高丽海路南路北线的开辟，使宁波在唐代开始成为

中国对外交往与贸易往来的重要口岸，海曙由此奠定区域政治、

经济、交通中心的地位。

自唐长庆元年以来，由五代、宋元而至明清、民国的

一千一百多年间，海曙依托政治、经济、交通中心，进一步发展成

为宁波的文化中心：一方面，城市空间拓展，城市得到营建，人

口集聚，望族兴起，名人辈出；另一方面，州学（县学）、书院、学

校、藏书楼、庙宇等教育、学术、信仰文化生根繁衍。海曙作为宁

波的城市中心，以区区之地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成为宁波城

市的历史文化核心区。宁波现有的八大历史文化街区，就有七

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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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exiang  Wuyu

个在海曙。

海曙的历史文化，经过千年的沉积，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

层面：一是天一阁、月湖、天封塔、城隍庙、鼓楼、灵桥、永丰库等

兴建于不同历史时期而得到留存、保护的建筑文化；二是承载

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的府桥街、县前街、药行街、右营巷、屠

园巷、波斯巷等街巷地名和缸鸭狗、老三进等商号店名；三是杨

氏、史氏、楼氏、屠氏、丰氏等望族在此集聚并形成的家训、家规、

家风文化；四是以黄晟、史浩、杨简、王应麟、范钦、黄宗羲、张苍

水、全祖望、翁文灏等为代表的名人文化，这些名人或是在海曙

出生成长，或是在海曙开展活动，从学术思想、文化传承、治理地

方等方面对宁波有着重大影响；五是语言、节庆、民间说唱、手

工艺、日常生活习俗等方面的市井文化。

《千年海曙》文化丛书由深谙宁波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执笔

撰写，分“街巷物语”“湖上望族”“经世文脉”“满庭风华”“一

城留芳”五个系列，展现了海曙演变发展中的代表建筑、代表人

物和代表文化等，对上述海曙历史文化的五个层面基本上做到

了有重点的梳理、挖掘和记述。丛书的出版，体现了组织者高度

的文化自觉，使更多的人得以了解海曙历史文化的厚实和纵深，

必将对今后海曙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发挥积极作用。

基于海曙集中承载了历史上宁波的城市文化，2021 年将是

宁波建城 1200 周年，期待海曙与有关方面通力合作，推出更系

统、全面、深入的关于历史文化的研究性、普及性丛书。

宁波市社科联主席、宁波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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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城市都是有生命的，有名字，有简称，有雅称。宁波为

