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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地名谭

老话新聊

漫画角

潘玉毅

慈溪市横河镇有一个埋马村，
旧称埋马里或埋马市。村中有一座
埋马山，相传山脚下曾经埋过一匹
马，因此为名，又以此名村，是一个
富有传奇色彩的古地名。

想来，很多人第一次听到“埋
马”这个村名，或是看到“埋马”二
字 ，脑 海 里 定 会 浮 现 一 连 串 疑 问
——是谁在这里埋马，因何埋马，埋
的又是什么马？

埋马村的来历，与两宋之交的
一个民间故事有关。宋高宗赵构即
位之初，金兵步步紧逼，迫得他一路
南逃。后世出于统治的需要及国家
权威象征的考量，为了表示高宗即
位乃天命所归，炮制了许多传说，民
间流传极广，由泥草填塞河道转变

而来的“泥马渡江”便是其中之一，
传说也与村中之人浓浓的爱国之情
有关。

说的是赵构被金兵追赶，一路
狂奔至海边，海边有一破庙，庙中有
一泥马，泥马虽为死物，却雕得栩栩
如生，“龙脊贴连钱，银蹄白踏烟”。
赵构四下里寻不到渡河的船只，眼
看追兵将近，他对着泥马自言自语起
来：“马啊马，你虽生得丰神俊朗，可
惜是泥做的；你若是一匹真马，能够
渡我过海就好了。”谁知话音刚落，泥
马腾空而起，驮上赵构朝着海的对岸
疾驰而去。追赶的金兵尾随而来，因
海面上雾气茫茫，看不真切，见赵构
在前面跑，也就跟在后面追，结果连
人带马陷在海边的滩涂里，进既进
不得，只能狼狈地爬回岸边。

泥马驮着赵构在对岸登陆之

后，变成了一堆散沙和一摊水渍，也
有说泥马力尽，化为水边卧石的。因
恐敌人追来，赵构将“马”就地掩埋，
并许下诺言，待其南面称帝，必为泥
马塑像立庙，使它得享村民香火供
奉。此事一经流传，明明是赵构仓皇
出逃，时人却备受鼓舞，因为他们觉
得如果赵构不是天命所归，焉能有

“泥马”神迹？
事关民族存亡的信息，总是容

易得到人们的关注和牵念。当地人
为了纪念那匹护主的马，造了个埋
马庙，还将村庄命名为埋马村。之所
以这个传说会经久不息，说一千道
一万，无非是因为人们心里深爱着
这个国家，不愿君王、江山落于敌
手。

人们愿意相信它是真的，因为
它与“真命天子自有神人庇佑”的说

法高度契合，既是君权神授的真命
天子，焉会被金兵所害？不难看出，
它寄托了时人朴素的爱国情怀及驱
除鞑虏、还我河山的美好愿望。

遗憾的是，赵构南渡之后，登基
为帝，甘愿偏安一隅，在前线军队反
击金兵入侵已取得一定胜利的情况
下，解除了岳飞、韩世忠等将领的兵
权，派人与金人议和。“三万里河东
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遗民泪尽胡
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只可怜那
失地的宋室遗民，他们的期盼再一
次落了空。

如今，随着时间的推移，埋马庙
已经没有了，埋马山也几近平毁，许
多古建筑、老物件消散如云烟。但因

“埋马”故事产生的地名和传说，却
印在了老百姓的心里，也见证了一
代代百姓亘古不变的爱国之心。

泥马渡江，埋马许诺……

传说背后朴素的爱国情怀

徐雪英

一
宁波北仑小港街道有镇江塘，

村民主姓沈，清同治年间从朱田村
王家洋迁入。村后有甬江，江畔曾筑
江塘，遇台风常倒塌，因此得名倒江

塘。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组织改建成
坚固的堤塘。因为希望这次修建的
江塘能在台风时镇住江水，村民改
称“倒江塘”为“镇江塘”，村以塘名。

除希望能镇住江水外，宁波人
还希望能镇住海水。作为大自然中
最具破坏性的灾害之一，台风具有
多重性、易灾性等特点。除给影响地
区带来狂风暴雨外，还常引起海水
倒灌、海塘摧毁等灾害，对沿海一带
破坏力很强。

象山丹东街道有门前涂塘，因
1956 年强台风而建。这个台风于当
年 8 月 1 日凌晨在象山南庄登陆，因
此俗称“八一”台风。台风风力非常
强，登陆时甚至吹毁了气象部门的
专业测风仪。最后，宁波气象部门根
据气压自记纸上呈漏斗状变化的气
压值测算，其风力在16级以上。

