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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思录

读读 史史

漫画角

宁波地名谭

徐雪英

北仑小港有坟头乐，坐落于
竺山和大岭山下，古时为坟滩之
地 。 明 弘 治 年 间 (1488 年 —1505
年)，有乐姓从小港乐家迁入此地
发族，故名坟头乐。被誉为“镇
海徐文长”的清代举人乐涵便出
生于此，现村落已拆迁。

鄞州姜山有松树坟头，村民
主姓陈，明宣德年间从洞桥白水

迁此定居发族。因村旁有坟头，
四周有松树，故名。

海曙高桥有旺家汶，曾名旺家
坟。村民主姓章，宋代从象山迁入。
建村时此地有座古坟，建村后人丁
兴旺，村人认为这座古坟风水好，能
帮他们旺家，故名旺家坟，后雅化为
旺家汶。

鄞州下应有史家码，又名史家
墓，村民主姓史。传南宋时期，迁鄞
始祖史维则的曾孙史翰从宁波城
南迁此发族。史翰殒后，筑墓于大
字港畔，故名。清初谐为史家码。

象山石浦有坟坦港，地处葛峙
山嘴东。250 年多前，石浦有叶姓在
葛峙山脚建造了一座约 200 平方米
的大墓，墓前还设坟坛。围塘后，当
地人在大墓坟坛前开挖了一条河

直注石浦港，并取名坟坛港。清咸
丰年间，刘、金、石三姓从平阳迁

此建村，村以港名，后谐为坟坦
港。

象 山 渔 山 列 岛 还 有 坟
碑 礁 ， 地 处 北 渔 山 西 南
侧，面积仅 0.0154 平方公
里，却崖壁陡峭，禾草稀
少，只有海鸥长年盘旋栖

息于此。礁上有石高耸，
远望形似竖立的坟碑，故

名坟碑礁。
宁海桑洲有坟庵，据麻山

《麻氏宗谱》记，清末有个叫麻鹰
逵的人来此看管坟墓，后定居于此。
因坟旁有庵，故名坟庵。深甽马岙深
山内有王范辽，马岙《马坡俞氏宗
谱》记，此地原为明时马岙俞忠鼎墓
地，他儿子为替他守墓，筑寮于“洪
范辽父”坟边，旁人遂以坟碑上的

“洪范辽”命名此地，后谐为王范辽。
余姚梁弄有落地梅花，村民

主姓陈。余姚方言称吹鼓手的喇
叭为梅花，因该村有山形如吹鼓
手的喇叭，故喻名“梅花”。山脚
又多各代村民坟墓，远看如梅花
落到了地上，故称落地梅花——
真是一个想象力洞开的有趣地名。

海曙集士港有佛太河漕王家，
村民主姓王，清代迁入。因村边有
广德庙老师太的坟墓，又地处河漕
口，故起了一个这么长的地名。

除 因 坟 墓 得 名 外 ， 不 少
“坟”地名还因守墓的坟庄而名。

海曙横街有朱家庄，村民主

姓朱，清时从凤岙村迁入。此地
原为朱氏坟庄，故名。又有赵家
庄，村民主姓胡，明嘉靖年间从
慈溪坎墩迁入。此地原为赵氏坟
庄，故以主姓和建筑物而名。

海曙石碶有雅田庄，村民主
姓徐、郑、应。清时，徐姓从云
龙徐东埭迁入，郑姓从章水郑家
村迁入，应姓从章水蜜岩村应家
迁入。村前后田中曾有两座大坟
庄，故名。加“雅”，以讨吉利。

海曙洞桥镇则有宝丰，村民
主姓屠、郑、周、褚。宋时村内
建有官坟，名为保坟庄，后谐化
为宝丰庄。有官坟的还有北仑白
峰的官庄，传该村西北原有古代
官宦坟庄，故名官庄。

海曙还有白云庄，坐落于宁波
城西管江岸，始建于明代，原是明
代抗倭名将万邦孚所造祠院与墓
庄。明末清初，万邦孚之子万泰携
其八子在此避居。八子之一万斯选
著有《白云集》，人称“白云先生”，
卒后又葬于此处，故名“白云庄”。

