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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镇村名
承载着历史信息和人文底蕴

一个地名，就是一段历史碎
片；一个地名，就是一幅风情画
卷。不论雅称，还是简称，镇名、
村名，蕴含着众多的逸闻趣事，更
承载着一个地方的人文底蕴。

钟公庙街道，以钟公庙得名。
南宋鄞县县令钟元鼎，字廉，兴修
水利，排涝保丰，筑鹊巢碶，捕蝗
除害。百姓于碶旁修钟廉庙以祭
祀。清道光二十四年 （1844 年），
为避名讳改庙额为“钟公”。有

“宁波帮”严氏建筑群。2003 年镇
改街道，至今亦然。

马渚镇，秦始皇东巡，“屯兵
渚山之上，饮马于潭”，故名马
渚。获省级中心镇、省绿色小城镇
等称号。

丈亭镇，慈江、姚江分流处，
有石矶十七八丈，古人筑方丈室其
上，旧曰丈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鲻山遗址。

莼湖镇，镇以湖得名。清光绪
《奉化县志水利》记载：“莼湖，宋
绍兴间置，积水溉田八百余亩，因
产莼，故名。”

尚田镇，据传村前有和尚畈，
附近有和尚堰，村以田畈为名，雅
化为尚田畈。清嘉靖《奉化县图志
碶堰志》：“和尚堰，县东南十五
里，元知州马称德重修。”宋代时
已成村，称尚田，属石门里，并在
此置有专事递送公文的递铺。

云龙镇甲村，村民主姓王，宋
代王启从鄞县燕山王家迁此。甲村
寓意永葆大村。另一说，甲村原名
榆荚村，简称荚，谐音甲村。有清
代、民国建筑多处。鄞县三“乡
贤”之一——王廷赓的故里。1976
年在甲村石秃山出土国家一级文物
——战国时期的“羽人竞渡纹铜
钺”。

谢家路村，旧时有路自镇上谢
氏宗祠直通海滨，名谢家路，村以
路命名。先后获全国文明村、全国
首届十大幸福村等称号。

白鹿村，唐陆龟蒙在此有“时
领白鹿过”诗句，故名。获“华东
最美油菜花村”称号。

朗霞村，古有集市，多在廊檐
下交易，因初名廊下，后雅化为朗
霞，以此得名。

宋家村，位于庄市街道。宋姓
先世于清雍正年间由福建莆田迁慈
溪后复迁此。清末民初，著名工商
实业家宋炜臣故里在此，建有宋氏
宗祠。

洪塘街道裘市村，古村落，裘
姓定居于此，每逢单日有集市，长
年日久，相沿成俗。村内有 7处区

级文保点。
慈 城 镇 白 米

湾村，古村落，该村
土地肥沃盛产大米，称白米湾。村
内有3处区级文保点。

东溜场村，明时，该地是运溜
煎盐之处，建有大量泥墩及溜碗。
村东有个高地，为当时的盐仓，运
盐牛车停留此地，因位于东侧，称
之为东溜场，后相沿成村名。

山川古迹名
藏着对故园那山那人的眷恋

要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
住乡愁。乡愁是什么？乡愁是对故
土一草一木的思念，是对故园那山
那人的眷恋。它不是抽象的，它就
是那一座老屋，一条山路，一棵古
树。每一个山头、每一处古迹背
后，都藏着故事。

大慈寺，位于东钱湖东岸，建
于宋绍兴二十年 （1150 年），当时
住僧逾百，为浙东著名丛林。宋嘉
定十三年 （1220 年），被史氏请为
功德寺，南宋宁宗特赐“教忠报国
寺”门额。目前大慈寺尚存山门和
大殿前后两幢，旧貌依稀。现存大
殿为五开间歇山式建筑，具有明显
的明代木结构建筑造型特色。为日
本大缥山大慈寺祖庭。南宋宰相史
弥远亦葬于寺右。

