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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镇海，古称蛟川、海天雄镇，地理优势明显，素有“浙东门户”之美誉。镇海古迹众

多，沉淀了丰厚的文化底蕴。以抗倭、抗英、抗法、抗日为主题的海防文化，体现了镇海

人民不屈不挠的伟大民族精神。作为镇海人的你和我，想了解镇海吗？

《镇海史话》将引领我们穿越时空的隧道，感受同仇敌忾的海防历史，欣赏风光旖

旎的九龙湖，探寻十七房文化的瑰宝，感受家乡建设的蓬勃发展……

我们怎样来学习这门课程呢？教科书已经为我们精心设计了一个个生动活泼的主

题单元。在这些单元中，我们可以通过观察、动手、讨论、调查、访问来亲历镇海，我们可

以在“悠悠古城”里寻找历史的足迹，在“乡土风情”里漫谈镇海，我们还可以在“山川秀

景”里查找相关资料遨游镇海……

当学完这门课程时，你会惊喜地发现，镇海如此神奇，镇海如此有魅力，让我们一

起走进镇海。

编者

2012年 3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前 言

镇海，古称蛟川，其地势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素有“浙东门

户”、“海天雄镇”、“全浙咽喉”之称。自明清以来，历经抗倭、抗英、抗法、

抗日等反抗外来侵略战争，留有大量的海防历史遗址，如“威远城”、“靖

远炮台”、“镇远炮台”、“安远炮台”、“吴公纪功碑亭”以及裕谦殉职

处———“泮池”和“戚家山营垒”等。镇海口海防历史遗迹现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和全国百家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并建有镇海口海防

历史纪念馆。

本书共分五个单元，分别为“悠悠古城”、“海防史话”、“古迹遗存”、

“乡土风情”、“山川秀景”，让你分别领略镇海从古至今所演绎的人文精

神和独具特色的风土民俗、地理风貌，在历史遗存中缅怀先祖，在山川

美景中感悟历史。

本书资料主要来自于镇海史志及网上资源，对这些资料的提供者

在此表示感谢，对于未能在书中对引用资料一一标明出处，也请大家谅

解。由于编者水平及能力有限，书中难免有不足甚至错误之处，敬请读

者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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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悠悠古城



第一课 古城今昔

镇海是你的家乡袁是你出生或成长的地方袁对家乡袁你了解吗钥

镇海的由来

你知道“镇海”地名的由来吗？

镇海区位于宁波市的东北部，东屏舟山群岛，西连宁绍平原，南接北仑港，北濒杭州

湾，与上海一衣带水，是宁波市的北大门。

唐元和四年（公元 809年），在鄮（m伽o）东甬江口建望海镇，为镇海建制之始。后梁开
平三年（公元 909年）改望海镇为望海县，不久改为定海县。清康熙二十六年（公元 1688

年）定海县改名镇海县。这就是“镇海”地名的由来，你清楚了吗？

此外，镇海古时被称为浃（ji佟）口，又名蛟川。蛟川，本来指的是大浃江，也是甬江在镇
海段的总称。据古老传说，有条大蛟引领四明山的山洪穿山越岭而来，其水势汹涌澎湃，

激荡翻腾，直冲向招宝山外大海，涌入海上有座名为“蛟门”的岛屿。由于蛟门的关系，大

浃江别称为蛟川。长期以来，镇海就用蛟川作代名词。

三江口

甬江、姚江、奉化江三条江水汇聚在宁波，三江交汇的地方就形成了三江

口，三江口是姚江、奉

化江汇合成甬江流入

东海的交叉口，位于宁

波市区中心繁华地段，

多年来一直有“宁波外

知识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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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悠悠古城

滩”之称。三江口附近有灵桥、琴桥、江厦桥、甬江大桥、外滩大桥、庆丰桥等。三

江口是历代商人聚集的地方，是宁波城市的象征景观。自古以来明州（宁波）始

终是中国对外开放极其优良的主要港口之一，特别是到唐朝，“海外杂国、贾船

交至”，宁波与扬州、广州一起列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三大港口；宋代，又与广州、

泉州并列为我国三大主要贸易港；鸦片战争以后，宁波被定为“五口通商”口岸

的其中之一。

甬江是宁波的母亲河，由奉化江和姚江汇集而成，是浙江省七大水系之一。甬江全长

105公里，流域面积 4518平方公里。奉化江与姚江在宁波市三江口汇合成甬江，并于宁

波镇海口流入东海。位于杭州湾附近的甬江出口，常常可以见到螺类、蟹类、弹涂鱼类的

踪迹。镇海就坐落在甬江的北岸。

镇海历史悠久，小港横山下、沙溪蛇山山麓，都已经发现有新石器时代人类居住的遗

迹。春秋末越国建国后，其地始有所归属。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因政治和经济建设等因素，建筑设施变化与县城环境变化