白 云 庄 环 境 清 幽 ， 风 光 如
画，是避世读书绝佳之处。明末清
初浙东学派代表人物——黄宗羲曾
在此讲学，是其在宁波讲学时间最长、
最为固定的地方。因为黄宗羲和他所
创的“甬上证人书院”代表着浙东学派
的高峰，作为浙东学派发祥地的白云
庄后来成为浙江文化的象征之一。现
宁波白云庄由甬上证人书院、万氏故
居和万氏墓地组成，周边为白云公园，
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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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瑶

1919 年至 1920 年，赴法勤工
俭学运动进入高潮。然而，多次
来上海送湖南籍青年前往法国的
毛泽东，为何没有一同选择留学深
造呢？事实上，青年毛泽东考虑过
出国留学。当时，李大钊在《新青
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等文章，
热情讴歌俄国十月革命，使青年毛
泽东对这个新生国家充满期待。

在 1920 年 2 月与友人的通信
中，毛泽东明确表示留学目的地
不应该仅是法国：“我们同志，应
该散于世界各处去考察，天涯海
角 都 要 去 人 ， 不 应 该 堆 积 在 一
处。最好是一个人或几个人担任
去 开 辟 一 个 方 面 。 各 方 面 的

‘阵’，都要打开。”

不过，青年毛泽东后来为何
搁 置 了 留 俄 计 划 呢 ？ 毛 泽 东 回
忆：“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
西 两 位 ， 他 们 都 以 我 的 意 见 为
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 《非留
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
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毛泽东在留学一事上的心路
转变历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
位伟人的个人特质及其对国家、
世界等问题的深刻思考。

一是遵从“组织”。
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很多曾

经拥抱过个人主义，但不久就发现
所谓的个体解放有其形而无其实，
对民族国家的影响微弱。于是，不
少人寻找“社群”与“组织”，以“抱
团取暖”共赴远大前程。

毛泽东与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在 1918 年组织了新民学会，之后便
不是一个人的奋进，而是一个组织
的集体奋进。从新民学会乃至整个
湘人群体的发展情况来看，确实没
人比毛泽东更有能力在北京大展
拳脚。毛泽东坦然遵从大家的建
议，在北京学习工作，且无怨无悔，
足见伟人的胸襟。

二是植根“本土”。
毛 泽 东 早 年 博 览 西 方 群 书 ，

包括卢梭、孟德斯鸠、约翰·密
尔的著作，逐步产生了对世界的
认知与憧憬。但当五四运动爆发
后，青年毛泽东思想深处对于本
乡、本土的关怀亦蓬勃燃烧。

当时的中国身处风雨飘摇之
中，探索一条救国救民之路成为
有识之士的迫切任务。1936 年，
毛泽东告诉埃德加·斯诺，当时

很多湖南学生都打算用“勤工俭
学”的方式出国，他本人虽协助
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
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我并不想去
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了
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
国会更有益处”。

把目光和精力放在中国的土
地上，思考与破解复杂的中国问
题⋯⋯这段另类的本土“留学”，
给毛泽东带来了巨大收获。中国
的革命实践也充分证明，毛泽东
是同时期的领导人中最了解中国
实际情况的。这也为将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
合奠定了扎实基础。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
教授）

来源：解放日报

青年毛泽东为何没有出国留学

因为相信灵魂不灭，古人十分重视丧礼，对憩息死者灵魂的坟墓尤为敬畏。在中国
传统道德观念中，逝者坟墓轻易不能被打扰，更不能随意迁移或拆除。因此即使岁月变
迁，坟茔周边已演变成热闹村落，一些坟茔仍会突立在人们的视野中，成为“坟”字地
名的理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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甬上证人书院遗址甬上证人书院遗址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江 海

“潮涌三江，梦回千年。”宁波是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三江口建城
1200 周年的漫漫历史长河中，那些
不同朝代、不同时期的主政者，如四
季轮回，不断更替，“你方唱罢我登
场”，在特定时间里，他们扮演着所
应扮演的角色，承担着所应承担的
职责。

这些历史人物中，曾巩是非常特
殊的一位——他主政宁波的时间仅
仅四个月。令人好奇的是，“知”明州
百余天的曾巩，到底干了些啥，为何
能在宁波历史上留下不错的口碑？

曾巩其人

曾巩（1019 年—1083 年），字子
固，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
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他
出身儒学世家，祖父曾致尧、父亲曾
易占皆为北宋名臣。曾巩天资聪慧，
记忆力超群，幼时饱读诗书。嘉祐二
年（1057 年），进士及第，任太平州司
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
名。熙宁二年（1069年），任《宋英宗实
录》检讨，不久外放越州（今绍兴）通
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
州、福州、明州、亳州、沧州等知州。