伴随狂风而来的巨潮，使南庄
附近五公里内转眼变成汪洋。台风
过后，痛定思痛的象山人开始在南
庄平原围涂修塘，于翌年建成门前
涂塘，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断拓
宽加固海塘。1972 年，又在门前涂
塘以南修建另一座海塘，让南庄平
原从此有了两大抗台屏障。

因为相信以后不会再受台风带
来的毁村之灾，当地人给后一个海
塘取了个甜蜜的名字——幸福塘。
随着象山大目涂等围垦工程的不断
推进，门前涂塘和幸福塘的挡潮防
浪功能渐渐减弱，后沦为内塘。

丹东街道还有寨里村，也和“八
一”台风有关。寨里村原位于赤坎水
库东侧，炮台山西北麓。明代陈姓家
族自金华迁入，继而练姓家族亦从
福建迁此。明正统八年（1443 年），
为抗击倭寇，政府在此建游仙寨，派
爵溪军驻守。因村在寨城里，故名寨
里。1956 年大台风过境时，村落尽
毁，村民移至寨城南重建，村名仍称

寨里。游仙寨抗倭遗址今仍存，是研
究宁波明代军事、兵营设置的珍贵
实物资料，也是浙江省级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二
1956年的“八一”台风，不仅对象

山破坏严重，对宁波其他地区也产生
很大影响，摧毁了不少房屋和古迹。

如 鄞 州 下 应 街 道 的 田 畈 王
村，因“八一”台风而外迁。田畈王
村 村 民 主 姓 李 ，清 朝 年 间 形 成 村
落 ，村 庄 位 于 今 下 应 街 道 史 家 码
村 工 业 区 内 。“ 八 一 ”台 风 吹 毁 村
内大部分房屋后，村民陆续外迁，
多迁至史家码，少量迁至陆家桥，
原村庄一段时间内成为畜舍。

再如海曙长春路上的庆云楼古
迹，因“八一”台风而消失。庆云楼也
称八角楼，明崇祯十四年（1641 年）
由海道副使王应华始建，以建楼时
有 祥 云 显 上 空 而 名 庆 云 楼 。1929
年，八角楼改设成“教养所”“残废
所”，宁波坊间因此流传有“八角楼
下小鬼多”俗语。“八一”台风过境
时，年久失修的庆云楼被吹毁，残楼
于几年后拆除。

还有如江北槐树路上的古槐
树，因“八一”台风而摧毁。《鄞县通
志》记载，槐树路一带旧称槐花树
下，以百年大槐树而名。强台风过境
时，大槐树正位于当时宁波机械工
业学校内，被狂风暴雨连根拔起，槐
树路也由此失去了古树地标。

三
类似这样的地名，在宁波还有

很多。
江北洪塘街道有赵家洋，始居

赵姓，村傍箭港，地势低洼，旧时洪

水一来便成一片汪洋，故名“赵家
洋”。相似的还有海曙石碶街道汪
家，村民多于上世纪 40 年代从绍兴
迁入，姓氏庞杂，以渔民居多。因村
里地势低洼，台风季节洪水难排，一
片汪洋，故戏称“汪家”。

宁海一市镇有上塘厂，位于青
山港畔。村建于清光绪年间，初由王
姓居此管塘。1929 年，洪水冲毁塘
岸，淹没村庄，村民转移至南庄。后
海塘修复，村民迁回。因当初住草
厂（草棚），又地处上塘，故称上塘
厂。

宁海深甽镇曾有常泛洪，村处
大蔡村北溪谷间。大蔡胡氏，于清嘉
庆年间迁此定居。因村旁溪流狭窄，
台风季洪水泛滥而名常泛洪，后谐
音为长方红。

鄞州新明街道有老庙，又名老
涨浦庙。民国《宁波府志》记载：“鄞
东十五里老庙村，唐天宝二年（743
年）建东灵庙。明嘉靖二年重修，更
名 为 涨 浦 庙 。清 同 治 十 三 年 再 修
时，因梅墟建新涨浦庙，故改称为
老涨浦庙。”关于老庙祀主，一说祭
祀平浪侯宴公，另说祭祀西汉清官
梅福。传王莽摄政时，梅福弃官来
鄞 东 隐 居 ，时 逢 甬 江 一 带 台 风 频
繁，海水侵入农田，他带领民众修
水利，筑江塘防洪，为民办了实事。
后来，民众塑梅公神像，在庙中祭
之。

奉化莼湖街道有洪溪，村处象山
港畔。居民主姓王，明洪武四年（1371
年）由本县万竹迁入。村东有大溪，名
大溪堰（大溪沿），因溪呈弧形，颇似彩
虹，故又名虹溪。后因此地洪水泛滥，
水势迅猛，故谐音“洪溪”，沿用至今。

慈溪龙山镇有小施山，由各地
移民迁居而成。每遇台风，居民均逃
至村南五公里之施公山躲避，因名
此村为小施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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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国英

