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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故

随思录

宁波地名谭

漫画角

蓝 波 绘摆法

王祖和 绘新“乐不思蜀”

陈鸣达

通常人们总认为知难而进是积
极的，知难而退是消极的；知难而
进代表进取、担当、勇敢；知难而
退则意味逃避、胆怯、懦弱。一句
话：知难而进是褒义，知难而退是
贬义。

知难而进与知难而退是同一事
物的两个方面，如同一个硬币的正
反面。如果说知难而进是勇气和魄
力，那么知难而退则是智慧和策略。
凡事皆应审时度势，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能进则进，不进则退，方能立于不
败之地。若一味冒进蛮干，不到黄河
心不死，不撞南墙不回头，其失败是
不可避免的。当然，一味地退却，畏
缩不前，要成功也是一句空话。

知难而退作为成语，很早就有
了。《左传·宣公十二年》 记载：

“见可而行，知难而退，军之善政
也。”毛泽东同志是运用这一策略
的典范。早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时，毛泽东就说过军事斗争“打
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并总结
出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
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第
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主力进行
战略大转移，为北上抗日保存了实
力。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同志

《论持久战》 一文中提出了“战略
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的三
个阶段说，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指明了方向。

知难而退作为“军之善政”，
不仅被军事指挥家们广泛运用于军
事领域，而且在政治、经济、外交
领域得到应用。人们知道谈判是一
种妥协的艺术，妥协的实质是某方
面的退让。当经济出现过热、结构
失衡时，宏观的调整政策就会出
台，所谓调整，也即放缓节奏。在
外交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缺乏
话语权，那是因为实力还不强，只
能韬光养晦。有的企业家看不到市
场经济大潮中的激流险滩，不知道
及时调整，稳步前行，而是一味追
求做强做大，盲目扩张，最后企业
之船不幸被大潮淹没⋯⋯

知难而退还是为人处世的秘

籍，比如见好就收、急流勇退，都
是人生经验的总结。退一步海阔天
空，忍一忍云散日出，体现出一个
人心态的淡定和胸怀的大度。韩信

“胯下之辱”的典故，说的是一地
痞非要韩信从他的胯下经过，韩信
不予计较，从他的胯下钻了过去。
有人不解韩信的做法，觉得韩信所
为太没有骨气了。那是不懂韩信。
难道日后能统帅百万大军的韩大将
军，还对付不了一个乡野地痞流
氓？韩信的忍让是为了不耽误赶路
的时间，是为了避免一旦引发争
执，失手打伤甚或打死对方，带来
牢狱之灾，误了前程。

中央电视台有一档娱乐节目
《开门大吉》，舞台上的选手听音乐
猜歌名，猜对越多获奖越丰，但越
往后难度也越大。规则还规定，选
手若猜错，不但要离开舞台，而且
前面所得基金全部清零。多次观看
这档节目后发现：勇往直前的知难
而进者，最终获得大奖的寥寥无
几，大多铩羽而归。而那些见好就
收，知难而退者皆有所收获。我对
知难而进的成功者表示敬佩，对知
难而进的失败者，在肯定他们勇气
的同时感到惋惜，对知难而退者没
有丝毫的贬损，觉得是一种理智的
选择。现场观众对主动放弃者的掌
声，也说明了这一点。

无论进退，一切皆以时间、地
点、条件为转移，该进则进，该退
则退，退中求进。列宁有句名言

“退一步、进两步”，说的是苏维埃
政权建立初期，为缓和国际国内矛
盾，放弃战时共产主义制度，实行
国家资本主义色彩的“新经济政
策”，待苏维埃政权巩固强大后，
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列宁的这一
策略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巩固新
生红色政权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英
国历史哲学家汤因比在 《历史研
究》 一书中，把“退隐与复出”作
为社会文明生长的重要规则之一，
在他看来，文明的发展不是一条直
线，而是通过不断的“退隐与复
出”向前推进。

