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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我国的文明源远流长，载籍之富，可谓汗牛充栋。即使如镇海

这样的东南沿海小城，也是史志所载，文脉所系。

　　镇海，古称蛟川，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自后梁开平三年

闰八月（909 年 9 月），吴越王钱镠在浙东甬江口两岸设置望海县至

今 1100 多年来，镇海人民在这片甬江三角洲秀丽富饶的土地上生生

不息，他们在用勤劳和智慧创造幸福美满生活的同时，也创造了独

特的地域文化。

　　这种文化，既有“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仁厚博大，亦有海

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圆融。更因镇海既有江南水乡特色，又濒东海

具海盐之利，故人民颇具开明、拼搏和敢为人先的精神。这种长期

以来形成的禀赋，为自宋明以来逐渐形成的浙东心学的传播，提供

了丰厚的地域基础，形成了与海洋有关的自唐宋时代发轫的海上丝

绸之路文化、明清两朝诞生的海防文化以及清末民初鼎盛的商帮文

化和其派生出来的院士文化。

　　史志文献是记录文化的最好载体。镇海自建县至今千余年来，对

县域文化记载的历史文献及记录从未间断，文化积淀愈益深厚。当

前，镇海区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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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之城，正组织文史工作者挖掘、整理、整合这些地方文史资料，以

编辑、保存这些地方文献。这种传承文化、续编史志、整理文献的

工作，在当前经济愈益强盛、人民安居乐业的大好形势下，显得更

为重要。为此，镇海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决定编辑出版一套《蛟

川文史丛书》。这是我区地方文化建设方面的一大盛事，它可以为海

内外镇海籍人士找到精神的归宿，让他们在卷帙之中寻见乡情。

　　哲人说，历史之光，从我们背后射来，照亮着我们前行的道路。我

想，这也是这套《蛟川文史丛书》编辑出版的更深的历史意义所在吧。

　　是为序。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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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是历史永恒的凝固
林惠珠

　　作为一名镇海人，你见过后海塘的旧模样和它的沧桑变迁吗？你

知道“七·一七” 镇海保卫战的始末吗？你听过九龙湖村红色堡垒户

讲述的抗战故事吗？你翻阅过镇海一户普通家庭的百年档案吗？

　　如果没有这些经历，请你不必遗憾。因为当你翻开手中这套书

时，你想知道的都在里面：发黄的老照片，一张一张，定格的瞬间，生

动的故事，永恒的容颜……是否勾起你纷飞的思绪，依稀间仿佛时

光倒流？千年文明为镇海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传奇，如今，当我们

站在这个时间节点，沿着老照片的轨迹回望，急剧变迁的社会图景

隐藏在一幅幅照片背后，历史的气息就这样纤毫毕现，扑面而来。

　　镇海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滨海小城。唐元和四年（809 年）建望海

镇，后梁开平三年（909 年）改望海镇为望海县，未几改为定海县。清

康熙二十六年（1687 年）定海县改名镇海县。千余年来，虽县名、建

制和县境屡有调整，然基础保持不变，至 1985 年撤县建区并入宁波

市。镇海襟东海，带甬江，文化璀璨，人杰地灵，素有海天雄镇、浙

东门户、院士之乡、商帮故里、人文梓荫之称。246 平方公里美丽富

饶的沃土孕育在江海的怀抱中，50 万勤劳智慧的新老镇海人正向着

全面小康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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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千年岁月转瞬即逝。风烟过去，尘埃落定。记