在农村调研中常常能碰到一
种情形，调研所在地的官员推荐的
有些参观点其实不是乡村，而是城
市功能区，甚至就是一个小城市。
有的地方向调研者提供的支农项
目，仔细辨别，也可发现它们其实
是城市建设项目。城市当然要发
展，笔者甚至认为乡村振兴大业需
要通过城乡一体化发展来完成。但
是，城乡建设的实际操作需要精
准，干了什么说了什么，不可眉毛
胡子一把抓。

推进城市化、大力振兴乡村，
都不错，但如果真正落到实际工作
层面，就会发现不同的人所讲的
城市与乡村可能不是一码事。在
目前的一般性政策文件中，讲农
村工作领域时，还是把县城以下
的区域以及城市行政区内的区辖
镇村看作乡村。概括地说，我们的
城乡界定主要用来适应行政管理
需要，与实际人口布局观察的需
要不匹配，没有形成一套稳定的
区划规则来按照实际人口布局变

化不断调整市镇设置。目前流行
的关于城市化率、农民收入等指
标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准确反映
国民经济结构。

城乡界定方面的问题会对国
民经济管理产生误导。首先，城乡
界定不科学不利于形成精准政策
指向。宽泛的乡村概念夸大了国
家对乡村的投入，难以避免农业
投入的“非农化”倾向。其次，城乡
界定不合理也不利于引导社会资
本合理流动。有的民间投资项目
名义上投到了农村，发展所谓兴
农产业，得到了政府支持，但长期
看与农业现代化无关，还因为失
去了非农投资的聚集效应，形成
了低效率投资。最后，城乡界定的
含糊同样不利于引导人口合理流
动。目前的建制镇角色定位比较尴
尬，对各种要素的吸引力不强，亟
须正名。

往更深层次看，我们经常习惯
于一种“差不多”的管理思维，对城
乡界定清楚与否的问题不大在意。

而经济发达国家对于城乡的严格
界定比较重视。美国有四个联邦机
构从自己的工作需要出发，对城市
与乡村采用了多个不同的界定准
则。因为界定的原则十分明确，所
以不仅不会引起混乱，反而使统计
观察结论可以相互参照，有利于对
城乡发展趋势作出更好判断。

今年，欧盟等六大国际机构，
形成了一个关于城乡界定的研究
报告（城市化水平判定——国际比
较中定义城市、市镇和农村的方法
手册），提出的界定城乡的方法，把
人口分布聚落划分为 3 个类别，分
别是城市、市镇及人口半稠密区与
乡村。

方案对 3 个类别的具体认定
原则是：城市：在连续的若干单元
中，每个单元的人口密度大于等于
1500 人，居民点相互连接，人口总
量超过 5 万人，且至少一半人口处
于地理上完全连续的中心区。按这
个定义，设想一个松散型、类似美
国的最小城市情形：3 平方公里居

住 2.5 万人构成核心区，其余 2.5 万
人住在与中心区域相毗邻的约 16
平方公里的区域里，且每平方公里
人口密度都大于 1500 人。当然还
可以设想一个紧凑型最小城市的
情形，如荷兰的小城市。

市镇及人口半稠密区：在连续
的若干单元中，排除城市群中的市
中心区域，每个单元的人口密度大
于 300 人，人口总量大于 5000 人，
居民点有分隔，且中心区域的人口
不超过半数。

乡村：去除以上区域后，目标
区域的其他部分都是乡村。

手册中提及的城乡界定不是
简单地只划分城市与乡村，而是在
二者之间加上了一个“市镇及人口
半稠密区”，从这一点看，它也比较
符合中国国情。可以考虑作为我国
人口布局统计方法改革的一个思
路。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
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来源：北京日报

应科学界定“城乡”概念

地处东海季风气候区
的宁波，在享受海洋丰厚
馈赠的同时，还经常要和
一 个 接 一 个 的 台 风 打 交
道，是我国台风常灾区之
一。气象资料显示，1953
年至 2016 年，平均每年约
有 2.4 个 台 风 影 响 宁 波 地
区，其中造成严重影响的
台风平均每 1 至 2 年就有 1
个。宁波境内也因此出现
了不少和台风以及洪灾有
关的地名，记录着滨海地
区人们的不易和艰辛。

老涨浦庙也称老庙老涨浦庙也称老庙（（图片图片由作者提供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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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晓燕

都说宁波人口福不浅，自古以
来靠海吃海。这个海就是渔业资源
丰富的东海，中国最大的渔场——
舟山渔场就在这里。舟山渔场以大
黄鱼、小黄鱼、带鱼和墨鱼 （乌
贼） 为传统的“四大经济鱼类”，
其他虾兵蟹将也阵容浩大。海鲜海
鲜，就是吃一个“鲜”字，宁波人
最喜欢的菜肴非海鲜莫属。“三日
勿吃鲜，螺蛳带壳咽”这句老话，
将宁波人对海鲜的钟爱，形容得淋
漓尽致。