元丰四年（1081 年），曾巩以史
学才能被委任史官修撰，管勾编修
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

（1082 年），卒于江宁府（今江苏南
京），追谥为“文定”。曾巩与曾肇、曾
布、曾纡、曾纮、曾协、曾敦并称“南
丰七曾”。

曾巩文学成就突出，其文“古
雅、平正、冲和”，位列唐宋八大家，
世称“南丰先生”。欧阳修当年见到
曾巩之后，曾言：“过吾门者百千人，
独于得生为喜。”他还专门写了《送
曾巩秀才序》，对“蓄道德能文章”的
曾巩不吝赞扬。王安石对曾巩的评
价是，“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
星之斗”。苏轼也有诗云，“曾子独超
轶，孤芳陋群妍”。

曾巩在唐宋八大家中，又是比
较“低调”的一位，知名度远不及王
安石、苏轼等同一时代的政治人物。
他一生整理古籍、编校史书，每校一
书，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学术，考镜
源流”。《战国策》《说苑》《列女传》

《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
他的校勘。《战国策》和《说苑》两书，
多亏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

曾巩在书法方面也颇有成就，
但流传后世的极少。现存于世的《局
事贴》，全文共 124 字，在 2016 年嘉
德拍卖会上，以 2.07 亿元价格成交，
平均每个字价值 167 万元。

与宁波的缘分

曾巩“知”明州的时间，不同时
期的记载有出入。比如，南宋《宝庆
四明图志》上的记载是元丰元年，而

《乾道四明图经》上记载的却是熙宁
年间。据曾巩的文章自述，到明州任
知州是在元丰二年（1079 年）的正
月廿五，五月三十即离任，到亳州当
知州去了。在宁波履职时间，共四个
月零五天。曾巩自述的时间应该是
比较可信的，有其上奏的《明州谢到
任表》《明州到任谢两府表》等可供
佐证。

曾巩“知”明州，多少有些“阴差
阳错”。有一种说法，当时北宋朝廷
打算指派的并非曾巩，而是与曾巩
同年中进士的苏东坡。尽管苏东坡已
经做足了准备，打算来明州赴任，最
终想来却没来成。对此，《苏轼集》（卷
七十九）中亦有涉及。曾巩因老母亲
在京都，且年迈多病、身边无人尽孝，
接连给大宋皇帝上奏，言辞恳切，希
望酌情给予照顾，转任“京官”。

元丰元年十月，经过几番努力，
曾巩在福州知州任上，终于接到诏
书调他回京任职。他趁机转道回了
一趟老家，后到达洪州（今南昌）时，
方得知自己被改任知明州。曾巩的
愿望又一次破灭，但朝廷之命不可
违，他一路辗转江宁府（今南京）等
地，在年后才到达明州任上。

设身处地想象一下：在那乍暖
还寒的季节里，曾巩带着他那些简
陋的行李和心爱的书籍，风雨兼程、
千里迢迢赶来新的主政之地，心里
一定是五味杂陈的。或许是任职时
间太短之故，包括宁波地方志等史
料中，对曾巩的“政绩”记载并不是
太多。提到的，也只是寥寥数笔，一
带而过。

到任后的作为

曾巩“知”明州时，已过花甲之
年，仕途方面似乎也不太“顺当”，一
些 年 轻 的 后 辈 才 俊 早 已“ 青 出 于
蓝”，但他淡然视之，没有因此自怨
自艾，甘当“太平官”，而是“既来之，
则安之”，甫一到任，便开始展现他

的作为，建功立业。综合相关研究史
料，其“政绩”主要有几个方面。

其一，主持修缮城墙。北宋一
朝，提倡以文治国，军事实力相对薄
弱，城防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曾巩
到任时，明州的外城墙（罗城）已有
180 多年历史，损坏严重。他奏请朝
廷恩准后，组织民力对明州城进行了
一次大修。城墙大修前，按照旧时风
俗，曾巩还专门写了篇《明州修城祭土
神文》。为减少人力财力支出，他采取
了两种办法：一是利用旧砖石，组织人
员广泛搜集唐朝以前建筑物的旧砖
石，用于筑城，节约了建筑材料开支；
二是采取募民代役，“力出于役兵傭
夫”，既减轻了百姓的徭役负担，又
节省了用工经费。在较短的时间内
完成了明州城墙的修缮任务。

