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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之富袁赖水系之密布袁九曲尧前塘诸水袁乃水之主脉也遥 九
曲河袁自天台山脉金峨山系的横溪尧白杜溪分别向北尧向西形成九
曲江后汇入奉化江遥 九曲水系覆盖了首南街道26.8平方公里的辖

区袁支撑起鄞州南部新城的发展框架袁抚育了一代又一代的首南
人遥

2008年袁伴随着鄞州城市化建设的向南推进袁一个崭新的街
道要要要首南跨入了现代都市的行政行列遥 历史文化的积淀袁造就
了首南人野敢创尧善为尧协作冶的精神遥 千年前的陈婆用善心摆渡袁
唐宋时期的陈婆渡市形成的商贾文化袁 到近代宁波帮的崛起袁从
剪刀尧厨刀尧剃刀三把刀下南洋尧赴东洋袁到如今南部商务区的野商
天下窑赢未来冶遥 野儒商文化冶一脉相承遥 这个地方有太多太多的故
事和传奇遥 首南的民情民俗民生袁深厚的人文底蕴和变迁袁成就了
首南人的过去尧现在和未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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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首南印象曳 编撰历时五年袁 胡鼎阳老师带领的团队呕心沥
血袁让新老首南人走进属于我们自己的历史袁鉴古知今袁启迪未
来遥 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无古人的伟大时代袁理应创造出无愧前人尧
造福今人尧惠及后人的丰硕成果遥 首南人会用智慧尧激情和汗水袁
承前启后袁同心同德袁励精图治袁在这块自己的土地上描绘出更加
壮丽的篇章遥

值此书付梓之际袁特向多年来默默无闻尧辛勤工作的编纂人
员表示衷心感谢袁向关心尧支持尧参与该书编纂工作的人士致以诚
挚的谢意遥

本书编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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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婆渡———首南，千年鄞南水乡集镇，新兴的中心城区，具有

深厚的历史底蕴。九曲河（江）畔，广袤的大地古老而美丽，这里是

鱼米之乡，人文荟萃，人杰地灵，人才辈出。

唐宋时期，陈婆婆设渡；北宋天禧年间（1017~1021），李夷庚

出任明州太守，是鄞南李氏三里的祖先；石家的先祖———石守信，

是北宋开国元勋的后裔，二世祖石师能，绍兴五年（1135）榜眼；石

家石延庆，以迪功郎明州教授应试，考入绍兴五年（1135）乙卯博

学宏词科；傅家傅行简，南宋嘉泰二年（1202），壬戌榜中进士第

一，为状元郎；三桥的明代诗人李玮、布衣诗人沈明臣，经常相聚

在李生寅的“萧皋别业”———高卧楼，谈诗论文，拔剑起舞，放歌酬

唱……各姓氏宗族中除了出现一些太守、大夫、县丞外，还有一定

数量的人受各朝皇帝的诰命例授：仅《鄞南（三里）李氏宗谱》收录

了11道；历代名宦缙绅众多，单是《鄞南（三里）李氏宗谱》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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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003



就有141名，《桃江张氏宗谱》从第八代到第十九代，记录在谱的就

有73名之多……

古今沧桑，历史变迁，丰富的历史遗迹湮没了，悠久的地域文

化消逝了。由于很难找寻相关的文字记录，甚至口口相传的内容

也久为人们遗忘。为了唤醒尘封的记忆，为了传承这一宝贵的乡

土地域文化，我们探寻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把它们挖掘出来，记录

下来，保护下去，传承给子孙后代，从而发扬光大，并创造更丰富

的地域文化。这样上对得起祖宗，下有益于后代。为了找寻“陈婆”

