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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滴水与一座城

☉朱田文

（一）  南方水城，依水而生而长

水是生产之基、生态之要、生命之源，人与自然都离不开水。

宁波，处于中国大陆 1.8 万公里海岸线的中间位置，神奇的北纬 30°

线穿过这里。这是块面朝东海、背倚四明山的古老土地。

宁波是一座江海交融、因水而兴、依水而荣的南方水城，在这里，甬

江、余姚江、奉化江三江汇流入海�，杭州湾、北仑港、象山港、三门湾“两港

两湾”首尾相连。宁波是一块由两条山脉与一条海岸线框定的三角形平

原，在东南方向隆起的山脉由金峨山、福泉山、太白山组成，属于天台山

脉，在东北入海；巍然屹立于西部的四明山脉与东南面的天台山脉和北面

的海岸线共同勾勒出中部的三角形平原。四明山在临近入海处突然中

断，余姚江从正中间穿过。

余姚江、奉化江和甬江三江汇流，奔向大海。这一流域，在地理上统

称为甬江流域，终年江水充盈，是流域较为宽广的独立河系。

发源于余姚大岚镇米岗头的余姚江，简称姚江，干流全长 106 公

里，流域面积 2440 平方公里。姚江水量丰富，航运发达，历史上就是沟

通宁绍平原东西的重要航道，干流为杭甬运河的一段，也是世界文化遗

产 —— 中国大运河的重要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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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起源得益于水。姚江边上的河姆渡遗址，是中国南方中期新

石器时代遗址。早在 7000 多年前，宁波的先民河姆渡人就在这块土地

上择水而栖、依江而作，创造了璀璨的河姆渡文化。河姆渡人在姚江畔开

掘了第一口井，制作了第一支击水行舟的桨。他们居住的干栏式建筑，是

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干栏式建筑的实物；他们种植的水稻的遗存，是

我国目前发现的最丰富的史前稻谷遗存，这在世界新石器时代的遗存中

也是极其罕见的。

急速流过的奉化江，发源于奉化大堰镇四明山东麓的秀尖山，干流长

98 公里，流域面积 2223 平方公里，有剡江、县江、东江和鄞江四大支流。

在奉化江的一条重要支流 —— 鄞江江畔，有一座千年古镇 —— 鄞

江镇。作为“四明首镇”，鄞江镇在历史上作为县治、州治时间长达 600

余年，它被誉为“宁波之根”。

州治、县治几度迁移也是因为水。据有关专家推测，距今 5000 至

8000 年之前，全球气候变暖，两极冰山融化，沿海的土地被海水入侵、淹

没。如今，在四明山麓的不少地方，可找到深嵌在五米左右高程上的贝壳

坝，它记录了当年上涨的海水水位。

1976 年，在鄞县（今宁波市鄞州区）石秃山出土了一把铜钺，上面的

图案是一群古越人头戴高高的羽冠，在水面上奋力划船。这是在我国发

现的最早的关于划船的图案，证明了当时的越人已能熟练地运用船只，出

没于江河湖沼之间。

淡水是人类生存的基础。在今天的宝幢，有天童溪、画龙溪、东吴溪

三条小溪在山间奔换，然后汇合。越人在此耕种和捕捞，还与居住在海岛

上的人进行物物交换，这块地方史称“� �县”；另一个聚落居住在大隐溪

流经的城山渡，那里叫作“句章”；还有一处是横溪和白杜河流经的地方，

叫作“鄞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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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把征服的疆域编制为三十六郡。

宁波平原上，三个傍水而居的聚落 —— 鄞县、� �县、句章，一并隶属于会

稽郡。

东晋时的一场战争，将句章城毁得支离破碎，战后不得不将县城迁

移。四明山之东，樟溪涓涓流过的鄞江之地，成为句章新城。那里溪流长

年不断，两岸土地平旷，新句章经济得到较快发展。

公元 589 年，鄞县、� �县、句章三个县被合并为一个县，叫大句章，县

衙仍设在今天的鄞江镇。

到了公元 621 年，唐朝的中央政府决定在三江口建立一个州，叫鄞

州。由于当时的三江口还没有足够充足的淡水，四年之后，即 625 年，鄞

江又被设为行政中心，当时称光溪镇。

大句章在唐代又改为� �县。公元 738 年，因两万流民安置到� �县，

中央政府在鄞江设了州级建制，称为明州，并从� �县分出奉化、慈溪和翁

山三个县。翁山就是今天的舟山。

公元 771 年，三江口具备了设置新的行政中心的条件，明州将� �县

的县府搬至三江口。那时的三江口寺塔高耸，桅帆林立，已是一派兴旺�

景象。

又过了 50 年，明州的州府也从偏僻的鄞江镇搬至三江口，并在那里

建造了明州第一座城池 —— 子城。同时，又将� �县的县府搬回鄞江。当

然，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是鄞江镇从来也没有做过县府州府，且让历史

学家去考证吧。

从元代起，宁波日益兴旺，成为当时与广州、泉州齐名的大港。明朝

时为避国号“明”，便取“海定波宁”之意将古称“明州”改为宁波。

正是因为有了水的滋润、水的灵动，宁波城才得以经受历史的风霜雨

雪而日渐繁荣昌盛，才得以“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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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先贤治水，留下感人故事