知难而退作为智慧和策略，其
含义不是无所作为，逃避现实，而
是在退中总结反思，在退中积蓄力
量，在退中寻找机会，最终达到进
的目标。

“退”是种难得的智慧

刘云生

宋徽宗时期的蔡京，智商情商
一流，文章书法一流，可惜有人
气，没人品；有才学，没节操。后
来四起四落，繁华落尽，被贬海南
儋州。还没到流放地，就以八十一
岁高龄死于潭州。

至于死因，《大宋宣和遗事》
说是穷饿而死。蔡京善于谋官，善
于理财，还善于养生，家财亿万，
怎么会饿死？据王明清 《挥麈后
录》 记载：蔡京名气大，名声臭，
一路南下，商家店铺结成行业同
盟，坚决不卖饮食给他，有钱买不
来东西，还招来口水谩骂。堂堂原
太师，一代大才子，最终穷途末
路，饿死于湖湘道路。

蔡京的悲剧源于他扭曲的价值
观。想当年，身居高位的蔡京曾经感
慨说：既要做好官，又要做好人，可
乎？南宋时期的倪思将蔡京的“两好
论”当作座右铭，随时审看自省。

倪思不是要学习蔡京，而是谴

责蔡京，警醒自己：为人为官，先
得做好人，才能做好官。这实际上
是古人训诲子孙为官的第一原则，
衍生的行为规范就是清廉自守。

唐代柳公绰家法谨严，柳仲郢
也以礼法持家，到了孙子柳玭这一
辈，秉承父教，正直清廉。柳玭清
廉到什么程度？他担任岭南节度副
使的时候，衙门里面橘子熟了，被
小孩、下人摘下吃掉。橘子没法交
公，但柳玭按照市价将橘子钱缴纳
官府，不贪一毫便宜。

柳玭不是作秀。他的观点很通
透：当爹的怎么做官，儿子就会怎
么学样。这是身教，是示范。他还
教导子孙：做官发财不可兼得，只
要想做官，就别想发财。

晚唐五代士大夫、军阀贪暴无
度，士风大坏。宋代知识界力求恢
复道统，杨万里的儿子曾经说过一
句名言：士大夫为官，只要清廉自
守，就有七分像人了——因为公
平、忠诚、仁慈、明慧四大品格都
由清廉而生。南北宋之交的著名诗
人陈与义有两句诗很有名：“从来
有名士，不用无名钱。”南宋评论
家罗大经说得更直白透彻：做官要

贪取一文，那就一文不值！
清人钟于序在家法中勉励子

孙：清贫立品，且图无辱无荣；勤
俭持身，更可渐充渐裕。人一辈
子，无论为官为民，只要能坚持清
贫守节，就能无荣无辱，安然度过；
只要能勤俭持家，家业家用自然日
增日富，过上小康日子不成问题。

明代的薛瑄将廉洁分为三等：
第一等是高人，明理见性，自然而
然，非分之利，不动心，不妄取；第二
等是强人，崇尚名节，耿直忠介，一
丝不苟得，还严禁他人伸手动手；第
三等是凡人，畏法保位，勉强守德，
虽然动心，但不敢伸手。

从结果上看，不妄取、不苟
取、不敢取，三者的效果一致，但
从境界上看，前两者明显高于后
者。从历代官员的自我反省和家法
规范来看，追求的恰恰是前两个比
较高远的目标。

实际上，古人训诲子孙清廉自
守，除了追求良好的道德操守这种
高尚目标外，还有更现实、更切身
的利害关系：家族的荣誉和安全。
如果子孙为官当政被财色蒙蔽良
知，陷身贪腐泥沼，不仅品格尽