什么叫作宁波？历史上又改过几次名？宁波为何简称甬，雅称

四明？拥有七千年河姆渡文明的宁波，一层一层积累了厚重的

历史文化；山水是城市的骨骼与血液，宁波怀抱三江六塘河。

它山堰、水则碑，从四明山樟溪引水入城，潴为日月双湖，而用

水则碑测水位这项技术在宋代就是全国先进技术的典范，东钱

湖比四个西湖还大，广德湖又为什么被废？城池为什么选址在

三江口，城池又有哪些礼制规范？这都关乎一座城市的记忆。

第四讲　呼童街与督学行署　■　077

第五讲　海曙街巷名称与历代军事驻防　■　086

第六讲　永丰库与元代仓政　■　096

海曙地名趣谈　■　105

第一讲　街巷通衢　■　107

第二讲　地名探源　■　115

老城家巷　■　129

后记　■　145



宁波城的生命印记
主讲人：周东旭

每个城市都是有生命的，有名字，有简称，有雅称。宁波为

什么叫作宁波？历史上又改过几次名？宁波为何简称甬，雅称

四明？拥有七千年河姆渡文明的宁波，一层一层积累了厚重的

历史文化；山水是城市的骨骼与血液，宁波怀抱三江六塘河。

它山堰、水则碑，从四明山樟溪引水入城，潴为日月双湖，而用

水则碑测水位这项技术在宋代就是全国先进技术的典范，东钱

湖比四个西湖还大，广德湖又为什么被废？城池为什么选址在

三江口，城池又有哪些礼制规范？这都关乎一座城市的记忆。

第四讲　呼童街与督学行署　■　077

第五讲　海曙街巷名称与历代军事驻防　■　086

第六讲　永丰库与元代仓政　■　096

海曙地名趣谈　■　105

第一讲　街巷通衢　■　107

第二讲　地名探源　■　115

老城家巷　■　129

后记　■　14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003

宁波城的生命印记

周东旭

青年学者，从事宁波地方文化

研究，现就职于宁波市海曙区文物

管理所。著有《苍水诗注》。

第一讲　宁波之名

每一个区域都有一定的建置沿革，现在的宁波区域经历了如下演

变，据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夏有堇子国”，夏朝时有一

个堇子国（“堇子国”并无考古实证）。越国分三邑——鄞、 、句章，秦

郡设四县——鄞、 、句章、余姚。隋文帝废郡 a——句章成为宁波史

上最大一县。唐武德四年（621），把句章一分为二，设鄞州（三江口）与

姚州；四年后撤销鄞州，改为 县（县

治仍迁小溪）；开元二十六年（738），

采访使齐澣奏请将 县划分为 县、

奉化、慈溪、翁山（今舟山），这是宁波

地区脱离越州独置的开始；广德二年

（764），属台州的象山县也归属了明

州；长庆元年（821），刺史韩察将明

州州治从小溪迁到三江口。

从公元前 221 年设鄞、 、句章、

余姚四县，到公元 821 年在三江口设

明州，整整过了 1042 年。

宁波历史上的县名

1. 鄞州的“鄞”，是个非常古老的字，在夏朝的时候，传说有一个

a　隋文帝废除郡制，以州辖县。会稽郡被废除，设越州，宁波四县合并为句章一

个大县属越州，县治小溪（今鄞江）。句章县地域包括今宁波地区（除宁海）和舟

山地区。

宁波城的生命印记（一）

宁波城的生命印记（二）

宁波城的生命印记（三）

宁波城的生命印记（四）

  ● 秦时宁波地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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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物语（上） 宁波城的生命印记

“堇子国”，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称：“夏有堇子国，以赤堇山为名，加

邑为鄞。”“赤堇”是一种草，与“荼”差不多的一种菜。但“荼”是苦菜，

堇则是甜菜。《说文解字》：“堇，堇草也。根如荠，叶如细柳，蒸食之甘。”

但赤堇山在哪里？却有两种说法：

宋乾道《四明图经》和明成化《四明郡志》上说是今鄞县东乡的赤

堇山，“在县东三十四里”。

宋宝庆《四明志》、明嘉靖《宁波府志》和清光绪《奉化县志》认为

赤堇山在今奉化的白杜。宝庆《四明志（卷十四）》：“鄞城山，县东五十

里，古鄞城在其下故名。”“旧志载：赤堇山在鄞县东四十里，云山有草

曰赤堇，鄞县以此为名而加邑焉……今考鄞境内无此山。本以山名县，

则鄞城山即赤堇山也。”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 222）设置了鄞县，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

并余姚、鄞、 三县入句章。

《越绝书》记载越国大夫范蠡曾到赤堇山考察。而且赤堇山，出产

矿藏。“若耶之溪，涸而出铜；赤堇之山，破而出锡”，铜和锡的合金，就

是青铜，可以制造当时杀伤力最大的青铜武器。明刘基《绍兴能仁寺

钟铭》：“赤堇之金，耶溪之铜，弗锷弗锋，而以为吾钟。”