其二，改善对外贸易。作为海丝
古港，明州是大宋最重要的海港城
市之一，为促进海外贸易发挥了重
要作用。当时，明州主要贸易国为日
本和高丽。特别是熙宁七年之后，由
于北路的山东登州和密州（今诸城
和蓬莱）被侵入境内的辽国所阻，应
高丽使臣要求，北宋政府把登陆地
改在明州，经姚江北上至钱塘江，再
出运河到汴京（今开封），这条线路
即宋朝与高丽交往的南路，使得明
州港商船云集，海运业务更为繁忙
了，一些使节和“外商”频频登陆。曾
巩兼领市舶司（宋代管理海上对外
贸易主要机构）一职，承担着关税收
取和出口贸易的管理等重要职能

（在今天的东门口一带，专门设有负
责具体管理的市舶所）。为改善“营
商环境”，曾巩一方面主持修缮城
墙，提升城市对外窗口形象。同时，
千方百计创造宽松的贸易环境，方
便对外贸易往来。后来，远离京城的
明州，一跃成为宋王朝中央政府对
外交往的重要窗口，这与曾巩的努
力也是分不开的。

其三，推动兴修水利。北宋是中
国历史上少有的“商农并重”的朝代
之一，而“靠天吃饭”的农业，又极易
受到自然灾害的影响。故此，长期主
政地方的曾巩，对兴修水利的重要
性有着清醒的认识。早在任越州通
判时，曾巩就曾受明州地方官员的
邀请，考察宁波西乡的广德湖，并写
下《广德湖记》一文，文中提到“鄞之
乡十有四，其东七乡之田，钱湖溉
之；其西七乡之田，水注之者，则此
湖也。”这西乡之湖就是广德湖（在
今天的横街、古林、集士港到高桥一
带，北宋政和八年废湖为田）。曾巩
深谙“人之存亡，政之废举，为民之
幸不幸”之理，加上有了之前的“调
查研究”，他在“知”明州任上，力主
推动对广德湖的治理和保护，组织
湖域的疏浚，兴修水利工程。他的这
些举动，对促进当时的农耕生产发
挥了积极作用。

留给后人的启示

曾巩“知”明州仅四月有余，因
其时间短暂，往往容易被忽略。但正
所谓“一滴水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芒”，
我们透过曾巩千年之前匆匆而过的
背影，能看到其人格的力量。尤其对
后世为官从政者而言，不无启示。

爱民护民是“本分”。史载，曾巩
勤于政事，爱民如子。长期任职地
方，使他对民生疾苦有更深切的体
会，对民众有更深的感情。在越州通
判任上，他察民情、防民苦，为民请
命，奏请朝廷减免税赋。在齐州（济
南），他打击豪强，整治治安，肃清风
气。到了明州，马上组织修缮城墙、
兴修水利，其中都体现了“以民为
本”的思想。有道是，“当官不为民做
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一个有良知、
有作为的官员，一定是把老百姓的
生计和冷暖安危放在心上的。

善抓主要矛盾是“本事”。曾巩
是一个有眼光、善作为、敢担当的封
建官吏，他认为“官无虚名,职无废
事”。在“知”明州期间办的几件事，
可以说都是关系明州百姓安居乐业
的大事。修缮城墙，是为了保境安
民；兴修水利，是为了让老百姓衣食
无忧；改善对外贸易，是为了强国富
民。每一件事，都抓住了根本，抓到
了点子上。没有洞察时势的眼界，没
有雷厉风行的作风，没有善作善成
的本领，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
里取得如此作为的。

清正廉洁是“本色”。政者，正
也。“正人者”，必先“正”己。这方面，
曾巩有着严格的自我操守。比如，在
与高丽的商贸往来中，收取外方使
者和商人赠予的礼品，是当时地方
官员的惯例，朝廷对此采取了默认
和放任的态度。曾巩到任后，敏锐地
发现了这一问题的危害性。他不仅
自己坚决不收礼，还立即向朝廷上
奏《明州拟辞高丽送遗状》，申明接
受馈赠之弊，义正词严地要求纠正
这一做法。这种“入乡不随俗”的觉
悟和敢于向积弊开刀的勇气，实乃
从政者之楷模。

曾巩“知”明州：

主政四月干了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