搬迁至三江口的明州城，随着人口的增多，淡水问题日益严重。在鄞

江的� �县县令王元� �接到了向州城加大输水力度的命令。

县令王元� �马上行动，仔细地考察了地形，最终确定了在樟溪狭窄的

山口建筑拦水坝的方案。

如何才能将源源不断的樟溪水引入南塘河，一直通到城中的月湖？

王元� �创造了一个奇迹：先在樟溪的入江山口建起一道拦水坝，然后开挖

一条新的引水渠将淡水引入南塘河。他设定的目标是，让平时的樟溪水

三分入江、七分入河，等到汛期到来时，则七分入江、三分入河。

为保证洪峰时刻的分水，王元� �又在南塘河上设置了洪水湾、乌金

碣、积渎碣和行春碣，用这四个分水坝实现分段行洪，以保障南塘河有合

适的水量流入明州城，并在那里积蓄为月湖和日湖，以保障城市用水。

唐太和七年（833 年）兴建的它山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

与四川都江堰、陕西郑国渠、广西灵渠并称为我国古代四大水利工程。

它山堰是阻咸引淡的渠首工程。断截鄞江，上游樟溪水经此引流，

一路入南塘河，过洞桥、横涨、北渡、栎社、石碶、段塘，经南城甬水门，注入

日、月二湖（日湖已湮没），复经支渠脉络，供城市之需；一路北入小溪港

至梅园、蜃蛟。两路水经支脉分流贯通鄞西平原诸港，灌溉七乡农田数千

顷（今受益农田 24 万亩）。

它山堰设计周详，结构奇特，建造精密。千年之后，当代水利专家在

测绘它山堰时为它的四个奇迹感到惊讶。

一是它山堰的堰底向上游作了 5° 的倾斜，由于这一最合理的倾斜

度，使堰体水平抗滑能力提高了一倍，而这一科学的倾斜理论是 20 世

纪 30 年代才被研究出来的。二是它山堰的堰体有点像橄榄，中间厚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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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尖，河床中央最厚处有 3.85 米，而两翼逐渐减薄到 2 米，这种设计使堰

坝的刚度增加了 7 倍。三是堰体的基础层以 6.4 米厚的黏土夹碎石作铺

垫，这一工艺就像混凝土，大大提高了堰体的抗剪强度。四是这道 150

米长的大坝是略向上游鼓出的弧线形结构，下游出水处又有阶梯式护坦，

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洪水对两岸的冲刷，与近代水力学提出的消能原

理奇迹般地一致！

据说它山堰的设计原理与我国另一处宏伟的水利工程 —— 成都平

原的都江堰异曲同工。

这是宁波人治水的第一个杰作。

它山堰作为宁波重要的水利枢纽，历千余年而不衰，至今仍发挥着阻

咸、蓄淡、排洪、引灌的重要作用。后人为纪念造福于民的王县令，筑它山

庙于它山之巅，并在庙旁另建小庙，以纪念为修堰而献身的民工“十兄弟”。

它山堰建成之后，鄞西七乡的农耕、饮用水源得到保障。夏天农闲时

节，乡民无须再来鄞江桥淘沙，但人们仍记着六月初六的淘沙集会。乡民

每年这时都要到鄞江桥赶集，又形成了继“十月十”“三月三”之外的另

一个庙会，称“稻花会”。直到如今，它山庙会仍然年年兴办，庙会上人山

人海。为老百姓造福的官员，百姓世代不忘！

2015 年 10 月 13 日凌晨，当地时间 12 日晚，法国蒙彼利埃召开的

国际灌排委员会第 66 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上公布了 2015 年入选世界灌

溉工程遗产的名单。宁波的千年古迹它山堰名列榜单，成为宁波市首个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宁波古代治水的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东钱湖。

东钱湖是海侵时留下的海迹湖，原来是一个海湾。东钱湖先民散居

在海湾近旁的山麓，经历沧桑之变，海湾成湖，先民们从山麓迁向湖滨，过

着刀耕火种、采蚌捕鱼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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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大雨时，东钱湖的水流向内河，直泄江海。唐朝的县令储仙舟发现