2. 还有一个县叫“ 县”。“ 山在县东三十八里，高二百八十丈”。

按《十道四番志》云：“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贸。” 是公元前 222

年设县，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并入句章。秦始皇三十七年（前 210），

东巡至会稽郡，在 县住了三十多天（见《陆士龙文集·答车茂安书》）。

3. 还有一个（县）名叫“句章”。周元王四年（前 472）越并吴。汉

《十三州志》中载：“越王句（勾）践之地，南至句余，其后并吴，因大城句

余，章（彰）伯（霸）功以示子孙，故曰句章。”越王勾践于姚江北岸建句

章城。句者，句（勾）践自称也；章者，章其封为伯爵之功也。这便是

句章名称的由来。句章城在什么地方呢？即现在的慈城镇三勤村城

山渡这边！

宋《太平广记》之《灵怪集》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汉代会稽县的

句章有个人从东城外回来，晚上看见路旁小屋里生着火，就进去投宿。

屋主是一个少妇，因为不愿和丈夫同住，找来了邻居女孩作伴。夜里

她们一起弹箜篌，边弹边唱：“连绵葛上藤，一缓复一絙（环）。汝欲知

我姓，姓陈名阿登。”第二天这个人到城外，在一家小饭馆里坐下，对老

板娘说了昨晚的事。那老板娘大吃一惊说：“那就是我的女儿，最近死

了，已埋在城外了。”

东晋隆安三年（399），政治腐败，农民军孙恩（? ~ 402）起义。同

年十月，孙恩带了 20 万人，以今天的小港为据点，然后溯姚江前去攻

击会稽郡，在姚江边上与句章守军进行了一场鏖战，当时驻守句章的

是东晋名将刘牢之，他在现在的西门外，筑了一道防御设施，叫筱墙，

就是现在筱墙巷的位置，筱墙巷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十二月孙恩农

民军被刘牢之打败，孙带领“男女二十余万口，一时逃入海”。因句章

古城为孙恩所毁，东晋隆安四年（400）十一月，县治迁到小溪（今鄞县

鄞江桥）。

  ● 清雍正《宁波府志》府境图



004 005

街巷物语（上） 宁波城的生命印记

“堇子国”，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称：“夏有堇子国，以赤堇山为名，加

邑为鄞。”“赤堇”是一种草，与“荼”差不多的一种菜。但“荼”是苦菜，

堇则是甜菜。《说文解字》：“堇，堇草也。根如荠，叶如细柳，蒸食之甘。”

但赤堇山在哪里？却有两种说法：

宋乾道《四明图经》和明成化《四明郡志》上说是今鄞县东乡的赤

堇山，“在县东三十四里”。

宋宝庆《四明志》、明嘉靖《宁波府志》和清光绪《奉化县志》认为

赤堇山在今奉化的白杜。宝庆《四明志（卷十四）》：“鄞城山，县东五十

里，古鄞城在其下故名。”“旧志载：赤堇山在鄞县东四十里，云山有草

曰赤堇，鄞县以此为名而加邑焉……今考鄞境内无此山。本以山名县，

则鄞城山即赤堇山也。”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 222）设置了鄞县，至隋文帝开皇九年（589），

并余姚、鄞、 三县入句章。

《越绝书》记载越国大夫范蠡曾到赤堇山考察。而且赤堇山，出产

矿藏。“若耶之溪，涸而出铜；赤堇之山，破而出锡”，铜和锡的合金，就

是青铜，可以制造当时杀伤力最大的青铜武器。明刘基《绍兴能仁寺

钟铭》：“赤堇之金，耶溪之铜，弗锷弗锋，而以为吾钟。”

2. 还有一个县叫“ 县”。“ 山在县东三十八里，高二百八十丈”。

按《十道四番志》云：“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贸。” 是公元前 222

年设县，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并入句章。秦始皇三十七年（前 210），

东巡至会稽郡，在 县住了三十多天（见《陆士龙文集·答车茂安书》）。

3. 还有一个（县）名叫“句章”。周元王四年（前 472）越并吴。汉

《十三州志》中载：“越王句（勾）践之地，南至句余，其后并吴，因大城句

余，章（彰）伯（霸）功以示子孙，故曰句章。”越王勾践于姚江北岸建句

章城。句者，句（勾）践自称也；章者，章其封为伯爵之功也。这便是

句章名称的由来。句章城在什么地方呢？即现在的慈城镇三勤村城

山渡这边！

宋《太平广记》之《灵怪集》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汉代会稽县的

句章有个人从东城外回来，晚上看见路旁小屋里生着火，就进去投宿。

屋主是一个少妇，因为不愿和丈夫同住，找来了邻居女孩作伴。夜里

她们一起弹箜篌，边弹边唱：“连绵葛上藤，一缓复一絙（环）。汝欲知

我姓，姓陈名阿登。”第二天这个人到城外，在一家小饭馆里坐下，对老

板娘说了昨晚的事。那老板娘大吃一惊说：“那就是我的女儿，最近死

了，已埋在城外了。”