求精学堂，位于梅墟街道求精
路 3号。由谢天锡于清光绪三十四
年 （1908 年） 在西方寺址上捐资
兴建。现存校舍坐北朝南，前幢西
式教学楼，后幢为中式礼堂。培养
了中科院院士戚正武、工程院院士
郁铭芳、广州起义烈士沙文求等。
近现代书法大师沙孟海曾在此任
教。

舜江楼，亦称鼓楼，建于城墙
之上，是目前余姚市内仅存的一段
古城墙，初建于元代。2011 年被
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仙圣庙，始建于南宋，重建于
清康熙八年 （1669 年）。庙内有古
戏台，为宁波地区现存戏台中年代

最 早 、 技
艺 最 精 湛 的 一

座。
澥浦月洞门，位于澥浦镇凤凰

山 南 麓 书 院 ， 原 系 古 澥 浦 闸 桥
洞。拱形石砌建筑。月洞门建筑
何年志无记载，因澥浦闸建于明
代前，据字义辨释，建闸时月洞
一带已淤为陆地，推测当在元明
之间。今月洞门尚完好，为镇海
古迹之一。

息云寺山，位于澥浦东 1000
米，海拔 86 米，古称汇源山，又
名岚山。山之南旧有息云寺，建于
宋治平年间，寺后有汇源龙潭。另
有明时抗倭驻军遗迹多处，山巅有
烽堠台，山麓有饮马池。

马鞍山，因山峰起伏形似马鞍
得名，旧称骠骑山，山上有全国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保国寺。

营房山，原名向头山，位于慈
溪市观海卫镇。宝庆《四明志》和
延祐《四明志》皆有记载。南宋宝
祐六年 （1258 年），向头山作为海
邑要塞，朝廷在此建造水军、土军
两寨。明洪武年间，设向头巡检
司，并在山头设置烽堠。明朝中
期，向头山下成为倭寇的主要登陆
地。镇守浙江的将领俞大猷等多次
在此指挥抗倭战斗。清顺治康熙年
间，观海卫建立汛地，驻防绿营兵
营房，设置炮台、炮房，民间俗称
向头山为营房山。清道光二十年

（1840 年），观海卫军民曾在此抗
击入侵的“风鸢”号英舰。

一鑑池，古称东泉池，位于东
长营弄南端，池略呈三角形，周边
置有石栏杆围护，原为居民取淡水
之地，其起源约为五代开平年间。

白水冲，位于梁弄镇道士山，
《浙江通志》记载：“山壁峭立，有
泉四十二道，投空而下，是曰白
水。白水宫在其下。”

曹彬纪念馆、大溟黄氏宗祠、
徐氏宗祠、陈氏宗祠，皆是北仑区
区级文保单位。比如陈氏宗祠，始
建于光绪三十三年 （1907 年），竣
工于宣统三年 （1911 年）。陈氏祖
上由姜山分移东溪后迁居盘谷 （杨

岙），至今五百余年。历经数代先
辈努力，建成陈氏宗祠，“大本
堂”用于祭祖，议定乡规民约及家
族重要事务、婚丧庆典等具体实施
细则，以家谱规定为束律。

堤堰道路名
接续了千百年传承

时代变迁，身边的事物都在发
生着变化。而有些老地名，比如
桥，比如堰，比如路，依旧与人们
的生活发生着“链接”。

大石碶，位于新河与奉化江交
汇处。宋淳祐二年 （1242 年），郡
守陈垲主持新建，历经修理改建，
现建筑为 2001 年重建。主要泄鄞
东中塘河与前塘河尾闾之水。此碶
与楝树碶同为鄞东南历史最早、功
能最卓越的两座水闸。

