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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溪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童银舫

先生主编的《慈溪名人故事》一书出版

问世，我谨以这篇短序表示祝贺。

慈溪是我的家乡，地处杭州湾之南

岸，浙江东北部，典型的海滨沃土、江

南水乡，又富有文化传统，历来出过不

少名人。近年来经济发展，突飞猛进，

重新产生了文化自觉，力图找回历史上

的健全根脉。这本书的出版，是这种努

力的一个部分。

童银舫先生长年固守乡里，以搜集

古今乡贤的资料为己任，并写了大量研

究文章，日积月累，所藏所撰，已蔚成

气候。平日他经常给我来信，告诉我他

对拙著收集的近况，连盗版都一本不肯

漏过。事实一再证明，他在乡下收集之

序

余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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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竟远远超过身处大城市的我本人。因此，不能不一再

让我感动。我想，远离家乡的其他游子，一定也有与我类

似的感受。

山水默默，桑梓无语。但是如果拥有了童银舫先生这

样的人，不必多，哪怕是一个，家乡也会立即变得丰厚多

情起来。这对同代人是如此，对异代人也是如此。《慈溪名

人故事》收录的是已故之人，因此也可以说是先辈，先辈

之灵若在九天之上看见家乡的热心人，也一定会欣喜莫名。

这批家乡的热心人，除了童银舫先生之外，还包括本书各

篇的整理者，以及促成本书出版的各位家乡朋友。

对童银舫先生和其他家乡朋友的多年努力，我想用这

样一句话来褒扬：是你们，让家乡更成其为家乡。

是为序。

2002 年 3 月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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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慈溪在唐朝开元二十六年（738 年）

设县，县治在今宁波市慈城镇。县境变

化虽然不大，但所属却多有变动。唐时

先后属明州、余姚郡、浙江东道；五代

时曾属明州望海军 ；北宋时属明州奉国

军；南宋时属庆元府；元代属庆元路；

明清两代属宁波府 ；民国时先废府，后

废道，接着设行政督察区，历属浙江省

第五、第六、第三、第二行政督察区；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属宁波专员公署、

宁波地区、宁波市。

1954 年，慈溪县境作了脱胎换骨

式的变动。县治迁址至浒山镇，让出整

个山南部分，仅保留慈北（即今观海卫

前　言

童银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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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掌起镇），从余姚北部划入逍林、浒山、周朝、周巷、

泗门、临山 6 区的 65 个乡镇，从镇海北部划入龙山区 10

个乡镇；因此慈溪县又俗称“三北”。此后，又有一些小变

动：1956 年，庵东盐区划归慈溪县；1979 年，泗门区划归

余姚县，龙南区从余姚划入慈溪县。因此，“慈溪县”作为

县行政区域，应该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般以 1954 年为界。

1988年10月，慈溪撤县设市，其时与设县整整相距1250年。

( 二）

本书所收人物，以慈溪市现境为主。其中董黯虽不属

现境，但“慈溪”县名的出典在他的身上，非收不可。人

物以卒年先后为序排列。

每个人物的简历均照录辞书条目，而以新版《辞海》

为首选。《辞海》没有收录的，再在以下四本书中选录：

《历代爱国名人辞典》，何浩等主编，湖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中国人名大词典 • 历史人物卷》，廖盖隆等主编，上

海辞书出版社 1990 年版；

《中国人名大辞典》，臧励和等编，商务印书馆1921年版；

《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 上、下编），单锦珩总主编，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 三）

本书所录故事大致有三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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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类是历史故事。这类故事一般都以史料为依据，或