载历史的载体历经甲骨、石刻、简牍、缣帛，到汉代的纸张，基本

上以平面的文字或画像为主。直至进入工业社会以后，开始出现声

像载体，如照片、唱片、录音带和录像带等等，特别自 19 世纪中叶

摄影技术进入中国后，走进照相馆留影成为一种时髦的纪念方式。在

我们这个崇尚宗族与家庭观念的国度里，照相一直担负着重要的功

能 ：每逢节庆或难得团聚时，有条件的家庭，往往会到照相馆或请

摄影师到家里留下一张合影。这些不同时期的家庭合影，构成了一

道独特的风景，折射出了不同时代的家庭伦理与家风，为后人研究

中国家庭乃至社会时代的变迁，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于是，老

照片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在黑白影像的背后，承载了国人许许多

多难以忘怀的故事和记忆。

　　老照片是影像凝固的历史，是历史瞬间的定格。但是，历经多

年的战乱和“文革”，留下的老照片并不多，需要有心人去挖掘和整

理，发现老照片背后的往事以及宏大的历史叙事。近年来，人们开

始以摄影、摄像的方式记忆过去，用读图方式重新解读历史，照片

作为个人、家庭、社会的光影记录愈来愈被人们所珍视。《今日镇海》顺

应时势，竭力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从老照片入手，经过精心策划

和挖掘，自 2014 年 2 月起，推出《老照片背后的故事》专栏。首期

刊发的《一九五○年代的爱情》版式新颖，照片生动，文笔细腻，外

婆家相册里一张补拍的结婚照勾起了作者的写作激情。她如是说：我

一直在想，一九五○年代的中国到底有没有爱情？很长一段时间

里，我都以为中国的爱情是从“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的

纸上时代直接过渡到玫瑰表白光鲜浪漫的彩色电视时代的。蓝绿色

调的中山装和列宁装仿佛只属于信仰与责任，肃穆庄严。直到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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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外公与外婆的故事，我才明白爱情从未在任何一个时代缺席，我

们看不见爱情，只是因为我们对它的定义太过简单……洗练朴实的

文字道出了新中国 80 后一代对祖辈爱情观、人生观的温情诠释，文

章一经见报就引起读者热烈反响。

　　一张照片、一段往事，虽然述说的只是一个人或一户家庭的经

历，看似微不足道，但不经意间也折射出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的

历史。说到底，民族和国家是无数个人、无数家庭的集合，他们跌

宕起伏的命运，他们的光荣与梦想，总是与国运一起升腾与坠落。邓

小平同志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倡

导的“改革开放”理念，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镇海针织厂的普通

工人吕习工，在 1983 年 2 月的一次偶遇中为邓小平拍了张照片，由

此受到鼓舞，义无反顾地办了辞职手续，用借来的 2000 元钱开了一

家个体照相馆，成为投奔市场经济的第一批“吃螃蟹”者。《一张照

片使他走上了五彩路》道出了吕习工心中念念不忘的那个早春的故

事——发展才是硬道理。同样，在《归来》一文中，7 张照片串起了

一名台湾老兵的人生故事。他少年被抓到台湾当兵，人生 44 年的光

阴留在台湾 ；花甲之年，不顾一切，毅然决然回到大陆，回到日思

夜想的镇海亲人身边。他的人生故事丰富而传奇，见证了那个特殊

年代、特殊地域、特殊人群对亲人、对大陆的深深思念之情。 

　　对家族、家事、家世的深度追踪，成为老照片专栏最有特色也

最重要的部分，而老照片往往是关键的切入口。这些文章通过相片

背后的故事向读者展示镇海社会的变迁。《今日镇海》的记者在镇海

档案局看到了一份普通人家的百年家庭档案。档案资料的起点是一

份写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 年）的分书（家财分割书），最后一份资

料是摄于 2012 年底的家庭全家福照片。时间跨度整整 105 年。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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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整理者胡永翘，是原区档案局退休干部，自 2006 年起动手整

