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4 NINGBO DAILY记忆 2017年2月2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顾玮 电话/87682867 电子信箱/gw@cnnb.com.cn

桑金伟

自 2017 年元旦起，中国盐价
全面放开，这真是破天荒的事情。
几千年来，历朝历代总是把盐价管
住，据载，西汉御史大夫桑弘羊曾
举行对话会，说服那些反对盐铁官
营的人士。看来我的远祖是盐铁官
营的坚定践行者。

说到此，我想起了家乡曾经辉
煌的老盐场。

我这里说的三北，是指 1954
年以前的余姚、慈溪、镇海三个县
的北部，它们合起来，差不多是现
今慈溪市的版图。自古以来，三北地
区有过多个盐场，有据可查的是：石
堰场、鸣鹤场、龙头场、清泉场、余姚
场、庵东盐场等。

石堰场。2003 年新编的 《慈
溪百事》 中说：“石堰场唐代创
设 ， 名 余 姚 场 ， 宋 初 改 名 石 堰
场。”《清一统志》 说：“ （石堰
场） 在余姚县东二十里，旧名买纳
场，元至正中设盐课司，今并置盐
大使。”该盐场故址在现慈溪市横
河镇的石堰 （原称石堰乡）。据

《慈溪盐政志》大事记中载：“元至
正十四年 （1354 年） 石堰场建盐
课司于流亭山。”

鸣鹤场。《慈溪盐政志》 中
载 ：“ 北 宋 咸 平 年 间 （998 年 —
1003 年） 置鸣鹤场于慈溪县之鸣
鹤乡。”而 《慈溪百事》 说：鸣鹤
场始建于唐。该盐场故址是现在的
慈溪市观海卫镇鸣鹤古镇景区一
带，不过鸣鹤场盐区很大，东至龙
头场，西至石堰场。又有说：宋初
石堰场分东、西两场，东场曾划归
鸣鹤场。鸣鹤盐场至今最大的历史
遗存是盐仓山。

龙头场。南宋开禧元年 （1205
年） 置龙头场盐课司于镇海县灵绪
乡三都。故址在伏龙山西侧即慈溪
的原龙场乡龙头场村。目前的慈溪
市龙山镇龙头场村是由原田央陈、
龙头场、林家三个村合并而成。龙
头场所辖盐地西至鸣鹤场，东至清
泉场，区域不大。

清泉场宋代时已经设立。据
《浙江省盐业志》 载，宋崇宁三年
（1104 年） 置清泉盐场，盐课司驻
崇邱觉海院东 （其地后称衙前），
领管 （镇海） 全县七乡盐事。镇海
的庄市在元代时称清泉乡，民国
19 年，清泉以乡驻地庄市村改名
为庄市镇，2001年9月以后改为庄
市街道。衙前村现属北仑区小港街
道。民国2年 （1913年） 划清泉场
归鸣鹤场。我想，从地域上说清泉
场不属三北的盐场，理由是它在原

镇海县的东南部。
余姚场就是石堰场并延及到后

来的庵东盐场。余姚场之称梅开二
度，石堰场唐代初创时就叫余姚
场，后改。宣统三年 （1911 年）
起复称余姚场。民国 4 年 （1915
年） 废石堰场的六仓改划七区，此
时，余姚场作业区已北移至庵东场
区。民国5年 （1916年） 余姚场场
公 署 由 石 堰 迁 至 庵 东 镇 。 直 至
1954 年 10 月姚北划入 （新） 慈溪
县后，余姚场之称才告结束。

庵东盐场。庵东一度因盐成为
特区，是当时独立于余姚县的县级
盐区。新中国成立后，曾建立过许
多以发展工、农业为目的的“矿
区”“盐区”“林区”等特区，行政
级别一般为县级，现已基本撤销。
1950年3月浙江省政府决定成立庵
东盐场特区，原庵东区政府改名为
庵东盐区政府，余姚盐务局更名为
浙江省盐务管理局第一分局。1953
年5月撤销庵东特区建制。翌年5月
又恢复，并直属宁波专署领导，可见
当年庵东盐场地位之重要。1956 年
6 月庵东盐区划归慈溪县管辖，那
时庵东被称为“小上海”，庵东盐场
被誉为“浙江盐都”。

在上面 6个盐场中，除庵东是
现代盐场外，其他可称为古盐场。
此外，在现代盐场中，还存在过浒
山盐场、逍林盐场等，它们场地

小、历史短，就不再赘述了。
从宋代开始的煎灶煮盐 （煎

熬），到清末兴起的一块块木质盐
板上晒盐 （板晒），再到 1960年后
在滩地中压成的晒场上晒盐 （滩
晒），后到晒场上铺设利于吸热的
黑色塑料厚膜，在膜上晒盐，三北
盐场历经了单位面积产量随着生产
方式的改进而一步步提高的过程。