湖水白白流走，考察之后，就利用当地山体，在豁口处建造了几座小型拦

水坝，将湖面抬高了许多，也因此淹没了库内 30300 亩土地，这些土地的

田赋被分摊到湖外受益的田亩上。由此，东钱湖的水平面一直高于平原

河流 2 米左右。

东钱湖是一座古代留下来的水库，可能是中国最早的人工水库。

如果说，唐朝时宁波人治水注重大溪引流和湖泊蓄水的话，那么，到

了宋朝，宁波人则注重江与河的功能分野。当时，宁波的自然水系是小河

通大河，大河通江，江通海。但洪涝和干旱、海水倒灌常常困扰居民百姓

和官府。

当时的人们想到，如果阻断江与河的沟通，使平原河道用于引流和蓄

淡水，而三条大江主要用于雨季汛期排涝，岂不是旱涝保收？按照这一治

水思路，人们在三条江上修筑堤坝、砌堰闸。

当时建造水闸由官府牵头，受益田亩的主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农

民在兴修水利的工地上，每挑一担土可以获得一根竹签子，定额完成后，

就可以多余的劳动换得工钱，这些工钱由当地大户们承担。这种兴修水

利的方式，不止宁波地区有，江南一带基本上都是这样，学者称实行这种

方式的地区为“江南水利共同体”。

北宋庆历七年（1047 年），27 岁的王安石走马上任，来到鄞县任县

令。他上任伊始，就实地踏勘鄞东、鄞西部分地界。《鄞县经游纪》记录

了王安石的考察路线。那次实地考察之后，王安石发现了鄞县当务之急

还是在兴水利，于是“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中国海塘工程简

史》记载，王安石为鄞县（包括今北仑）令时，创筑鄞县石塘，改过去直立

式塘为斜坡式塘，后人称之为荆公塘，或王公塘。乾隆《镇海县志·水

利》载：“王公塘在二都，上达县城，下过穿山，塘起于孔野岭下自西向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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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亘以阻海潮，为镇海海塘肇始。”

王安石主持兴建的海塘打破了原来直立式的传统，塘身向外呈斜坡

式以杀减潮势冲击，这一塘式在设计上比直立式更合乎科学原理，抗潮力

更强。

王安石在鄞县的三年实践，成为后来全国变法的先奏。他在鄞县的

水利规划、工程措施，在熙宁二年（1069 年）发展为农田水利法，并在全

国推行。

三年后，王安石离鄞赴京。此后，百姓为感谢他的功绩，在东钱湖边

修建了忠应庙，在湖滨建了王安石公园，世世代代纪念造福于民的官员。

（三）  砸锅卖铁，筑起海上长城

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由于与海相近，在古代常常受海潮冲击，为求

生存发展，宁绍官民自古以来兴建海堤，筑塘围涂，治理旧塘，抗御海潮。

据宁波市文史专家乐承耀先生研究，在古代，自萧山至镇海整个宁绍沿海

地区筑着一座座海堤，起萧山之长山，抵余姚之上林，接慈溪，至定海，逶

迤 500 余里，中经萧山、会稽、山阴、上虞、余姚、慈溪等地，尤其在清代的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海塘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筑与治理，为明清宁绍海

塘体系的最终形成作了重要铺垫，从而促进了宁绍地区的经济发展。

余慈海塘，明代前中期筑起加固的就有新塘、潮塘、周塘、大古塘观城

段、老塘等。镇海海塘主要有后海塘、钩金塘、新土塘、和尚塘、灵绪塘、外

石江塘等。

宁波第三个感人的治水故事发生在鄞州大嵩地区。

清代雍正年间的鄞县知县杨懿，是治理海塘的杰出代表。他老家在陕

西蒲城，在鄞县知县任上只有 29 个月，却为民办了大量实事好事，尤其在

治水上更是倾尽全力，最后在抗击洪灾中因劳累过度而殉职，年仅 36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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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7 年 2 月，杨懿到任后，遍访城乡，查阅县志，了解民生，制定了