加以梳理、剪裁，或加以系统化、通俗化。如《董孝子与

慈溪》、《一代文人高士奇》、《“民国船王”虞洽卿》。

另一类是民间故事。这类故事流传最广，影响最大，

最具有生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们可以表达人民大众

的意志，反映普通老百姓的情感和愿望。本书大部分的篇

章都属此类。

还有一类是创作故事。这是当代作家根据时代背景和

人物个性进行的艺术加工。此类故事情节复杂、形象丰满，

可读性较强，如《洋场斗智》。

( 四）

慈溪名人故事最早著录于史书者，当推东汉严光。南

朝史学家范晔《后汉书》卷 113 列传第七十三《逸民》中

就有严光传。近代蔡东藩《后汉演义》第十七回“重士节

亲访严子陵”专门讲严光故事。鸣鹤虞氏世家，自三国至

唐代，兴盛五百余年，名人辈出。虞翻，《三国志》有传；

虞喜、虞预，《晋书》有传；虞啸父，《宋书》有传；虞悰，

《南齐书》有传；虞荔、虞寄，《陈书》有传；虞绰、虞世基，

《隋书》有传；虞世南，新旧《唐书》都有传。明人齐东野

人撰《隋炀帝艳史》，有大量篇幅描写虞世基、虞世南两兄

弟，如第十回重点写虞世基，第二十六回重点写虞世南。

南宋至清初，孙家境孙氏崛起于浙东。仅《宝庆会稽

续志》、《明史》、《浙江通志》立传的有 12 人，光绪《余姚

县志》列传的有 29 人，《中国人名大辞典》( 商务印书馆



4

1921 年版）收录的有 21 人。这其中有个机智人物，绰号

“孙鬼头”( 又作“孙鸡头”），他的故事，在三北可谓妇孺

皆知，甚至在余姚城里也大名鼎鼎。二十年前，即 20 世纪

80年代初期，我从学校回到农村，听到了许多关于他的故事，

并且产生很大的兴趣。经过考证，认为他就是明万历年间

横河孙家境人孙如法。当时，我曾把文章初稿寄给余姚籍

的著名作家楼适夷先生，很快得到楼老的亲笔回信。楼老

在信中说：“幼时在家乡听到传说，好像叫‘孙鬼头’（鬼

的方言读成“居”，与“鸡”读音相似）。是徐文长一类人，

是风流才子。而突梯滑稽，都名之为‘鬼头’。”楼老还提

供了一则“孙鬼头”的故事，今录其原文如下：

有友人遣仆送一信给孙，仆遇见孙，并不相

识，即向本人打听“孙鬼头”在哪里，孙得信即

告仆 ：“你主人要借石磨，你可挑去。”并给其友

一信，叫仆带信挑磨而去。信中说 ：“来人无礼，

罚磨一副。”友人见信，只好叫仆仍挑磨还好。其

行事类如此。

楼老在信中还建议说：“如搜集得多些，可以编一本有

趣的小册子。”本书收录了“孙鬼头”的故事一组，和一篇

《孙如法其人其事》，可观大概。

( 五）

慈溪人物的研究，最为热门的是近代上海滩上风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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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虞洽卿。关于他的传记、小说和研究著作，我就搜集了

八种：

《虞洽卿先生》，汪北平、郑大慈编，（上海）宁波文物

社 1946 年 11 月版；

《三北虞洽卿》，慈溪文史资料第二辑，1988 年 11 月版；

《阿德哥与上海滩》，王泰栋著，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9

年 12 月版；

《海上十大闻人》，陈祖恩、王金海主编，上海人民出

版社 1990 年 12 月版；

《上海滩大亨——虞洽卿野史》，汪卫兴编著，春风文

艺出版社 1991 年 8 月版；

《上海超级大亨虞洽卿传》（中国大资本家传记系列丛

书），陈清宇、陈晓红著，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6 月版；

《海上闻人虞洽卿》，方凡人著，宁波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版；

《虞洽卿研究》，金普森主编，宁波出版社1997年 6月版。

其他出版的人物传记尚有：《马宗汉年谱》，孙元超编，

与徐锡麟、秋瑾、陈伯平三人年谱合刊成《辛亥革命四烈

士年谱》，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1 年版；《张静庐自传：在出

版界二十年》，张静庐著，上海杂志公司 1938 年版（上海

书店 1984 年影印）；《杨贤江传记》，金立人、贺世友著，江

苏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陈之佛研究》，李有光、陈修范著，

江苏美术出版社 1990 年版等等。老慈溪的人物传记也有多

部问世，如陈布雷、周信芳、应昌期等，恕不一一列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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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慈溪市的民间文学研究工作，在慈溪县民间文学研究

会 ( 今称慈溪市民间文艺家协会）成立之前就已卓有成

绩。1984 年出版的《三北民间故事集》传遍慈溪每个乡

村。1987—1988 年，经过两年的全县民间文学普查，共搜

集到民间故事 3400 余篇，民间歌谣 2100 余首，民间谚语

12000 余条，共约 400 万字。在此基础上，选编出版了《中

国民间文学集成·浙江省慈溪市卷》。随后又编辑出版了《江

湖奇人》(慈溪新故事集）和《慈溪民间文学》(《宁波风》

之六）二书。

本书的编选工作是在以前的基础上进行的，所收的大

部分故事也曾公开发表过。在编辑过程中，个别地方作了

必要的文字处理。有些民间传说与史实或有出入，相信读

者也不会把二者等同起来的。

2001 年 12 月 15 日，于临田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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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 • 严光

严光　一名遵。东汉初会稽余姚（今属浙江）

人，字子陵。曾与刘秀同学，有高名。刘秀即位后，

他改名隐居。后被征召到京师洛阳，授谏议大夫，

不受。归隐于富春山。年八十，卒于家。

——《辞海》1999 年版缩印本第 2206 页

严光，今慈溪市横河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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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溪名人故事

严子陵的传说

流经石堰的那段东横河上，长虹般飞架着一座单孔石

拱桥，名叫安山桥。安山桥桥东一箭之遥，崛起一座挺拔

突兀、犹如被巨斧平削去顶尖的大山。它，就是陈山。

其实，安山桥的正名应该是“客星桥”。在它那斑驳走

色的桥栏石上，至今还认得出镌刻着的“客星古渡”四个字。

就连桥畔的陈山，也该称作“客星山”哩。

为啥又是“客星桥”，又是“客星山”呢？只因为这里

流传着一个“客星”的历史故事。

西汉末年，我们这座形态奇伟的陈山下，出了个很有

名望的人物。他，姓严，名光，字子陵。这位严子陵先生

年轻时，曾去外地投师求学，和南阳人刘秀结识，两人成

了很要好的同学。

后来，王莽篡位，政治败坏，天灾加上人祸，弄得民

不聊生。于是爆发了赤眉、绿林等农民大起义。严子陵见

天下纷乱，便回乡隐居不出。刘秀却凭着他的雄才大略，

逐渐接收了起义军的胜利果实，最后做了东汉开国皇帝——

光武帝。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