产能提高了，盐场自然可以减
少。古代，沿海遍地是盐场，到后
来，沿海遍地是庄稼。伴随着上述
大趋势，三北盐场还呈现特有的向
北退的趋势，也就是说，海塘不断
地向北部的后海修筑，滩涂也不断
地往北淤涨，盐场就不断跟着咸地
往北转移。在转移的过程中盐场也
逐渐减少。

据载，宋、元至明代成化六年
（1470 年） 以前，三北各盐场位置
在大古塘以北、潮塘以南。大古塘
就 是 第 一 塘 ， 筑 于 宋 庆 历 七 年

（1047 年）。后来的桥头、樟树、
白沙、浒山、历山、周巷、朗霞、
泗门、临山等乡镇都建在大古塘
边。我自小就生活在大古塘南侧，
那时附近有个小村叫盐仓基，几年
前盐仓基的地名还保留着。

1470 年潮塘筑成，盐场渐渐
推移到潮塘以北。至明弘治二年

（1489 年） 筑周塘，盐场又渐移到
周 塘 以 北 。 清 顺 治 元 年 （1644

年） 至宣统末年 （1911），又新筑
榆柳塘、利济塘、晏海塘、永清
塘，清代盐场就在这四塘之间。其
间，鸣鹤场已经衰退，宣统三年

（1911 年） 龙头场废弃，残余归属
清泉场。延至民国时期，盐场位置
又北移到六塘以北。方兴未艾的庵
东镇正处于六塘上，庵东盐场即将
问世。1919 年，鸣鹤场废场改农，所
剩晒板并入余姚场。而此时的余姚
场（庵东盐场）却成了浙江第一大盐
场 。新 中 国 成 立 初 期（1949 年 —
1952 年）是盐场裁废期，然而此时
庵东盐场的名头开始叫响。

1967 年至 1979 年，庵东盐场
的年产量达到顶峰，在 20 万吨左
右。大凡一个产业达到了顶峰，意
味着离拐点不会太远了。1980 年
以后，盐业生产的经济效益远低于
农业和养殖业，更低于工业，盐民
不愿晒盐，盐田转产面积增大。至
1987 年底，已有 85%的盐田转农，
年产量仅剩1万吨。

21 世纪初，三北盐场中坚持
到最后的庵东盐场也退出了历史舞
台。新编的《慈溪盐政通史》大事
记中记载：“2001 年 11 月 9 日，慈
溪市最后 810亩盐田废转。有着千
余年产盐历史、曾是江南最大的盐
业基地的庵东盐场 （前身为余姚盐
场） 结束产盐历史。”短短的文字
里，带着深深的眷恋。

三北盐场之兴衰

林 鸥

又一次来到东钱湖边，湖光山
色，令人悦目。这次探访是为了给

“宋代就有忻氏居住于此”找到更可
靠的证据。

东钱湖边的忻氏，虽然崛起于
明代中期，但 500年后竟然已在陶
公山下占半山之地，可谓“大公一条
街”，彳亍三四里，一问路边人，家家
都姓忻。据民国年间统计，这里的忻
氏有 3000 户 1 万人之多。现在忻氏
子孙不但遍布海内外，在上海就有
8000 人。偶遇忻姓者，问起籍贯，
大多是宁波陶公山人。

因为母亲姓忻，我也算是半个
忻家人，我在 10 多年前开始寻访
忻氏之根，碰到最多的便是东钱湖
陶公山人。曾电话追踪到内蒙古，那
里的一位忻氏族人自称是支援内地
建设时过去的，祖籍宁波陶公山；又
打电话问宁波陶公山忻氏始迁祖的
原籍地福建南安，回答是当地无忻
氏。再查询福建省有关忻氏信息，问
到几个忻氏族人，先说是北方人，我
心中一喜，以为有寻根的线索，再问
才知福建的北方指浙江，这几个忻
氏族人还是宁波陶公山人。

再说 20 多年前，台州天台有
个青年来到东钱湖一带打工，他意
外发现陶公山上有不少忻氏的坟，
而他也姓忻，于是回村和本族乡亲
一说，这才发现原来他们一族是宋
时从东钱湖陶公山迁去的。于是村