非常频繁。1954年底，龙山北部 10个乡镇划归慈溪县；慈东的河头、长石等 5乡划属镇

海；杭州湾口滩浒岛划归嵊泗。1958年自余姚县划入汶溪乡；同年底撤县并入宁波市，

1963年 1月恢复镇海县建置。1985年 7月，再次并入宁波市，同年 10月正式撤销县建

制，建立宁波市镇海区。镇海县名共历 299年，县自始建至撤销为时 1077年。

镇海当前的区划概况

镇海陆地面积 218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21公里。目前设 2个镇（澥浦镇、九龙湖镇）、

4个街道（蛟川街道、骆驼街道、庄市街道、招宝山街道）、24个居委会、62个村委会，区府

位于招宝山街道。

澥浦镇

澥浦镇东临东海灰鳖洋，隔水与金塘岛相望。北越大平岭与慈溪龙山镇接壤，与蛟川

街道、骆驼街道交界，西与九龙湖镇相邻接。总面积 25.44平方公里。海中有澥浦山（泥螺

山）、巴子山、棋盘山、走马堂四岛礁。2005年管理 1个居民区，8个行政村，1个渔业社。

澥浦镇西面依山，东北傍海，地属姚江水系的浅海沉积平原和四明山余脉的低丘地带。山

丘平均高度在 100米左右，岩石基础主要是凝灰岩和流纹岩。土壤由海积和湖泊河泊淤

积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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澥浦镇以古泄洪道澥浦得名，系古老渔镇。据宋《宝庆四明志》载：“澥浦大桥(永年大

桥)，县西北六十里，唐太和二年造。”澥浦集镇在公元 800多年前早已形成，有 1100余年

历史。明清时集镇已具相当规模，为古代镇海第一镇。澥浦镇是甬北重镇，浙东水陆交通

的险要关口，329国道和慈镇运河贯通南北，区乡级公路便道四通八达。

九龙湖镇

九龙湖镇位于镇海区北郊，东西北三面环山，南面为河川平原，东眺海天佛国普陀

山，南临繁华的宁波市中心，西连富庶的宁绍平原，北扼杭州湾而通上海，同慈溪鼎雁门

岭间隔，又与宁波江北区庄桥镇为邻，与澥浦镇、骆驼街道相接。全镇下辖 11个行政村，1

个居民区，面积 65.3平方公里，耕地面积为 2.92万亩。境内山清水秀、环境宜人，被人们

称为宁波的“后花园”。

招宝山街道

招宝山街道由原城关镇划分而来，现改为招宝山街道。招宝山街道因山得名。招宝山

位于镇海城区东北三里之甬江口北岸，南濒甬江，北临东海，与南岸金鸡山隔江相望，形

成天然险地，历史上被誉为“浙东玉门关”。

蛟川街道

蛟川街道位于镇海区城区西郊，东与招宝山街道相接，北濒灰鳖洋，西连澥浦镇、骆

驼街道、庄市街道，南临甬江。2001年 9月由原城关镇分离出来，2006年 9月与浙江省镇

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合署办公。辖区总面积 36.82平方公里，辖 4个社区，15个行政村。

庄市街道

庄市街道位于浙东甬江北岸，紧靠宁波市中心城区，处于宁波—镇海—北仑“T字

型”发展区的中心位置。全镇总面积 25.13平方公里，辖 2个居民区和 9个行政村。

庄市是著名的侨乡，素有“文化之邦，商贾之地”的称誉。在名扬四海的“宁波帮”中，

居重要地位的庄市籍人士不下数十人，出现了早期“宁波帮”的重要人士：叶澄衷、宋炜

臣，以及“世界船王”包玉刚家族、“影视巨擘”邵逸夫兄弟等一批产业巨子，可谓是人杰地

灵、英才辈出。

骆驼街道

骆驼街道以桥得名。《宝庆四明志》载：骆驼桥始建于宋建隆元年（公元 960年），相传

骆驼街沿河，史称慈东后江。出慈城东门观庄桥起至骆驼，有大桥六座，骆驼即“六大”谐

音。

骆驼街道地处宁绍平原，位于甬江之北，东临蛟川街道，南接庄市街道，西界江北区

的慈城镇，西北毗九龙湖镇，北邻蟹浦镇，地域面积 46.64平方公里。下辖 21个行政村和

4个居民委员会。骆驼街道系平原为主的水网地区，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种植以水稻为