《治鄞要务》七条，又写下《到任六谕》。当时，在鄞县东乡的大嵩地区，民

间兴修水利的呼声强烈。为此，杨懿十余次深入大嵩民间，听取民意，了

解灾情。他还为大嵩咸祥灾民发官米万石，减价平粜，招商海运，济助民

食，还数次呈文要求减免大嵩地区的税赋，拨款修筑海塘，开河筑坝。

杨懿在鄞县任职期间，共发动乡民浚修 5 条河道，修筑大嵩海塘

3500 丈，修建碶闸多处，并对失修塌毁的宁波城墙进行修缮。

这位清代的县令，不仅给后人留下水利功绩，也将他重视水利、科学

治水的思想和理念流传给后人。在《水利紧要禀》中，杨懿指出鄞县环江

滨海，之所以闭咸蓄淡，全在于塘堰碶闸修理坚固。他详查了东钱湖、它

山堰、梅墟堰、狗颈塘、保农碶、萧皋碶、樟木碶、东冈碶等水利工程，将这

些设施的现状、需要修缮的地方、估计需要的银两、工程大小等，都细细地

厘清。

在《大嵩开河六议禀》中，杨懿提出兴工当分次第、开河当议缓急、土

塘宜委员端督等建议。其先开六闸，次开河，开河田亩的利益分配等意

见，都非常科学清晰。在大嵩地区治水时，杨懿还创造了滚水坝这一水

利新模式：坝比大潮高尺许，与内地平，咸潮不能入，而淡水恒足可以蓄。

“岁可保无水旱灾，即当夏秋之交，山水涨溢，各闸可以分泄，既免横溢之

患，纵使溪流骤发，人力不信，直从坝面泻海，则亦无冲决坝身、泛滥滂及

之虞也。”

可惜这样一位好官，却因过劳而死。1729 年夏天，洪水毁坏了长春

塘。杨懿下午出城，整夜未眠，奔波在抗洪救灾现场，直到第二天上午才

回到县衙，因劳累过度，不久就去世了。临终前，他手书“五憾”：一是皇

恩未报，二是祖泽未积，三是城工未成，四是河工未竣，五是父母年老而己

先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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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懿去世之后，人们才发现他竟然没有积蓄，家里四壁肃然，一位清

官啊！百姓知杨公去世，痛哭流涕。“城乡内闻公之殁者，无不哭于道而

叹于室。一日数十余人裸头赤足，至柩前大恸。观者无不出涕，问之知其

为大嵩之民。”后来，大嵩地区民众在咸祥为杨懿塑像立庙，建起杨公殿，

使他永享香火祭祀。咸祥庙会时，乡民抬着杨公坐像，至每户人家门前，

供人们跪拜、祭祀。

20 世纪 80 年代，宁波又大规模地兴修海塘，尤其是象山、宁海等沿

海地区，动员数万名劳力，筑起了“海上长城”—— 标准海塘。

在多次台风的考验中，这些标准海塘守护了沿海群众的生命和财产。

堤坝倒塌、海潮倒灌、屋倒人亡的台灾惨景从此不再出现。

（四）  文献名邦，一夜变成泽国

余姚市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东与宁波市江北区、鄞州区相邻，南枕

四明山，与奉化、嵊州接壤，西连绍兴市上虞，北毗慈溪市，西北于钱塘江、

杭州湾中心线与海盐县交界。

余姚属浙东盆地山区和浙北平原交叉地区，地势南高北低，中间微

陷。南部为四明山区，山峦起伏，散布大小不等的盆地、谷地，最高峰为芦

山乡青虎湾岗，海拔 979 米；中部为姚江平原，有孤山残丘，点缀两岸；北

部为滨海冲积平原。

主要河流姚江，源于大岚镇夏家岭，自西向东流经中部，汇入宁波市

甬江后入海，全长 106 公里，境内流长 54 公里，支流 30 余条，纵横交错，

织成水网，并有众多湖塘水库。

秦时置余姚县（一说汉建），属会稽郡。东汉建安五年（200 年）始

筑县城，为浙东古县城之一。宋为“望县”“东南最名邑”。元元贞元年

（1295 年）改为余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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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的得名，有一种说法是：据《风土记》载，其为舜文庶所封之地，

舜姓姚，故曰余姚。

余姚自古人杰地灵，是姚江学派的发祥地，也是虞世南、王守仁、黄宗

羲、蒋梦麟、沈君山、余秋雨等人的故乡。

王守仁，别号阳明，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

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学、道学、佛学。王守仁与孔子（儒学创始人）、

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王守

仁的思想学说（阳明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王守仁立德、立

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弟子极众，世称“姚江学派”。其学术思

想传至整个中国，还远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

2013 年 10 月 6 日，国庆长假最后一天，人们还沉浸在节日的欢乐

之中。当晚，宁波大雨如注，一夜未停。

7 日一早，甬城街头的曙光路、甬江边等低洼地段积水没膝。我接到

报社电话，驱车赶赴位于卖鱼路的市三防指挥部，跟随副市长去余姚视察

灾情。

小车在街头行驶，不时溅起水花，有些路段的积水快要没过汽车排气

管。我东绕西拐，终于在 8 点钟到达市三防指挥部。但等了半个多小时，

听了一个碰头会后，那位副市长还没到。后来一问，原来他从家里出来的

路上小车遇水，过不来了。

根据安排，陪同副市长去余姚的还有市水利局的副局长、国土局的副

局长。国土局副局长开的是越野车，我们坐上他的车，先接上副市长，出

城走高速从江北出口再下到余姚。一路上，水漫马路，有的地段江水已溢

出堤坝。

进入余姚地界，余姚市市长等人也开了一辆越野车，早已等在路边。

在他们的领路之下，到达河姆渡镇河姆渡村。进村的路上，大水拦路，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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