里派人背着老家谱来寻亲，经过一
番周折，见到了当时陶公村中对历
史有研究的忻元良老先生。把两地
家谱一一比对后，发现台州忻氏的
祖先居陶公山时是宋代，现在陶公
山忻氏的祖先来陶公山时是明代，
两家家谱排行也不同，所以并不是
同宗。

不过，天下忻氏是一家，所以
当 1995 年台州忻氏重修宗谱时，
陶公山忻氏派代表前往送匾庆贺，
还领回一部新修的 《天台忻氏宗
谱》。台州忻氏为表示要与故乡的
宗族联宗，在重修宗谱中还新列排
行，以与陶公山忻氏排行一致。

但台州忻氏老家谱中传递出的
信息，让一直坚持自己是福建南安
来的陶公山忻氏族人有点迷惑了。

据台州忻氏老家谱记载，忻氏
是春秋时帮越王勾践复国灭吴的范
蠡之后，当地还传说陶公山之名是
忻氏所取。若这两条属实的话，足
以改写春秋范蠡的传记和宁波东钱
湖史。陶公村一些忻氏族人在接待
各地游客时，也会讲一些范蠡和陶
公山的传说。

但民间故事要与历史文献相印
证方是信史。我遍查宋元时的宁波地
方志，并无陶公山信息，更无忻氏线
索，只有南宋名相史浩的诗集中提到
陶公山。但台州忻氏老家谱中的说法
也不能轻易否定，我另辟蹊径，试着
从东钱湖边有宋元老家谱的其他姓
氏中寻找证据。

于是，著名大族史氏的宗谱即
在重点查阅范围内。自宋以来，东
钱湖史氏是大族，一代名相史浩的

后代更是遍布湖边，绵延千年。至
清光绪年间，以史家湾史氏宗祠为
大宗，人口最多，家谱最厚，《鄞
东史湾史氏宗谱》有12本。

一年前，我到上海图书馆查各
种史氏宗谱，当时《鄞东史湾史氏
宗谱》 只有残存的 6 本，没有找到
关于宋时忻氏的信息。一年后我找
到《鄞东钱堰史氏宗谱》，才见到史
浩的五世孙（即史浩之子史弥坚的
曾孙）史冕孙娶忻氏为妻，并迁居陶
公山。这成为现在史家湾史氏始迁
祖的文献证明。再进上海图书馆，又
在《四明史氏分支稿》中找到史冕孙

“宋时自鄞城徙陶公山”的记载。
这一次，我再到东钱湖边，正

是为了寻访史湾史氏宗祠，同时想
见见史氏族人是否还保存有老家
谱。这可是史氏太公和忻氏太婆在
史家湾的第三个文献证明。

在史氏宗祠工作的史佩玉先生
拿出其父史美发老人生前用朱笔抄
录的小家谱，上面写明“史冕孙，
配忻氏，封孺人”。这份小家谱，
记录了史佩玉先生这一家 20 代人
与忻家的种种姻缘，见此不由感慨
万分。一年前，我写过《忻氏与史
氏的姻缘》，当时对史氏所知不
多。一年后，我又续写忻氏与史氏
的姻缘，真是千年之缘，缘缘不断。

史氏宗祠中一位老人问我，怎
会对史氏有兴趣？我答道，我既是忻
家外甥，又是史家外孙，血脉相连。

因有家谱的传承，我求证了东
钱湖边两支忻氏家族的聚居时代，
同时还发现这两支忻氏家族因与史
氏联姻，在某种意义上又成了史浩

的后人。
东钱湖边，湖水相连，各家族

间也如这湖水一般，难解难分。我
在读谱中发现，除忻氏和史氏有姻
缘外，北宋名相包拯的 18 世孙包
垦也住东钱湖边，也娶忻氏为妻。
另外一些姓氏老家谱中，也有与忻
家联姻的记载。

发现陶公山在宋代即有忻氏居
住，应该说填补了宁波古姓氏居住
史的空白，同时也证明了台州忻氏
家族在宋代居住于陶公山的传说不
是虚言。

尽管现在还不知道在东钱湖聚
居的这两支忻氏家族祖源在哪里，
不过我相信凡走过必有痕迹，总有
解谜之时。

东钱湖畔，忻氏追源

戴骏华

春节有许多传统习俗，拜年
是其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倘若
亲友居住在外地，无法登门拜
年，邮寄贺年片便成了一项不错
的选择。

早在宋朝，文人雅士间就有
送帖致贺之风。明人文徵明在

《拜年》 诗中写道：“不求见面惟
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
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时
过境迁，古时的飞帖早已演变成
现在的贺年卡片。“忽得远书看百
遍”，亲笔书写的贺年卡片，不仅
有“见字如面”的亲切感，还给
收件人永远的留念。

