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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记忆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党史·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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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有云：“靠山吃山，靠海

吃海”，宁波是“山海皆优”。若
问历史上的宁波出产什么，必绕
不开志书中提到的“物”。

这 里 的 “ 物 ” 指 土 物 、 土
产，或者是物产、特产，既是土
地农林产出之物，也是人为加工
之物，代表着一个地域的特色，
也是地方志记载的重点。

历代方志在纲目上对“物产”
内容有明确设置，有的设在“风土”
等卷中，有的单列卷目名称为土
产、叙产、物产，民国《鄞县通志》则
专设“博物志”。同时，在总体布局
上确认物产内容是志书的组成部
分，乾道《四明图经》“四明图经序”
提到，北宋大观年间编纂图经（即
已佚失的大观《四明图经》），曾记
载地理远近、户口主客、物产异宜
等，该志“总叙”阐明记述所辖县风
土物产等，是为“以传不朽”。

四明八百里，物色甲东南，宁
波历来有“鱼米之乡”的美誉。太史
公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有

“楚越之地，饭稻羹鱼”的记载。“食
鱼与稻”是“江南之俗”，宁波区域，
山、湖、海货具备。历代志书中的物
产志，罗列了大量“食材”。

嘉靖《宁波府志》卷十二“物
产”中，陆生蔬菜类有莴苣菜、油
菜、白菜、莙达菜、芥菜、葱、韭、蒿、
芹等 36种，还有列入“水实之属”的
菱、藕、莼、茭白、紫菜、海藻等；鱼
类有鲈鱼、银鱼、马鲛鱼、比目鱼、
墨鱼、带鱼等 53 种，“介之属”的有
蝤蛑、蚶子等。

民国 《余姚六仓志》 卷十七
“物产”记录了“豆之种甚多”，
有乌豆、黄豆、茶豆等18种。

志书详尽记录了宁波物产的
主要产地、外观形状、种植时令
等信息。如杨梅记有金家乌、许
家乌、韩家晚、大荔支、小荔支
等种类，茄“有紫白二种”，菱

“ 有 青 红 二 色 ”， 莼 “ 多 生 东 钱
湖”，梨有“青梨、沙梨、雪梨、
酥 梨 、 棠 梨 ”， 梅 鱼 “ 首 大 朱
口，金鳞长可三四寸”等等；有
的作了相关特点的补充，如提到
乌竹“其笋最佳”，茭白“八九月
间生于水中味美可啖”，产于鄞县
的杨梅“以小溪木坑者为最，西
山次之”。

有趣的是，旧志还反映了物
产的变化，宝庆志中，有一种出
自 四 明 山 名 叫 “ 青 棂 子 ” 的 水
果，已经“名存实亡”；成化志记
载了历史上有“形如西瓜而小、
子有红黄黑三色”的“金子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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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地方都会有特产，而“进

贡”的必然是特产中最好的东西，
“贡者，从下献上之称，谓以所出
之谷，市其土地所生异物，献其所
有，谓之厥贡。”（《禹贡·疏》）
可见，贡赋之物，为一地“所生异
物”，也就是特产之物。

宁波古代有许多贡物，嘉靖
《宁波府志》中便有记载，“岁贡品”
有宁波府的茶芽和鄞慈两地进贡
的泥螺、紫菜、虾米、鹿角菜、墨鱼
干、茶芽7种；“锡贡品”有宁波府的
蚶子、酱蝤蛑、鲳鱼、银鱼、鳗鱼、龙
头鱼等海产品 16 种和橘、金橘、金
豆等果品6种，慈溪、奉化、定海、象
山也有各自的贡物，如慈溪的鲻
鱼、泥螺、虾米、金橘，但基本以海
产品为主。

