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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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一

千年海曙·第一辑：街巷物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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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物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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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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物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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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一　■　001

序二　■　003

商行传奇　■　001

第一讲　江厦旧事　■　003

第二讲　药行街及其别称的来历　■　018

第三讲　战船街　■　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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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行传奇
主讲人：徐雪英

从“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读出了宁波商人的魄力，

这个从东到西长不过短短的五六百米的街巷，却是从乾隆

年间至抗战前的 100 多年中宁波最繁华的街巷，商业极盛，

钱庄林立，每当傍晚打烊之时，银圆叮当之声通贯全街。如

今走在江厦街上，尽管临街一侧仍有一些商家和银行，但耳

旁已无银圆叮当之声，亦无商贩的吆喝声，多的是树影婆娑

及掩映在绿树丛中公园里散步的老人。

第四讲　宁波寺院　■　077

桂井巷的书生　■　097

第一讲　桂井巷里的仙桂　■　099

第二讲　绝顶聪明的全祖望　■　104

第三讲　执着的藏书家徐时栋　■　111

文脉荟萃宝兴巷　■　117

后记　■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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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行传奇

徐雪英

宁波地方文史研究爱好者，尤喜

地名研究，著有《宁波地名文化》等。

第一讲　江厦旧事

江厦街道地处海曙区最繁华的商贸商务核心区，因宋时有江下

寺，以其谐音得名为江厦。街道始建于 1956 年，2003 年 10 月由灵

塔街道更名为江厦街道。街道东濒奉化江，西邻解放南路，南至兴宁

桥西，北靠中山东路，整个街道地块呈三角形。因地处闹市，历来贸

易繁华。解放前，江厦街一带是商号、渔行、银楼、钱庄聚集之地，贸

易兴盛，商贾云集，对外交往盛行，是宁波经济社会发展历史和现状

的缩影，素有“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的美称。1949 年 9 月因遭

轰炸，夷为平地。今江厦街已拓宽成通衢，昔日残舍废墟的半边街沿

江一带已辟为江厦公园。街道积极发挥商业繁华、楼宇集聚等区位

优势，积极培育、发展与江厦商贸商务中心区相适应的现代服务业，

宁波最大购物休闲广场──天一广场也坐落于江厦。

要说“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很多本地年轻朋友或者外地朋

友见到现在的江厦街后，都会稍微有点失望，就这么一条普通的街，还

能和天下比，这不是宁波式的夜郎自大吗？

有这种想法的朋友主要是对宁波的历史和这句话的来历不清楚。

“走遍天下，不及宁波江厦”这句宁波老话，是从清朝、民国时期流传下

来的。这里的“江厦”指的是清朝民国时期的老江厦区块，泛指奉化江

边自灵桥至三江口这一狭长的滨江地带，和现在的江厦街并不完全一

致。历史上的江厦区块和现在的江厦区块功能定位不同，我们现在的

江厦区块主要以生态休闲为主，江边是漂亮的公园供市民游玩休憩；

而过去的江厦区块的主要功能是商贸，是宁波最重要的商业交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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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物语（下） 商行传奇

  ● 1982年的江厦街（《海曙变迁》）

心。沿江有许多码头，不过老宁波人称码头为道头。当时江厦一带道

头特别多，有大道头、新道头、戒珠道头、真武宫道头等等。江边还有

各种各样的店铺商肆，可谓寸土寸金，繁华之极。因为商业规模做得

很大，还形成了不少专业街，比如半边街、双街、糖行街、钱行街。除了

各类店铺商肆，还有宗教庙宇，如天妃宫、滨江庙等。那种繁华热闹和

现在绿树成荫、曲径通幽的闹市静地景象有着很大的区别。

  ● 19世纪70年代时的宁波天后宫大殿，一派巍峨壮丽的气象。（《宁波旧影》）

经营鱼鲜的半边街

老江厦街上那些专业街的名字怎么那么奇怪？半边街，街还有半

边的啊？那另半边又丢哪儿了呢？我们可以想一想现在街的模样，一

般中间是路，两边是店铺。古代的街也是这样的，中间一般是石板路，

两边是木头建成的店铺。但半边街有点不同，它只有一边有店铺，那另

一边是什么呢？就是奉化江啊。半边街是面朝奉化江而建的一条街。

那这条街上卖什么呢，需要面朝奉化江而建？卖海鲜啊，这里是经营

鱼鲜的专业街，街上全是鱼行，是旧时宁波最大、最兴盛的鱼市场。

过去宁波渔船下海捕鱼被称为“赶洋山”。因为渔民们必须日夜

兼程追逐鱼汛，所以捕到鱼后自己并不方便回港卖鱼，就近在渔场由

冰鲜船收购回港交易。渔场的冰鲜船满载着鱼鲜来到宁波后，就把整

船鱼卖给鱼行；宁波各地的鱼商要想批发鱼鲜，就要去鱼行买。当时

这些鱼行就集中在半边街上。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半边街上最有名的

鱼行有“洪顺”“万泰”“鸿昌”等几家，这少数几家鱼行控制着整条街

的鱼市，全市鱼价的高低全由他们“咬咬耳朵”决定。当然，能在半边

街上开渔行的商人均非等闲之辈，或有财，或有势，或拉帮，或结派，各

有自己的地盘和势力范围。所以一条半边街，就是宁波渔业江湖的一

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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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巷物语（下） 商行传奇

经营咸干货的双街

双街是相对半边街而言。半边街是买卖新鲜海鲜的，而双街则是

买卖咸干货的，比如咸鱼干、红膏呛蟹、鱼鲞、咸烤头、海蜇皮子等等。

这条街店铺的设置和一般街道没有多大区别，都是中间道路、两边店

铺形式，那为什么叫双街呢？其实是相对半边街而言。解放前宁波最

有名的咸货行有四家，其中“方悦来”和“邵泰祥”就开在双街上。所

以双街虽短，却也是宁波咸干货的重地。

经营南北干货的糖行街

糖行街是南北干货食品一条街，既然是食品一条街，那又为什么

叫“糖行街”呢？原来这条街上销售的食品中最有名的是食糖。旧时

宁波一带很少生产食糖，食糖多从外地购进。在食糖品牌中，数台湾

糖最为有名，俗称“台青”（台湾红糖）和“台白”（台湾白糖），糖行街

上就有正宗的“台青”和“台白”卖，这条街就以这种台湾糖出名，故得

名“糖行街”。那卖这种台湾糖的是

什么人呢？宁波本地人卖海鲜行，

卖糖有困难，因为糖的进货很难。

做这一行生意的大多是福建人。自

古以来，宁波就是福建商人最主要

的活动区域之一，福建商帮是宁波

城里势力很强的一个商帮，除经营

糖业外，还经营木材、南货食品等。

他们还在江厦江边建了一座天妃

宫，既用来供奉他们信奉的天妃娘

娘——妈祖，还用作福建人在宁波

的会馆。可惜这座天妃宫后来毁于  ● 现在的三江口及江厦街（贾亚炜/摄）   ● 宁波江厦街天妃宫内殿（《大爱妈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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