东晋隆安三年（399），政治腐败，农民军孙恩（? ~ 402）起义。同

年十月，孙恩带了 20 万人，以今天的小港为据点，然后溯姚江前去攻

击会稽郡，在姚江边上与句章守军进行了一场鏖战，当时驻守句章的

是东晋名将刘牢之，他在现在的西门外，筑了一道防御设施，叫筱墙，

就是现在筱墙巷的位置，筱墙巷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十二月孙恩农

民军被刘牢之打败，孙带领“男女二十余万口，一时逃入海”。因句章

古城为孙恩所毁，东晋隆安四年（400）十一月，县治迁到小溪（今鄞县

鄞江桥）。

  ● 清雍正《宁波府志》府境图



006 007

街巷物语（上） 宁波城的生命印记

宁波历史上的州府名

明州之名是从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开始的，明州是以山命名的，

就是四明山。跟台州以天台山命名是一样的，这在中国是很常见的，

以山命名、以水命名的城市很多。

第二个名字叫庆元，庆元府，到元朝的时候叫庆元路。a 庆元来自

于宋宁宗的一个年号，宋宁宗赵扩（1168 ~ 1224）是南宋的第四个皇

帝。宋宁宗当皇帝之前在宁波兼职做过一段时间的地方官（史书称遥

领观察使，相当于现在的挂职），后来他做了皇帝，改了年号叫庆元，他

感觉在明州做地方官挺好，认定此地是他的一个发祥地，所以把自己

的年号命名为明州的城市名，叫做庆元。

第三个名字叫宁波，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宁波”开始启

用的时间是明洪武十四年（1381），到现在为止，宁波这个名字已经有

600 多年的历史了。为什么要用这个

名字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的一种

习惯——避讳。

在元朝的时候叫庆元路，但是明朝

开国以后宁波又恢复了明州这一称谓。

有个叫单仲友的地方官向朱元璋上奏，

说明州的“明”字跟大明朝国号重复了，

要避讳。朱元璋看到这个奏折，就拿来

宁波地图看，看到了“定海”（今镇海

区域）两个字，从“定海”就联想到“海

定则波宁”，于是就把明州改成了宁波。

a　宋庆元府属两浙东路。元至元十三年（1276）设宣慰司，十四年（1277）开庆元路，

治鄞县（宁波市），领鄞县、象山、慈溪、定海四县和奉化、昌国二州。属江浙等

处行中书省。至正二十七年末（1367），朱元璋改置明州府。

这就是宁波这个名字的来历。

关于“避讳”，这是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产物，现在很多人还有这

种习惯，不能直接称呼别人的名字，觉得这是对他人的不尊重。

我们看《红楼梦》，林黛玉小的时候，她的老师贾雨村教她读书的

时候，每次念到“敏”就念 Mi，或者是写字时少写一笔，这是中国古人

的习惯，遇上爸妈的名字，要避讳。因为黛玉的母亲叫贾敏，所以不能

直呼其名，字也不能写全，或者少写一笔，这就是“避讳”。

关于避讳还有一件事，李贺的父亲叫李晋肃，当时舆论和妒忌他

的人就说，他不能考进士。韩愈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名为《讳辨》的文章

为他辩护，说父亲名字里有个“晋”怎么就不能考“进”士呀？要是父

亲名字叫“仁”，那还不能做人哩？真是荒唐至极。

此外还有苏东坡的祖父叫苏序，他写序言的时候一般都会写成

“叙”字，也是为了避讳。后来他觉得叙也不妥，就又写成了“引”字。

陆游撰的《老学庵笔记》卷五里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个名叫田

登的官员，手下的人如果犯了他的名讳，他准不会给其好脸色看。于

是当地元宵节放灯，手下的人只好写成“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因此还

出现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俗语。

康熙皇帝名玄烨，于是当时就把玄色叫成元色，玄武大帝就改成

元武大帝。如果在科举考试的时候，考生忘记了避讳，那文章写得再

好，也只能名落孙山。

最可笑的是鲁迅先生写的《阿 Q 正传》，阿 Q 因为自己是癞头，于

是碰上“癞”字都要人家避讳，不能提到这个字。“但可惜他体质上还

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

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 Q 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