每年小寒至正月，是奉蚶最
肥美的季节。过年期间，不少宁
波 家 庭 的 餐 桌 上 亦 少 不 了 这 道
菜。《雅尔》 谓蚶子为“魁陆”。

《艺苑卮言》：“海味，宁波醉蚶为
最。”一提到宁波的蚶，就会自然
想到奉蚶。奉蚶，唐宪宗元和四
年，朝廷列它为贡品。

宁波人食蚶的历史很悠久。
近年来挖掘的古墓里，就有蚶作
陪葬的。宁波历代地方志均有对
蚶的记载，或详或简。至正 《四
明续志》 载：“有芽蚶，壳棱细
布 ， 肉 肥 ， 多 出 鲒 埼 ， 冬 日 有
之 ， 亦 采 苗 种 之 海 涂 ， 谓 之 蚶
田”。可见，在元代至正年间，蚶
子即开始人工养殖。作家汪曾祺
在小说 《金冬心》 中，开列了一
桌南北杂陈的佳肴，其中“宁波
瓦楞明蚶”，赫然在目。

在宁波人喜爱的食材中，海
鲜，情独钟，意难忘。

宁波籍学者型美食家袁枚，
在他的 《随园食单》 中明指宁波
海鲜食材的就有许多种，如：“海
蜒，宁波小鱼也，味同虾米，以
之蒸蛋甚佳”。又如：“江瑶柱出
宁波，制法与蚶、蛏同。其鲜脆
在柱，故剖壳时，多弃少取”。

其中，江瑶柱亦是贡品。“哲
宗绍圣三年 （1096 年），诏明州岁
贡车螯玉柱五十斤，俗称之‘红
蜜 丁 ’， 东 坡 所 称 ‘ 江 瑶 柱 ’
也。”宝庆 《四明志》 里 《叙产》
就有关于江瑶柱的记载：“江珧，
以柱为珍，东坡有 《江珧传》。一
种小者曰沙珧。”“珧”“瑶”同
音，珧解释为蚌、蛤的甲壳，古人
做弓、刀时用来作装饰物，瑶自然
是美玉，江珧是一种海蚌，蚌壳略
呈三角形，生活于海边泥沙中。江
珧柱，就是江珧的肉柱，即江珧的
闭壳肌，肉质鲜嫩，美味可口，晾
干后为干贝，吃起来味醇、无渣、
爽口，是一种名贵的海产品。

江瑶柱之名的最早出处，是唐
刘恂《岭表录异》卷下：“马甲柱，即
江瑶柱。”苏东坡在其《四月十一日
初食荔枝》一诗中说：“似开江鳐斫

玉柱，更洗河豚烹腹腴。”在苏东坡
看来，“荔枝厚味高格两绝，果中无
匹，唯江瑶柱、河豚近似”。

鲁迅先生在《两地书·致许广
平九六》中说：“我这里是什么事也
没有发生，不过前几天很阔了一
通，将伏园的火腿用江瑶柱煮了一
大锅，吃了。”鲁迅先生在饮食上也
颇有一道，火腿与江瑶柱同煮，自
然是一款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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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中国传统节日里，要数

春节过得最漫长。北方人讲究除
夕夜里吃饺子，至于宁波人，香
甜软糯的猪油汤团才是正月里的
固定搭配。

说到汤团，不得不说到宁波的
饮食文化。地处宁绍平原的宁波，
早在河姆渡时期，人们已开始栽培
水稻。宁波的饮食文化充满了稻作
文明的光华，出现了各种米制品，
决定了宁波传统点心以糕团居多。

宁波历代志书对水稻等作物
进行了细致描述，宝庆志载，“明之
谷有早禾，有中禾，有晚禾”，论品
质处暑时产出的中禾“最富”，并记
载早黄、晚青、占城等稻种 25 种之
多。嘉靖《宁波府志》除了记载水
稻，还提到了“糯之属”，有早糯、晚
糯、黄香糯、白糯、麻糯、乌撒糯、赤
糯、丁香糯、桂花糯等品种。

汤 团 ， 是 元 宵 节 必 备 的 食
馔 ， 过 去 “ 老 宁 波 ” 往 往 亲 手
裹。制作宁波汤团的糯米粉，须
是水磨的，裹汤团前一定要用布
袋 沥 干 水 分 ， 待 把 馅 料 包 入 粉
团，一只只手工搓成，汤团上碗
后，还要放糖桂花、红绿丝，既
好看，又香甜。