府前桥，位于东吴镇南村，旧
称“三溪桥”，跨前门河。该桥建
于宋，是一座漫水型的二墩三孔石
梁平桥。

白云桥，位于余姚鹿亭乡，建
于唐贞观年间，重建于清光绪年
间，因气势犹如“初月出云，长拱
饮涧”，故取名白云桥。2011 年被
定为省级文保单位。

澄浪堰，宁波市区保存完好的
水利航运设施。鄞江廊桥，曾是浙
江省第一座木结构风雨廊桥。

青林渡，李碶渡，半浦渡，皆
为古渡口，省级文保单位。

荪湖，因湖多香荪得名，自清
朝起使用，1957 年建水库，始建
沿用至今。

生宝路，以原有的生宝桥得
名，为老江北重要道路。使君街，
巷内原有佘使君庙得名，旧时江北
街巷，民国 《鄞县通志》 已有记
载。慈城镇尚志路，以尚志桥得
名，旧时江北街巷，清光绪《慈溪
县志》 已有记载，民国时期定现
名。

茅岭古道，因所经茅岭得名，
很早已有，沿用至今。

宁波市第二批历史地名文化保护名录出炉

304个老地名 勾起你多少往事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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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鄞州

行政区域：梅墟街道 钟公
庙街道 东吴镇 五乡镇 邱隘
镇

行政村：天 童 村 翻 石 渡
村 上李家村 甲村 董家跳
村 管江村 小白村 殷湾村

居民点：让里
道路街巷：华严街 大步街
纪念地：李惠利故居 金峨

寺 大慈寺 杨公祠 太白庙
求精学校

山：大梅山 隐学岭 阿育
王山

桥梁：白鹘桥 府前桥
堤堰：大石碶 莫枝堰 铜

盆闸

■海曙

行政村：新 庄 村 沙 港 村
建岙村

居民点：蜜岩
桥梁：石 马 塘 桥 隐 仙 桥

鄞江廊桥 七乡桥 启文桥
纪念地：后屠桥革命烈士陵

园 宋徽宗御笔碑 御史中丞
第 四明山坊 聚魁里石牌坊
沈光文纪念馆 大方岳第 孙中
山演讲处 袁牧之故居

道路街巷：新 芝 路 卖 鱼
路 望京路 秀水街 华夏巷
宝奎巷

河流：祖关山河 五江口漕
渡口：青林渡口
堤堰：澄浪堰 大西坝碶
寺：白衣寺

■宁海

行政村：梅 枝 田 村 箬 岙
村 岭徐村 梁坑村 马岙村
麻岙村 庙岭村 岭口村

居民点：下河 峡山
纪念地：山 洋 革 命 根 据 地

王锡桐起义遗址 梅花村会议遗
址 厚诒堂 方孝孺读书处 文
峰塔 育英书院 井山庙 吉祥
寺 福泉寺

桥梁：道士桥 惠德桥 宏
济桥 阆风桥 归锦桥 登瀛桥

（跃龙街道）
港湾：铁港 白峤港
道路街巷：道义坊巷 二亩

园巷 力行巷
山岭：岵岫岭 铜岭岗 栅

墟岭

■象山

行政村：梅 溪 村 下 庄 村
新罗岙村 夏雨岙村 文岙村
车岭村 倪家村 舫前村 塘岸
村 马岗村 海台村 黄公岙
村 鸡鸣村

居民点：南 庄 九 顷 大
林 马 岙 章 家 墩 溪 沿 中
庄 潘 埠 伊 家 山 横 埕 岳
头 南堡 南堡黄 月楼岙 励
家坪 昌国

桥梁：瑞安桥 五眼桥
山：蒙顶山 大佛头山 象山

河流：下沈港 马岗河 九龙
江 大塘港

古道：东溪岭 西沙岭

■镇海

自然集镇：骆驼桥 清水湖
居民点：陆家庄 秦家岙 杜

良岙 宋家
道路街巷：横 街 弄 太 史 弄

滚江弄

桥梁：市西桥 黄杨桥
纪念地：澥 浦 月 洞 门 马 家

桥 黄公祠 南山书院 净圆禅
寺 香山教寺

碑亭：父子进士亭
山：息云寺山
水池：一鑑池

■江北

行政村：裘市村 压赛村 白
米湾村

渡口：青林渡 李碶渡 半浦
渡

水库：荪湖