4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单元 悠悠古城

主，为宁波市、镇海区重点产粮区，共有耕地面积 41335亩，山林 23476亩。水陆交通十分

便利，中大河、西大河干流交汇入集镇中心，内河航线东至招宝山街道。

查阅相关资料袁与老师和同学分享更详细的街道尧乡镇资料渊如地理传说尧
名人故事等冤遥

“招宝山、一剑池”的传说

相传从前有个能识宝的江西人，一天晚上忽然做了个梦，看见东海之滨，有

一件宝器在闪闪发光。他以为是仙人托梦给他，所以不远千里来到镇海寻宝。但

是他不知道这是件什么宝器，也不知道此宝藏在什么地方，于是，就以收珠宝为

名到镇海各地察访，可是许多日子过去了，还是什么宝器也没有找到。

一日，镇海城隍庙里有个老和尚告诉他说，城东有座候涛山，这山曾经是名

将戚继光平倭时住过的，也许会有什么宝贝留下，可以去看一看。那个江西人听

了老和尚的话，就来到候涛山下。他走上三百六十五个石阶，穿过山巅，在后山

将尽处看到一个石洞。正当他仔细观察时，忽地山洞内金光万道，刺得他眼睛也

睁不开。他意识到这里面一定有什么好宝贝，就不顾死活跑了进去。不料走进洞

内，金光却消失了，只见洞里放着一柄套着壳子的宝剑。他立即伸手去拿，哪知

当他刚拿到剑壳子的时候，宝剑就跃出洞口，向城里飞了去。他急忙转身去追，

才奔到山下，那宝剑已往西南落了下去。他跑到宝剑落下的地方，发现地面有一

个剑形的土坑。很明显，这把宝剑已经钻入地下去了。他当即雇了几个人往下

挖。挖呀，挖呀，不知挖了多少个白天和黑夜，这小土坑被挖成了大窟窿，但还是

找不着这把宝剑。他失望了，把发生的情况告诉了大家后，回江西去了。

后来，人们就把“候涛山”改称为“招宝山”，那个洞叫“宝光洞”；挖成的大窟

窿叫“一剑池”。至今，这个池还在。池内还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洞，一年四季清水

不枯呢。

活动角

故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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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澥浦”地名的由来

相传在很久以前，有一个地方偷鸡摸狗成风。观音菩萨看到后打算亲自去

那里走一趟，看看是否还有善良之人。

于是菩萨化身为一个卖油的老太太来到了此地。菩萨在街上卖油的时候故

意多给油少收钱，看看是不是有人会主动提出来。但是整整三天都没有人提出

来，反而奔走相告亲朋好友，在老太太地方买油好处多多。就在菩萨心灰意冷的

时候，一个年轻人跑来买油，有礼貌地说：“老妈妈，我买半斤油。”菩萨同样多给

了二两油只收了半斤的钱。菩萨看着年轻人远去的背影打算再等一下试试。年

轻人回到家后，他卧床在家的妈妈说：“儿啊，今天的油怎么这么多啊？”年轻人

低头一看的确是比平时多了。连忙拿了钱跑出门去。此时菩萨已经收拾好东西

走到了城门口，年轻人气喘吁吁地追上来说：“老妈妈，你多给了油，这是补给你

的钱。”

菩萨收下钱后，意味深长地对他说：“孩子，记得每天早上来城门口看看这

石狮子，哪一天这石狮子变红了，就赶紧带着家人往东边跑。”

年轻人虽然听不懂菩萨的话，但是他想老妈妈这样说肯定有她的道理。于

是每天早上他都要到城门口去看看石狮子。时间久了，门口卖肉的屠夫就很好

奇了，问他这是干什么。年轻人就把菩萨的话说了一遍。屠夫哈哈大笑，说他自

己在这里卖了二十多年肉了，从来没见过石狮子变红，也没有听说过石狮子会

变红。

第二天一早，屠夫打算捉弄一下年轻人，就在他来之前偷偷把一盆猪血倒

在了石狮子上。年轻人来了后看到石狮子变红后连忙跑回了家，背起母亲就往

东边跑。他没跑出多远，就看到背后电闪雷鸣，铺天盖地的水呼啸而来。四面八

方都是越来越多的水，年轻人跑累了不知道哪里能找到落脚的地方。这个时候，

他的前面忽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螃蟹，它对年轻人说：“善良的年轻人，快到我

的背上来吧，我带你们去找个美丽的地方。”

于是在巨蟹的帮助下，他们在茫茫水面上找到了一个美丽的小岛安家落户

了。因为这个地方是由螃蟹找到的，人们就用“蟹”字来命名，至于“浦”是因为靠

海的关系。（浦，泛指靠江靠海之地）

后来因为时间久了，人们渐渐地就用“澥”字来代替“蟹”字了，既为了不忘

记螃蟹，又表示靠海之地。不过现在还是有很多老澥浦人习惯写成“蟹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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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课 海防重地