年节的软糯甜点，还有一道
浆板圆子。宁波老话所说的“浆
板”，就是甜酒酿。这碗点心，上
至 耄 耋 ， 下 至 孩 童 ， 都 交 口 称
赞。正如宁波汤团粉一样，做圆
子的水磨糯米粉工序最是繁杂严
谨，独具宁波地方特色。

都说“乡味”中蕴含着“乡情”，
宁波人的食材中，颇有“四时”之味。

在旧时，初冬后，收割完最后
一茬晚稻，西北风渐起，家家户户
忙着搡年糕。用晚稻新米制成的宁
波年糕，“的滑”，不会“粉滋滋”，而
且久浸不坏。“春在溪头荠菜花”，
时令荠菜，配以冬笋丝、香干丝，裹
以春卷皮子，恰给餐桌增添一丝

“爽朗”的春意。清明麻糍中的艾
叶、松花粉，更是春天的应景之物。
而被“老宁波”津津乐道的灰汁团，
那种醇醇的、酽酽的清香味儿，正
是源自新打的稻草所煅之灰和新
打的早稻所轧之米。中秋前后，宁
波本地鲜藕大量上市，桂花也处处
开放，加上新收的糯米，三样食材，
无不是深秋的馈赠，便也成就了独
特的江南味道。

这些“四时”之味，化入口中，
便会引出一丝丝“乡愁”，美好，又
意味深长。

1 月 22 日至 23 日召开的全市党
史研究室主任会议确定了今年我市
党史地方志工作重点。根据部署，
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工作。

继续加强政治建设。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及时传达落实中
央、省、市委重要会议精神，组织
召开全市党史地方志工作会议，加
强“史志鉴”基本著作和“报刊
网”意识形态领域阵地政审管理。

深化党史正本编研。抓好市本
级党史三卷初稿修改和统稿，完成复
审程序、形成终审稿，加快推进区县

（市）党史三卷的编纂和审稿，选择 1
个到2个资政课题开展资政研究。

倾力打造精品志鉴。《宁波市志
（1991—2010）》 完成复审和终审，

区县 （市） 二轮修志全面收官，召
开基层志工作推进会，打造年鉴系
列精品，有序推进历史文献整理工
作，完善年报资料电子库平台，充
分发挥史志服务社会的功能。

大力传播史志文化。召开党史
学界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
年学术研讨会，做精做优 《宁波史
志》 期刊，加强革命遗址保护利用
工作，推进宁波党史馆馆址调整，
扩大史志工作影响力。

切实抓好自身建设。开展“牢
记初心使命、勇于奉献担当”专题
教育实践活动，加强党组织标准
化、规范化建设，抓好机关作风建
设，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加
强史志干部队伍建设，为史志事业
发展提供组织保障和人才支撑。

今年我市党史地方志工作重点确定

1 月 28日，市委党史研究室理论
中心组召开学习会，学习传达十九届中
央纪委三次全会、省纪委十四届四次全
会和市纪委十三届四次全会精神。

会议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中央和
省、市纪委全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
务，深刻认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
新要求、新任务、新举措，准确把握新
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总体
要求和重点任务，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扛起管党
治党的政治责任，把全面从严治党要
求落到实处。

会议要求，要强化思想理论武
装，确保每位党员干部入脑入心、

见行见效，不断强化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史志
工作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
自觉。要强化政治引领，确保令行
禁止、政令畅通。要把政治建设摆
在首要位置，严格落实党建工作责
任，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要强化
作风建设，确保要求不松，力度不
减。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切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推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取
得成效。要紧紧围绕新时代党的建
设总要求，坚定不移地加强和改进
党的建设，推动清廉机关建设，为
史志事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市委党史研究室开展专题学习