与“渡”的历史资料，记不清去了几次天一阁（20世纪80年代，第一

次地名普查时我就去查，但查而无果）、图书馆和档案馆，记不清

查阅了多少部历代的《宁波府志》、《鄞县志》。最后记不清是哪一

年，我终于在天一阁查阅到康熙《鄞县志》第二十二卷中有记载，

“南乡：余庆庵，二十里。昔日，陈氏女设渡，随建庵，名曰积庆庵”。

这是记录陈婆婆设渡建庵的唯一书面资料。宋代第一帧《鄞县境

图》中的“陈婆渡桥”则是最早的旁证材料。在《鄞南（三里）李氏宗

谱》和第二次地名普查中，查证了“高塘桥”建桥的历史条件及其

水源、地理位置……

近现代百年树人，人才源源不断涌现并推进商海浪潮，如印

刷业的领军人物鲍氏兄弟，省内最早的织布厂，严康懋的金融业……

精英荟萃：两院院士，各行各业的专家、艺术名流，誉满国内外。愿

这古老的陈婆渡，新兴的首南街道，春天更加明媚亮丽，生活更加

甜蜜幸福，事业更加繁荣昌盛。

004



序 /001

前言 /003

首南华章

我的首南，被奇迹占领（钱利娜） /002

首南赋（杨东标） /005

爱满首南（俞广德 缪飞凤） /006

首南地域

首南街道地图 /011

（宋）鄞县境图 /013

（民国）九曲江畔水系图 /015

清末民初陈婆渡市镇街坊民居示意图 /017

CONTENTS
目 录

目

录

001



鄞南水乡

鄞州新城区新设立的首南街道 /020

千年古陈婆渡的传说 /024

鄞南水乡美景 /029

九曲江畔的水利工程 /035

桃江坝开放与封闭之争 /041

九曲江畔的水上交通 /050

桃江乡的赛龙舟 /055

石路头村的长池禁规 /059

古桃江渡———慈善桥 /063

掘通陈婆渡，筑碶铜盆浦 /068

造福于民的水利功臣 /074

西塘河的古航道 /079

商海潮涌

工商业涌现 /090

浙江省最早的织布厂──纬成布局 /095

章华毛纺厂 /098

宁波最早创设的书坊———汲绠斋书局 /101

商务印书馆 /104

北平印刷一条街中的京城印书局 /109

张之铭的实学通艺馆与古欢室 /118

鲍国昌与信谊药厂 /127

首南人与状元楼 /132

中联公司总经理蔡体铎 /143

002



慈孝善行

孝义人物石良朝 /148

石人孝，从乞丐到老板义士 /150

义士蔡和源与其堂侄蔡同坊 /156

妇孺皆知的金融家、慈善家严康懋 /162

非遗传承

陈明伟：传承骨木镶嵌 /172

张显才：祖传疗疔医师 /178

李凤林：传承针刺，为了孩子 /182

陈万兴：开办传统小吃店 /187

古人轶事

三里先祖 /190

北宋开国功臣石守信的后裔 /197

傅家出了一个状元 /201

和尚释明本 /204

萧皋碶两提督 /206

一套家谱与三个村 /211

诗叟李玮 /217

鲍太守坟 /221

中议大夫鲍恺 /224

张家潭来的女婿 /226

月浦人与通济桥 /230

老胡家、大胡家、新胡家 /235

三桥的传说 /240

目

录

003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古老的铜盆浦 /246

因花桥而得名的村庄 /249

桑梓情深

热爱家乡的旅日侨胞李世明 /252

爱乡楷模李惠利 /256

满怀兴学强国愿望的傅龙华 /261

热心家乡公益的张孙康 /263

精英荟萃

中国化纤奠基人郁铭芳 /266

计算数学专家石钟慈 /274

著名专家、主任会计师石人瑾 /278

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顾问鲍侃 /281

世界优秀图书馆学专家鲍振西 /283

农林学家石家琛 /285

艺苑名流

口琴大师石人望 /288

指挥家石中光 /296

芭蕾艺术家石钟琴 /304

书法家鲍贤伦 /310

后记 /315

004



SHOUNAN HUAZHANG

首南华章



是谁，用精卫一样的毅力，写下感天动地的宏图

是谁，用星辰一样的目光，擦亮首南街道的容颜

是谁，用大地一样的视野，把旧农村换成新世界

是首南的劳动者！