失、官声败坏，一旦出事，祖先污
名、父母受累、子孙蒙羞。

这就是历代家法训诲子孙为官
清正廉洁的真正动因。为防范子孙
为官失德败行，很多家族有着极为
严格的制约措施。比如与蔡京同时
代 的 包 拯 ， 在 家 训 中 严 厉 训 示 ：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
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
大 茔 之 中 。 不 从 吾 志 ， 非 吾 子
孙。”同时代的赵鼎，被后世称为
中兴贤相。赵鼎在家法中单列一个
小册子叫 《治家三十项》，其中特
别谈到用家族租课收入贴补家族子
孙的日用，这笔钱叫“椿留钱”。
一般说是人人有份，但因贪赃罢官
的子孙，不得分享。

到了后来，家族反腐败走向极
致，成为反腐倡廉的先声。比如浦
江郑氏的家法规定：郑氏子孙如果
做官贪污受贿，败坏家族声誉者，
生则从宗谱上涂消姓名，死后不得
进入郑家宗祠，也不能上谱列位摆
神主。削谱是家法中最严厉的处
罚，是直接断绝血缘认同和家族联
系的极端措施，代表了一个家族的
决绝勇气和道德持守。

家教就是政教的源头和基础。
家族自治法不仅是训诲子孙为官清
正的道德场域，也是反腐倡廉的第
一道防线。从这个意义上讲，蔡京
的“两好论”不仅是个体人生的失
败，也是家族教育的失败。

从来有名士 不用无名钱

徐雪英

一

宁波方言中正在丧失生存能力
的词汇数量不少，反映在地名上，
主要是生僻地名字的变异。地名尤
其是老地名，因为是社会约定俗成
的产物，一般不会被轻易更改。但
如果变得生僻难认，不再适合交流
交际，就往往会产生变异。

如宁波地名中的 、 、 等
字，在手书年代，虽然写法不简，
还是能通行无阻。到网络时代，大
多没有收录到我国常用字库，一般
打字法很难拼写它们，给使用者带
来极大不便，自然面临变异的命
运。

这些蜷缩在时代边缘、正在痛
苦变异的生僻字，也曾有过兴盛光
阴。在漫长的手书年代，这些字不
但不生僻，还被人争相抢用，是那
个年代宁波地名宠儿。鄞州地名谚
有云：东乡十八隘，南乡十八埭，
西乡十八 。这里的“十八”为虚
数，意为这些地区同类通名使用数
量之多，特色之鲜明。

鄞州谚语里提到了三个通名，
“隘、埭”因为打字便利，目前还
在继续传承使用，唯独“ ”，因
为太地域，打字困难，使用受限，
不得不处于变异状态中。

那“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宁波先人为什么要大量选用 为地
名通名呢？《康熙字典》 收录了很
多已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旧字，其中
就 包 括 “ ”。 字 典 还 采 用 宋 代

《集 韵》 的 说 法 对 其 作 了 解 释 ：
，德盍切，音搨，地之区处。

不过 《康熙字典》 的解释和宁
波人理解的“ ”略有差异。宁波
方言中， 读作“da”，入声，一
般理解为高低不平的地方。《鄞州
区地名志》（2006 版）解释得更为详
尽，认为原鄞西地区多 是因为该
地区平原河流交错，古时湖泊瓜藤
相 连 ，广 德 湖 、马 湖 、小 江 湖 、 雁
湖、槎湖连在一起，后由于淤塞、垦
殖等原因，许多湖泊消失，逐渐形成
一片高低不平的 地。鄞西先人在

地高处聚居发族，因此村名大都
带有“ ”字。这个解释，可以在 字
遗存地名上得到些许印证。

二
原为鄞西、现属海曙的高桥镇

石 塘 村 原 有 张 家 ， 村 民 主 姓
张，清时从今江北区洪塘街道迁
入，地处水边高地，因主姓和地
貌而名。

同样曾为西乡湖泊 地的还有
古林镇的蒲家 和如意 。蒲家
位于古林镇政府驻地西南，村民主
姓陈，宋代从今鄞江镇迁入。该地

曾住消除蛇患的蒲将军，当地群众
为纪念他，结合地貌而名。如意
位于古林镇政府驻地西，村民主姓
陈，明代从今三星村上陈迁入。因
希望迁入后万事如意，故把自己的
心愿和当地地貌结合在一起取名