镇海袁自古就是海防重地袁这里曾硝烟弥漫袁你了解这段历史吗钥

镇海位于甬江口，中国大陆海岸线中段，长江三角洲南翼，东屏舟山群岛，西连宁绍

平原，南接北仑港，北濒杭州湾，与上海一衣带水。南北岸分别有招宝山、金鸡山对峙守

卫，雄关险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东晋隆安四年（400年）孙恩海上起义到 1941年

日寇第二次入侵，1500余年间镇海口经历大小战事 60余次，自古被称为“东来第一关”。

在抗击外敌入侵的斗争中，镇海人民不仅机智，而且英勇无比。明朝中叶以来，镇海

先后经历了抗击倭寇和抗英、抗法、抗日四次闻名中外的反侵略战争。在抗倭时期，名将

戚继光镇守镇海，鏖战甬江南北，威扬史册；鸦片战争时期，民族英雄林则徐与裕谦亲自

督战，血战英军；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与日军激战于招宝山、戚家山，英雄事迹可歌可

泣。最让镇海人骄傲的是 1885年抗击法军入侵的战役。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在海防抗击

外敌入侵的战役中取得的首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完全胜利。

直至 1926年，这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从此，镇海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着

祖国的复兴、民族的解放、人民的幸福，向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统治展开了艰苦卓绝的斗

争。前仆后继，历时二十余年，终于迎来了 1949年 5月镇海的解放。

海防遗址现状

镇海口海防遗址主要分布在镇海、北仑两区的甬江口两岸近 2平方公里范围内，其

中 14处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镇海口北面现存的主要海防遗址有：威远城、

俞大猷生祠碑、烽火台、泮池、月城、安远炮台、明清碑刻、吴公纪功碑亭、吴杰故居、以及

后海城塘等。此外，还有戚家山营垒、金鸡山瞭台、靖远炮台、宏远炮台、镇远炮台、平远炮

台等。如此集中的海防遗址，这在全国是罕见的。它们既是我们的先辈用血肉之躯铸成的

历史丰碑，同时也记载了外国侵略者的累累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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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远城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都督卢镗与海道副使谭纶为抗倭而筑，清道光

十二年（l832年）知县郭淳章重修，清与民国官兵曾在此抗击过英、法、日等侵略军的进

犯。

威远城碑刻 置于威远城内，原有碑刻 40余块，现存 11方，其中 4方为明代，7方

为清代。其中光绪十五年（l889年）立的“保护宝陀寺勒石碑记”，由欧阳利见撰并书，记述

了中法战争镇海口战役的情形，有重要研究价值。

安远炮台 建于清光绪十一年（l885年）前后，由同知杜冠英督造，曾置克虏伯后膛

钢炮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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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家山营垒 位于甬江南岸沙蟹岭西南戚家山之巅。光绪七年（1881年），总镇杨春

和所建，呈椭圆形，用石块构筑。

金鸡山瞭台 位于甬江南岸金鸡山巅，于清光绪十年（1884年）由浙江提督欧阳利

见督造，并凿山顶为穴，扩建为营寨，亲驻于此。台旁立有“督师御敌处”碑，为欧阳利见于

1885年 6月亲书。

静静的安远炮台

据《镇海县志》记载：中法战争镇海战役，清政府为加强防务，于光绪十三年

（1887年）由同知杜冠英负责在甬江南岸增设宏远、平远、绥远炮台，1885年前

后北岸续建安远炮台。“全功以光绪十四年冬告竣，共用白金（银）十五万五千两

。”安远，为安定致远之意。从中也能窥视镇海民众崇尚和平、安定生活的美好夙

愿。

炮台呈圆形，占地面积 269平方米，内径 16.5米，高 6米，壁厚约 2米。炮

台用黄泥沙、石灰、沙砾和蒸熟的糯米混合物夯筑而成。炮台十分坚韧，有以柔

克刚之功效。当地的百姓都爱叫它“糯米饭炮台”。

站在弹痕累累的台壁前，思绪如潮。枪炮的声响纷踏而至，厮杀声、马蹄声、

故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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呐喊声、枪炮声，夹杂着波涛声，如万马奔腾，足以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了。

安远炮台曾经铁马金戈，气吞山河，为镇海战役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今，如退潮

的江水，归于平静。也许它是在等待着什么，也许什么也不是，就在那里，静静地

矗立。

毕竟有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了，再怎么坚固也经不起岁月的冲刷。

诸多炮台，在战争中能保存下来已属不易。那累累伤痕的台壁，屹立在江

边，似乎在倾诉着抗击外侵的历史场景，与甬江南岸金鸡山下的“平远炮台”隔

江对峙，蔚为壮观。

斜阳西照在藤萝和黄土上，那样地静谧，却已不见当年的路。

请长辈讲一讲镇海海防故事，或者参观一次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记录

一个有关海防的历史小故事。

活动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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