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

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 Q 便

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

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 Q 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

  ● 朱元璋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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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观察使，相当于现在的挂职），后来他做了皇帝，改了年号叫庆元，他

感觉在明州做地方官挺好，认定此地是他的一个发祥地，所以把自己

的年号命名为明州的城市名，叫做庆元。

第三个名字叫宁波，这个名字一直沿用到现在。“宁波”开始启

用的时间是明洪武十四年（1381），到现在为止，宁波这个名字已经有

600 多年的历史了。为什么要用这个

名字呢？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人的一种

习惯——避讳。

在元朝的时候叫庆元路，但是明朝

开国以后宁波又恢复了明州这一称谓。

有个叫单仲友的地方官向朱元璋上奏，

说明州的“明”字跟大明朝国号重复了，

要避讳。朱元璋看到这个奏折，就拿来

宁波地图看，看到了“定海”（今镇海

区域）两个字，从“定海”就联想到“海

定则波宁”，于是就把明州改成了宁波。

a　宋庆元府属两浙东路。元至元十三年（1276）设宣慰司，十四年（1277）开庆元路，

治鄞县（宁波市），领鄞县、象山、慈溪、定海四县和奉化、昌国二州。属江浙等

处行中书省。至正二十七年末（1367），朱元璋改置明州府。

这就是宁波这个名字的来历。

关于“避讳”，这是中国古代专制社会的产物，现在很多人还有这

种习惯，不能直接称呼别人的名字，觉得这是对他人的不尊重。

我们看《红楼梦》，林黛玉小的时候，她的老师贾雨村教她读书的

时候，每次念到“敏”就念 Mi，或者是写字时少写一笔，这是中国古人

的习惯，遇上爸妈的名字，要避讳。因为黛玉的母亲叫贾敏，所以不能

直呼其名，字也不能写全，或者少写一笔，这就是“避讳”。

关于避讳还有一件事，李贺的父亲叫李晋肃，当时舆论和妒忌他

的人就说，他不能考进士。韩愈为此专门写了一篇名为《讳辨》的文章

为他辩护，说父亲名字里有个“晋”怎么就不能考“进”士呀？要是父

亲名字叫“仁”，那还不能做人哩？真是荒唐至极。

此外还有苏东坡的祖父叫苏序，他写序言的时候一般都会写成

“叙”字，也是为了避讳。后来他觉得叙也不妥，就又写成了“引”字。

陆游撰的《老学庵笔记》卷五里有这样一则故事：有一个名叫田

登的官员，手下的人如果犯了他的名讳，他准不会给其好脸色看。于

是当地元宵节放灯，手下的人只好写成“本州依例放火三日”。因此还

出现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俗语。

康熙皇帝名玄烨，于是当时就把玄色叫成元色，玄武大帝就改成

元武大帝。如果在科举考试的时候，考生忘记了避讳，那文章写得再

好，也只能名落孙山。

最可笑的是鲁迅先生写的《阿 Q 正传》，阿 Q 因为自己是癞头，于

是碰上“癞”字都要人家避讳，不能提到这个字。“但可惜他体质上还

有一些缺点。最恼人的是在他头皮上，颇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

疤。这虽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 Q 的意思，倒也似乎以为不足贵的，因

为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

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 Q 便

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

然而不知怎么一回事，总还是阿 Q 吃亏的时候多。于是他渐渐的变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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