理家庭档案。从压箱底的信笺、地契、老照片，到捆扎成册的婚书、读

书笔记、日记等，整整忙碌了 6 年。直到 2012 年底，才将 22 卷（盒）完

整卷宗妥善分类完毕。胡氏家庭档案也成为我区首个被接收进馆的

家庭档案。 

　　翻看一沓沓岁月流逝过程中留存下来的照片、票证、年庚本和

其他文字资料，就像触摸过往时代的脉搏，阅览一幅幅历史的画卷。记

者尝试着用忠实的记录再现那段业已被淹没的人与事。从个人深入

到一个大家族、一个大时代，胡氏档案呈现了一段镇海人的生活史，是

个人、家族与时代紧密相连的见证。镇海作为一方八面来风的开放

之地，它曾经历的开放史、战争史、民族史等等，通过一个家族命

运的变迁，鲜活而立体地展现出来。

　　以影像记录历史，以历史告诉未来。老照片的挖掘和利用，为

新闻采写提供了较为厚实的人文内涵，增加了新闻的可读性和真实

性，也为镇海地域文化的积淀增添了历史线索。借此，为深入挖掘

我区的历史文化资源，使之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区地方志

编纂委员会和《今日镇海》编委会联合将《老照片背后的故事》专

栏文章精选汇编成册，以《印迹——老照片里的镇海往事》一书，让

老照片开口说话，还原某些历史现场，为发现新闻背后隐藏的历史

秘密，挖掘历史事件开辟一条新途径，从而使那些代代相传的老照

片，得以化为文字和图像永存世间。本书的出版，凝结着《今日镇海》采

编们和地方志编纂工作者的心血，对弘扬镇海的民族文化及地域文

化，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作用。

　　希望有一天，当你看完手中的这本书，掩卷之际可以自豪地说：镇

海已经印在我的心里！                                                           

                                                       2016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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烽火传奇

● 英雄喋血保家园 ● 我记忆中的父亲 ● 战斗在沦陷区 ● 为有牺牲多壮志 ● 远征战
场，不能遗忘的炮声 ● 铁蹄下的生离死别 ● 小镇里有个红色堡垒户 ● 烽火映红激情
岁月 ● 耄耋忆往昔　峥嵘岁月稠 ● 艰难的岁月　光荣的使命 ● 为了红艳艳的金达
莱 ● 回望在朝鲜战场的岁月 ● 54 年前，解放军住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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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迹——老照片里的镇海往事

英雄喋血保家园
——“七·一七”镇海保卫战始末
■ 桂维诚　整理

　　日寇来袭

　　上海、杭州、南京相继沦陷之后，日军土桥师团于 1940 年 1 月

22 日乘雪天渡过钱塘江，占领了萧山。

　　是年 6 月，日寇又调集各类舰艇 40 余艘、飞机 30 余架、海军

陆战队 3000 余人，于 7 月中旬从东路进攻镇海口，指挥这次进攻的

指挥官为萍乡月蜀。

　　1940 年 7 月 12 日早晨，日寇朝风号等三四艘驱逐舰以及许多军

舰、运输船和登陆艇从黄浦江出发，中午时分，到达舟山定海附近

的洋面上。

　　不料，第二天台风来临，阻碍了日军的侵略步伐。直到 7 月 16

日凌晨，风浪渐渐平息下来。日寇的舰队开足马力，迫不及待地向

镇海要塞扑来！

　　4 点左右，几艘驱逐舰保持一定的距离，呈大 S 形全速驶来。距

离招宝山的要塞 2000 米左右时，敌舰上大炮齐发。日寇共向要塞炮

台发射了 400 多发炮弹，我要塞守军从山上的炮台发炮还击，硕大

的炮弹尖啸着射向敌舰，落在敌舰周围，激起高高的水柱。驱逐舰

一面以弓字队形行驶来躲避炮弹，一边绕着大 S 形撤退。天明时，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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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退回到 5000 米外的小岛的港湾里躲避。

　　海上的炮火刚停息不久，招宝山上空又出现了日寇海军航空队

的飞机，12 架敌机轮番轰炸要塞的炮台，投弹 80 余枚。敌人海陆空

军一齐进犯，企图占领镇海港口，封锁这条航线。

　　17 日凌晨，日军在青峙老鼠山偷袭登陆，先后占领了青峙、小

港、江南和城关等地，并占领了金鸡山炮台、宏远炮台。18 日，日

寇又占领了威远炮台，炸毁了炮台上的探照灯和 20 多门大炮。

　　勇夺失地

　　当时据守镇海前线的是 194 师的 3 个团 ：甬江之北从镇海城关

至龙山一线，由 1125 团防守，团部驻河头市 ；甬江之南从小港至穿

山、下三山一线，由 1127 团防守，团部驻宝幢 ；1126 团作为师预备

日军准备登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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