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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 I言宁波概况

"四明八百里，物色甲东南 。 玉版春肥笋，资瓶雪醉蚓。 革山足灵气，慈

水供余甘。 窃究千峰处，幽踪日可探。 "①这首诗描画的是宁波"物"之丰美，

但宁波"风"之醇厚，同样值得一书 。 宁波的"物"之丰美与"风"之醇厚，共同

构成昨天和今天的宁波。

第一节 宁波:海定则波宁

一、宁波名称来源与历史沿革

宁波，简称"南"，因境内南江别称为"雨"而得名 。 历史上的宁波早期地

域所统，"迁置不常，一时人物与句章、余姚各相引重"②。 因此，历史上的句

章、鄂、郎、明州、庆元等不同称谓实质上都是今天宁波的曾用名 。

从夏代开始，"部"就成为今天宁波的名称之一。 据《浙江通志问 1 (( 革ß县

志》云"因境有赤墓山，加邑为革ß o " ((浙江通志问 1 ((名胜志》也说:宁波"夏时

有革子国，因其境有赤革山，在今奉化县东五十里。 "③这是宁波最早名为

"野"的有力证据。 对此， (( 浙江通志 · 古迹 》中亦有相近记载。 该时期的宁

波，不论是称句章，还是名为革ß、蹄，都属于古越国统御之下 。

① [清 ]胡文学编《南上警旧诗》卷二十三 ， 文ìJ串|阁四库全书本。

② [清 ]胡文学编《南上者旧诗》卷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浙江通志》卷四十 三《古迹~，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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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风物志

春秋时期，宁波又属"春秋五霸"之一的越国属地，时称"句章"，时称

"部"。战国中期以后，宁波隶属楚国管辖 。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设置会稽郡，

其中国1、那、句章三县均属会稽郡管辖。 西汉初刘邦分封同姓诸侯王，宁波

又置于吴国统治范畴。 汉武帝元鼎五年(公元前 112 年)会稽东部都尉治部，

其后徙章安，汉成帝阳朔元年(公元前 24 年)又徙治部，王莽改曰谨，东汉改

为那县，居那山之阴，既而复为部县。 魏晋南北朝时期，三县除隶属的州、郡

以及封国名称时有变动之外，其区域地理范围基本未变 。

隋统一中国后，开始进行政区调整，隋文帝开皇九年(589 年) ，鄂、郎、句

章三县同余姚合井，称句章县，县治设立在小慎(今部州部江桥附近) ，仍属

会稽郡管辖。 唐高祖李渊武德四年 (621 年) , "析故句章县置墓ß州。八年州

废，更置那县，隶越州"①。 也就是说，唐武德四年改置部州，设州治于三江口

(今宁波老城区) ;武德八年(625 年)改称那县，属越州，县治复置小溪。唐开

元二十六年(738 年)因附近有四明山而设明州，辖郎、慈溪、奉化、翁山四县，

州治仍在小误。 对此， (( 旧唐书 · 地理志 ))"明州条"载"开元二十六年于越

州那县置明州，取四明山为名 。 "②唐长庆元年 (821 年)州治从小溪迁至三江

口，并筑内域，标志着宁波建城之始，为其后 1000 多年宁波城市的发展奠定

了基础 。

五代时，宁波隶属吴越国 。 后梁开平三年 (909 年〉明州刺史黄晨死，吴

越王钱穆据有其地，置节度使，设明州望海军，隶吴越国。但因后梁太祖朱晃

的曾祖叫朱茂琳，"茂"与"那"同音，遂避讳改那县为部县，而原属部县的望海

镇，升为望海县。 至此，明州望海军所属的县有部县、慈溪、奉化、翁山、望海

五县。

北宋建立后，宁波建置归属仍在翻覆。宋太祖建隆元年(960 年)置两浙

路，改明州望海军为明州奉国军。 宋太宗淳化四年(993 年) ，分全国为十路，

明州奉国军隶于两浙东路。 宋太宗至道三年 (997 年) ，增全国为十五路，明

州奉国军隶于两浙路。 宋初的明州，统有部、慈模、奉化、象山、定海、昌国六

县 。 高宗绍兴元年(1 1 3 1 年 ) ，两浙路又分东西路，明州奉国军隶于两浙东

① 《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

② 宋人张津等撰《四明!型经》卷一《总叙》也有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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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宁波概况

路。 绍兴二年(1132 年) ，以吕源为浙东福建沿海制置使，设治于明州定海

县。 绍兴三年(1 133 年)置沿海制置使，辖温、台、明、越四郡，明州奉国军隶

于沿海制置使司 。 绍兴十二年(1 142 年) ，罢沿海制置使司 。 宋孝宗隆兴元

年(1 163 年) ，又置沿海制置司 。 庆元元年(1 195 年) ，升明州为庆元府 。 庆

元府统领墓ß、奉化、慈溪、定海、象山、昌国六县。

元朝建立后，设置浙东道宣慰司都元帅府，并将府治从要州迁至庆元。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1 276 年) ，改庆元府为庆元路，至元十四年( 1277 年)改

为庆元路总管府，领部、慈溪、奉化、象山、定海、昌国六县 。 后奉化、昌国二

县俱升为州，庆元路统辖郭县、象山、慈溪、定海囚县和奉化、昌国二州 。

明王朝立国后，朱元璋在吴元年(1368 年)十二月重新改庆元路为明州

府，隶属浙江行中书省 。 洪武十四年(1381 年) ，为避讳"明"国号，又因宁波

附近有定海，朱元璋取"海定则波宁"之义①，改明州府为宁波府，领鄂、慈溪、

奉化、定海、象山五县 。 从此，宁披之名沿用至今。

清初，改浙江布政使司为浙江省，置巡抚统之。 }I顶治十五年 (1658 年) , 

置浙江总督，设宁绍台道台衙门，以宁披府为道台治所，驻宁波。 咸丰十一

年十一月(186 1 年 ) ，太平军攻占宁波，改宁波府为宁波署 。 同治元年四月

(1862 年) ，英法联军帮助清军攻复宁波 。

民国元年(1912 年) ，废宁波府 。 民国三年(1914 年) ，设会稽道驻于部

县，会稽道尹统辖清时宁绍台三府所属各县。 民国十六年(1927 年) ，废会稽

道，划部县城区设宁波市，成立宁波市政府。 民国二十年0931 年) ，宁波市

裁撤，并归部县县政府。 民国二十一年(1932 年) ，设浙江省第五特区行政督

察专员公署，统辖部县、慈溪、镇海、奉化、象山、南田、定海、上虞、余姚、蝶

县、新昌、宁海等卡二个县。抗日战争初期成立浙江省第六行政专员公署，

第六行政区辖郭县、慈、溪、镇海、奉化、象山、定海、南田、宁海八个县 。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于 1941 年 4 月 19 日侵占宁波，旋即成立

伪"革ß县乡镇联合会"，不久，成立伪"宁波专员公署"，辖部县、慈溪、镇海、奉

化、象山、定海六个县，伪"部县乡镇联合会"更名为伪"部县县政府"。 时宁

海县未沦陷，国民党部县县政府退驻宁海县办公。

① 《浙江通志》卷二百八十《杂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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