书法曾是日常书写的主要存
在形式，有的师友才华横溢，笔
力雄健，写卡片时，将鲜明的个
性、超逸的品格诉诸笔端，无论
是 自 作 诗 词 ， 还 是 “ 向 您 拜
年 ”“ 吉 祥 如 意 ”“ 恭 贺 新 禧 ”
等简单祝福，都给人以冲和之
美 。 我 们 观 看 卡 片 上 的 手 迹 ，
觉得那些文字，变得有血有肉，
充满生机趣味，仿佛能跃出纸
面，跳入心间。

“手礼八行诗一篇，无由相见
但依然。”辞旧迎新之际，一些师
友不但斟酌字句，还将小小的拜
年封片变幻出许多新意，比如在
封片上贴了前一年和当年的生肖
邮票，分别加盖当地除夕和正
月初一的纪念邮戳或日戳。方
寸天地虽小，艺术典范尽容其
中，令人爱不释手。有的师友
算准了寄达时间，邮件于正月
初 一 准 时 投 递 到 对 方 的 信 箱
中。但有时会因各种原因致使祝
福卡片晚到几天，当然，“有心拜
年十五不晚”。

明信片上的图画，不同于照
片，在设计发行之初即经历了严
苛的取舍，只有高水准的漫画、
版画、油画、水彩画、摄影作品
等，才能进入备选平台。记得大
学毕业后的第一年新春，我给同
学们邮寄贺年明信片，其中有一

位同学在回函中写道：“今天总算
见到贺年明信片的庐山 真 面 目
了，以前我一直将‘明信片’写
成‘名信片’，想想自己还是语
文老师，差点误人子弟，你真
是我的一字之师啊！”实寄片的
价值，还表现在卡片中各种邮
戳所承载的邮路，准确见证了
寄收时间，深深地烙上了岁月印
记。

“八行代我传心事，千里从人
索好音。”人们使用较多的是邮
政发行的贺年有奖封片，发行
20 余年来，一直保持着系列性
和 延 续 性 ， 该 体 系 包 括 明 信
片 、 信 卡 、 普 通 封 、 幸 运 封
等，全都印有邮资图，寄往全
国范围内不用再贴邮票，既方
便又实用。犹忆 12 年前的乙酉
鸡年， 贺 年有奖明信片全套 31
枚，背面图案为我国大陆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的新年快乐图，
表现不同的地域景观和人文风
貌，形式新颖又洋溢着喜庆。我
特地在年前购买了数十枚浙江版
明信片寄给省外的师友。而那年
我收到的贺年片中就有 19 张属
于该套明信片，极富趣味性。这
类封片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封
片上印有兑奖号码，寄件人希望
将好运传递给收件人。一般元宵
节晚上开奖，三 月 至 五 月 初 兑
奖。某年五一节前夕，有位老
师打电话给我，高兴地说：“谢
谢你的红包！”我一时诧异，细
问之下，才知我寄的明信片中
了二等奖。我也有幸得过几次
小奖，虽是些小物件，但终究
是托师友之福，喜悦之情不可言
说，这也可以视作正月喜庆气氛
的延续。

有人说，如果把宇宙的形成
比为一年，那么太阳系的形成只
有一月，地球的形成只是一天，
人类的诞生——只是新年钟声敲
响前的几秒钟。随着现代科技
的不断进步，各种新兴的即时
通 信 工 具 被 越 来 越 多 的 人 运
用，传统的祝福邮件呈现逐年
下降趋势。新年祝福的形式日
新月异，但世间的真情、亲人的
问候永不改变！

尺书飞云贺新年

小洋楼是和丰纱厂旧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二层外廊式西洋风
格楼房，四坡顶，面阔三开间，前有围廊，柱头为爱奥尼柱与科林
斯混合式，外墙红灰相间，内部装饰西化，房间、廊前顶上均饰石
膏吊顶与石膏线脚。

原和丰纱厂创建于 1905年，由戴瑞卿等 21人组成“和丰纺织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和丰纱厂），是新中国成立前宁波工业代表中

“三支半烟囱”之一。2011年，浙江省人民政府公布其为省级文保
单位。 （丁安 绘）

和丰纱厂旧址•小洋楼

老照片

乡 愁

慢时光

甬城绘

史湾家谱抄本中的忻氏标注。

①塑料厚膜上晒盐。
②盐业最后的盐垛。
③现已难得一见的老

盐板。
（桑金伟 摄）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