河流：慈江 江北大河
山：马鞍山
闸坝：姚江大闸
道路街巷：生 宝 路 使 君 街

车站路 永明路 尚志路
纪念地：浙海关旧址 谢宅旧

址 中国通商银行宁波分行旧址
朱贵祠

■北仑

山（岛）：梅山岛 外峙岛
井：后所村西门井
池塘海塘：外峙塘
河流：芦江河 岩河
渡口：江南镇海渡
纪念地：后所项氏宗祠 后所

城 三代经师堂 曹莘畊故居 曹
彬纪念馆 大溟黄氏宗祠 徐氏宗
祠 陈氏宗祠 永义讲堂 灵峰禅
寺

古道：茅岭古道
房屋：贺云章大屋
碑亭：穿山村王安石纪念亭

■奉化

行政区域：莼湖镇 尚田镇
行政村：葛岙村 斑竹村 棠

岙村 蒋葭浦村 畸山村 栖凤
村 壶潭村 吴家埠村

居民点：长汀社区
道路街巷：直街 西街
桥梁：东门社区资福桥 藏山

大桥
纪念地旅游景点：剡源九曲之

一曲六诏 之二曲跸驻 之三曲两
湖 之四曲桕溪 之五曲三石 之
六曲茅渚 之七曲班溪 之八曲高
岙 剡源九曲之九曲公棠 孔圣
殿 法昌寺

河流：泉溪 甬新河
山：仰天湖山
塔：金钟塔

■慈溪

行政区域：龙山镇 周巷镇
片村：范市 河角 龙头场
行政村：龙南村 杜岙村 大

岐山村 天妃宫村 潭河沿村 天
香桥村

居民点：东溜场 大夫第 梅
林市

河流：东横河 四灶浦 水云
浦 潮塘横江 淹浦

山：营房山 寺山 桃花岭
石人山 眉山 乌山

桥梁：运河桥 界堰桥 老百
两桥

纪念地：洞山寺 定水寺 显
志学校旧址 下梅林庙 它山古
迹 朝北凉亭

湖泊：灵湖 窖湖
道路街巷：柴弄 水门路 平

王街
海堤：永清塘

■余姚

行政区域：马 渚 镇 丈 亭 镇
四明山镇

行政村：蜀山村 康山村 凤
亭村 历山村 临城村 十六户
村 谢家路村 渔溪村 车厩村
大隐村 兰溪村 五桂村 大岚
村 梨洲村 白鹿村 朗霞村

居民点：冠珮 奖嘉隆
道路街巷：阳 明 东 路 新 建

路 府前路 世南东路 南河头
路 管家弄

桥梁：白云桥 五马桥 积善
桥 双邑桥

纪念地：舜江楼 仙圣庙 胡
界老宅 蒋梦麟故居 浙东行政公
署旧址

公园：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
河流：最良江 候青江
瀑布：白水冲

宁波市第二批
历史地名文化保护名录

地名，就像一个特有的文化密码，是一座城市历史的“活化石”，更是安放乡愁的最美容器。
为摸清地名家底，加强地名文化保护，我市在开展地名普查、推进地名标准化的过程中，深入挖掘地名

文化，实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工程”。
不久前，我市公布了第二批历史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据介绍，此次甄选，主要从地名的历史性、文

化性、知名度、独特性及传承价值等方面进行考量，同时经过专家评审、征求意见等环节，共有304个地名
收录其中。

这些地名，涵盖了镇、建制村、自然村、河流、山、桥梁、纪念地、湖泊、道路、堤堰、碑塔等类别。
历史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公布后，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摈弃、废止原址地名，要优先延续、保

留、规范使用历史地名，并根据建设实际，适时复活部分具有重要文化意义的历史地名。

姚江大闸

天童寺天童寺

卖鱼路卖鱼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