那一双双大手，通过直逼云天的脚手架，铸就无比辉煌的

城市乐章！

是首南人的智慧！

那一道道目光，通过纵横大地的规划图，勾勒绚烂多彩的

世纪华章！

共建和谐首南，共享全面小康，我们的口号响彻每一个社

区与村庄！

让城市文明向南延伸，我们的目标进入十二万首南人的

我的首南袁被奇迹占领
因钱利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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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房！

这是心与心的接壤！

这是智慧与胆识的拥抱！

首南的五年，一座座高楼，和幸福一起打桩！

五年的首南，一个个奇迹，与财富一起奔跑！

今天，我沿着26.8平方公里的土地

重新翻阅我的家乡首南

首南人的智慧勤劳被一朵花又一朵花聆听！

南部商务区，欲与天空试比高

超大湿地城市公园，播撒森林街道的芬芳

首南人的建设之道在一个春天又一个春天闪光！

今天，我沿着26.8平方公里的土地

重新翻阅我的家乡首南

三大区块，何处不是梳妆台？

十大民生工程，永远激励着首南人民的血脉！

“敢创、善为、协作”，这是我们的精神风貌！

“相识、相知、相融”，这是我们的伟岸怀抱！

首南啊，我要为你尽情地歌唱！

我的首南，在你的歌里

首
南
华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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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春天琳琅的果实，秋天圆满的粮仓

进百姓门，知千家事，连万人心，处处是温情的光芒！

我的首南，在你的歌里

农民工用热血写下伟大誓言

工程师用知识挥洒岁月风采

首南知道，千百个历史的琴键上

都有一双双来自新时代的大手弹奏

首南知道，被奇迹占领的街道

等待着再一次扬帆起航！

首南人的胸中，燃烧着鄞州的期待！

首南人的血脉，流淌着中华的骄傲！

让我们挥舞臂膀，永远搏击无边的雨雪，谱写出首南街道

的时代新篇章！

让我们吹响号角，永远学习燃烧的太阳，创造出南部新城

的世纪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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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首南者，鄞南重地，南部新城。扬浙东之风采，抒浙东之风

采，抒时代之豪情。亮丽街道，应时而生。

曾记否，旧时情景？十里田畴，稻花香里蛙鸣如鼓；九曲河网，

渔歌声中村落若星。传唐宋年间，有齐氏驱蝗[1]，好施舍己；陈婆摆

渡[2]，乐善助人。代有俊彦，兴义学，育英才，域内树业；辈出贤达，

赴东瀛，下南洋，海外扬名。温润历史，化育民心。

春秋潮汐，沧桑古今。破茧化蝶，点石成金。区府主轴，枢纽中

心。儒商毕至，际会风云。敢想敢为敢创，启首南之神秀；相交相知

相融，毓社区之温馨。高楼摩天，气吞日月；芳树遍地，绿涵青春。

人文荟萃，珠光玉韵；休闲胜地，霞蔚云蒸。美哉首南，和谐和美和

乐，宜居宜商宜文。

上善若水，善心如水滋润；中兴任使，兴隆似潮奔腾。继往开

来，更上层楼。首南精神，如日东升！

首南赋

因杨东标

首
南
华
章

[1]齐氏驱蝗院唐末袁鄞东南有齐云尧齐霞姐妹袁常救助有难乡亲袁乐善好施遥 有一年蝗虫成
灾袁齐家女与乡亲同时执竿驱蝗袁不幸被潮水卷走袁当地百姓立庙祀之袁称齐女庙遥

[2]陈婆摆渡院唐宋年间袁有陈姓婆婆袁以渔牧为生袁乐善助人袁设渡为乡亲服务袁古称陈婆
渡袁即今街道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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