从宁波出去创事业的人，不管
在外面吃过多少美食，最难忘的依
然是小时候吃过的海鲜。在东京奥
运会上夺得首金的宁波姑娘杨倩，
赛后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她现
在最想吃“妈妈做的油焖大虾”！
男子 200 米混合泳金牌得主是宁波
小伙子汪顺，他被问及最想吃什么
菜时，不假思索地答道：“外婆做
的红烧带鱼！”嗨，8 月 1 日东海刚
开渔，想吃油焖大虾和红烧带鱼
的，快来宁波！

当然，也不仅是海鲜，还有其
他各种充满老宁波味道的吃食，令
天涯游子念念不忘。如别具风味的
臭冬瓜，土头土脑的灰汁团，鲜爽
可口的油焖笋，松脆香酥的千层饼
等等。这些东西称不上高级，但从
外地回家乡的老宁波说：要的就是
这个小时候吃过的味道！

当然，也不仅是舌尖上的宁
波，更有对故乡的深深眷念。一个
人无论走得多远，已经多大年纪，
故乡永远是魂牵梦绕的地方。前几
天，笔者意外收到一份来自美国旧
金山的邮件。发邮件的是一位从联
合国退休，1941 年毕业于宁波中
学的名叫黄圣仪的长者。16 年前
他从美国回宁波扫墓并重访母校
时，笔者曾采访过他。当年黄先生
83 岁 ， 算 来 如 今 已 是 99 岁 高 龄
了。退休后定居于旧金山的黄老先
生，从大洋彼岸万里之外，看到家
乡宁波为庆祝建党 100 周年而打造
的三江口璀璨夜景，欣喜异常，深
受鼓舞，特地通过上海的老友辗转
打听到联系方式，发了邮件过来，

为的是向宁波致以“钦佩庆贺之
意”。

这位黄圣仪老先生，他那极富
特色的经历，以及对祖国、对家
乡、对母校那种至纯至真的深爱，
很值得聊一聊。众所周知，联合国
的成立，是人类历史上一件具有划
时代意义的大事，能够在联合国担
任国际公务员，是多少人梦寐以求
的愿望。我们的宁波老乡黄圣仪，
不但在这个全球瞩目的国际组织工
作了 31 年，而且出类拔萃，成就
卓著，得到同事们的普遍赞赏。

黄圣仪是通过考试进入联合国
的。1951 年，联合国秘书处公开
招考中文译员。当时已从大学毕业
6 年的黄圣仪正在华盛顿，就报了
名。经过激烈竞争，他以优异成绩
脱颖而出，进入了联合国秘书处。
世界上人才济济的地方多得很，但
没有一个地方能像联合国那样，集
中五大洲四大洋的各类精英。黄先
生告诉我，自己之所以能在这个人
才荟萃、强手如林的环境中如鱼得
水，离不开母校宁波中学给他打下
的基础。黄圣仪在宁波中学求学
的日子，是宁中历史上最苦难的
岁月。抗战爆发，国难当头，山
河 破 碎 ， 兵 荒 马 乱 。 为 避 战 祸 ，
学 校 被 迫 四 迁 校 址 ， 流 亡 于 鄞
县、嵊县、东阳和磐安等地的穷乡
僻壤。尽管条件极端艰苦，师生们
食不果腹，夜难安寝，然而宁波中
学的优良校风，老师们的悉心教
导，仍如春风化雨，让学生们受到
良好的启蒙。

1973 年，黄圣仪在阔别故乡
26 年 后 ， 终 得 第 一 次 回 来 探 望 。
当他一踏上祖国的土地，禁不住热
泪盈眶⋯⋯作为联合国资深工作人
员，此后黄圣仪多次受到中国有关
方面的邀请，以贵宾身份登上天安
门城楼国庆观礼台。作为一个中国
人，一个宁波人，一个曾在宁波中
学读过书的学子，他还以恩师吕漠
野的名义，在宁波中学设立了奖学
金。黄圣仪先生不愧是爱祖国爱家
乡的炎黄赤子。

爱祖国爱家乡不是抽象的孤立
的。可以说，爱家乡的美食是爱家
乡的一部分，爱家乡是爱祖国的一
部 分 。“ 三 日 勿 吃 鲜 ， 螺 蛳 带 壳
咽。”宁波人能离得开海鲜吗？现
在东海小开渔，阿拉宁波人又可以
吃到透骨新鲜的海货啦！

三日勿吃鲜
螺蛳带壳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