“如意 ”。
除蒲家 、如意 外，古林

地还有下郭 、前虞 、后虞 、
方家 、林家 、阮家 等等，是
宁波“ ”字通名比较集中的乡镇
之一。

除原鄞西地区外，鄞州东乡、
奉化等地也有不少 字地名。如鄞
州东吴镇画龙村有戚家 ，该自然
村四面环山，风光旖旎，为三溪浦
水库主要源头之一。以 为通名应
该也是因溪边高地地形而名。

如奉化江口街道的王家 ，该
自然村地处奉化江支流县江东岸，
与六板桥隔江相望。村民主姓王，
据传祖上逃荒垦地定居而名。另还
曾有王家 陈家，原称地 张，村
民主姓张。陈姓约在 250 年前由三
石塔下来此入赘。后张姓绝，为纪
念张姓，故后称地 张陈家。为避
重名今改称王家 陈家。

荣 耀 属 于 过 去 ， 因 为 没 有 像
“隘、埭”那样及时而幸运地挤进
现代常用字库， 字地名群面临生
存变异瓶颈。

三
这些宁波地名的变异过程，主

要有改名、简化、谐化三种。
海曙横街镇有钱家，原名洪家

，清代钱姓从奉化迁入后，渐渐
成为村里主姓。后把村名改为钱
家，算是躲过一劫。

海曙古林镇有前虞 ，村民主
姓虞，宋代从今高桥镇岐湖村 （原
岐阳村） 迁入，后虞氏又有子孙定
居他方，俗称先定居地为“前”，
故 称 前 虞 。 现 已 弃 简 称 “ 前
虞”村。

海曙洞桥镇有潘家 ，村周阡
陌交通，屋舍齐立，一幅岁月静好
模样。和宁波许多 字村庄一样，
该 村 选 择 把 谐 化 成 同 音 的

“耷”，故现称“潘家耷”村。
当 然 ， 的 谐 音 替 身 不 止

“耷”。在奉化，有的村庄用“塔”
谐代，如西坞镇唐家塔，读音仍作

。
语言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折 射 着 社 会 发 展 的 轨 迹 。 宁 波
“ ”字地名的变异过程从某种角
度反映着宁波人对新环境的适应过
程。在宁波方言中，和“ ”类似
正处于变异消亡中的方言地名字还
有不少。

从文化遗产角度来看，这些带
着独特地域特征的方言字消失是可
惜的，但符合时代发展的诉求。地
名的主要特性是工具性，需要方便
多数人交际使用。在网络时代，继
续使用这些连拼写都艰难的冷门生
僻字，对小地名的推广使用显然弊
多利少。

宁波方言是浙东吴

方言甬江片的代表语，

虽 然 起 源 于 何 时 已 难

考，但其丰富多彩、富

有特色的方言内容，承

载着大量文化信息，是

研究宁波地区文化历史

的宝贵遗产。

作 为 一 种 社 会 存

在，宁波方言和其他地

区的方言一样，不断变

化的社会环境推动方言

不断发生变异以适应新

环 境 。 新 的 词 汇 在 出

现，旧的词汇在消亡，

还有些词汇在更改。尤

其是那些已变得生僻冷

门的方言词汇，在时代

浪 潮 里 ， 渐 渐 趋 于 湮

没。

潘
家

，
前
虞

…
…

这
些
宁
波
地
名
为
啥
﹃
变
异
﹄
了

戚家 村路牌上“ ”字有“土”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村民门牌上的“耷”已不见“土”

洞桥潘家耷村

爹娘过年好！
俺挺好！

为了防疫不
回家！

就地过年也
挺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