日前，中国出版协会年鉴工作委
员会组织开展的第六届全国年鉴编
纂出版质量评比活动结果公布，宁波
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编纂的《宁
波年鉴 2018》获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3
项，分别为“编校质量和出版时效”单
项特等奖，综合一等奖和条目编写、
装帧设计单项一等奖。

该部年鉴是我市坚持地方综合
年鉴“一年两卷”滚动工作机制的最
新成果，也是编纂机构和全市 170余
家单位 250 余位主要撰稿人攻坚克
难、争创高质量年鉴取得的成绩。

全书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严
格把握政治方向，记载内容上城市
特点突出、年度特色鲜明。条目选
题精准、信息服务价值高，图照、
表格等表现形式配合得当。纲目框
架合理、层次分明，其中 《总述》
类目 《城市荣誉》 分目详述宁波在
全国的影响力，《专记》 类目记录

“全面深化改革”“全国文明城市
‘五连冠’创建历程”等 4件兼顾当
年与阶段性的大事，《区县 （市）》
类目专设反映每个卫星城发展条
目，《附录》刊登一批调查资料。

《宁波年鉴2018》获全国奖项

近日，清代赵霈涛编纂的《剡源
乡志》由奉化区地方志编纂办公室影
印出版。

《剡源乡志》影印本分上中下三
册，二十四卷，另设卷首和附。纂者赵
霈涛，字武烈，号醉仙，剡源乡三石村

（今属溪口镇）人，晚清附学生员（秀
才）。光绪二十二年，始编《剡源乡
志》，历时6年，三易其稿，成书24卷。
光绪二十八年，由剡曲草堂木活字本

刊出。1916 年，剡曲草堂推出铅印
本，此影印本以铅印本为底本。

剡源为奉化旧乡名之一，大约是
现在溪口镇域内包括董村、班溪、斑
竹、跸驻、岩头等地。《剡源乡志》内容
丰富，含地理、风俗、氏族、宗教、人
物、艺文、古迹、物产等，是反映旧时
剡源一带社会现状的百科全书，对研
究奉化尤其剡溪流域的地方文化具
有重要作用。

《剡源乡志》影印出版

灵山学校党组织活动地旧址位
于北仑区大碶街道邬隘村。

灵山学校以早期共产党人革命
活动、师生的反帝反封建光荣革命
传统载入史册。民主革命时期，先后
有数十名中共党员在此任教。灵山学
校在党员和进步教师积极努力下，培
养了许多优秀革命学生，如革命烈士
胡焦琴、王文荣、李长来等，曾任浙江
省副省长的王起、王博平，曾任杭州
市委书记的王子达，以及文化名人
王鲁彦、周大风等。

1926 年，邬保润校长在学校和
灵岩乡宣传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
动；中共镇海县特别支部成立后，

灵山学校成立党小组，由王文荣负
责，积极组织宣传抗日救亡活动，
发展王子达、林素英等进步学生加
入青年团；1937 年，张尔华在灵山
学校任教期间进行地下活动，发展
同 事 毛 严 加 入 共 产 党 ； 1940 年 3
月，毛元仁任灵山学校校长，开展
地下活动，宣传革命思想。

灵山学校曾改名为邬隘中学，
2008 年 9 月，邬隘中学与邬隘小学合
并，复名灵山学校，占地1.9万多平方米。
2017年，灵山学校改名为灵山书院。

灵山学校党组织活动地旧址于
1993 年 8 月被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政
府公布为北仑区文物保护单位。

灵山学校党组织活动地旧址灵山学校党组织活动地旧址

舌尖上的年味，让春

节变得“有滋有味”。正

月十五吃元宵，便是宁波

年俗里的一道“乡情”与

“乡味”。

在这份乡味里，一道

道美食，一样样物产，被

记录在一部部志书中，串

联成温暖生动的市井生

活，氤氲着宁波人对生活

的热爱。

王佳 周东旭 高曙明

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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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庆《四明志》对带鱼、鳗等“水族之品”的记载

的

蚶子

丁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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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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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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