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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故

随思录

宁波地名谭

新 知

漫画角

走马灯 王 真 绘

跨“拦” 蓝 波 绘

汪金友

你 知 道 吗 ，“ 清 明 节 ” 也 叫
“聪明节”。

为什么呢？《中华节令风俗文
化》 一书解释说，因为“清明”和

“ 聪 明 ” 谐 音 ， 所 以 有 些 人 便 把
“清明节”说成“聪明节”。但我觉
得，这事应该与晋文公和介子推的
故事有关。

在晋文公最困难的时候，介子
推不惧生死，鼎力相助，甚至“割
肉奉君尽丹心”。而在晋文公重登
皇位、论功封赏时，却唯独把介子
推忘了。

所以介子推宁可搭上自己和老
母 的 性 命 ， 也 “ 柳 下 作 鬼 终 不
见”。没办法，晋文公只能通过在
清明节“吃寒食”的办法，来表达
自己的痛悔和遗憾。

《淮南子·天文训》 载：“春分
后 十 五 日 ， 斗 指 乙 ， 则 清 明 风
至。”按 《岁时百问》 的说法：“万
物生长到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
谓清明。”宋代陈元靓在 《岁时广
记》 中也讲：“清明者，谓物生清
净明洁。”

“ 清 ” 代 表 着 纯 洁 和 安 静 ，
“明”含义为光亮和清楚。所以自
然 界 的 “ 清 明 ”， 预 示 着 天 清 似
水，地明如镜，春意盎然，气象万
千。而政治语境中的“清明”，则
象征着条理、法度、透明和公正。

“清明节”告诉我们，为政一
定要清明。

清廉，是做人的本分；公正，
是治国的基础。无论是治理一个国
家还是管理一个单位，都不能像晋
文公那样，功过混淆，是非不清。
提拔谁，奖励谁，表扬谁，都要依
据事实和法度而定。很多时候，一
件事办不好，就可能伤害一群人，
给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和阻力。

“清明节”告诉我们，处世一
定要报恩。

《增 广 贤 文 · 朱 子 家 训》 中
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感
恩不仅给对方带来欣慰，也是感恩
者在实现自己生命的价值。施恩才
能知恩，报恩才能重恩。不懂得感
恩甚至忘恩的人，往往是私心较重
或品质低下的人。在哪条路上，都
不会走远。

“清明节”告诉我们，做人一
定要孝顺。

有一句古语，叫“树欲静而风
不止，子欲孝而亲不在”。等儿女
羽翼丰满，想到要孝敬父母的时
候，他们却不在了。所以每一次扫
墓，都是对孝心的洗涤和升华。活
时不孝，死后哭天，让别人耻笑，
也令自己蒙羞。聪明的办法，就是
趁老人健在的时候，常回家看看，
尽一点孝道。

“清明节”告诉我们，人生一
定要创新。

有一年清明节时，苏轼在密州
（山东诸城） 写了一首新词 《望江
南·超然台作》。其中的名句，就
是“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
新茶。诗酒趁年华。”奋斗就有希
望，创造就有未来。趁着年轻，总
要想点什么，做点什么。即便是

“ 怀 才 不 遇 ”， 即 便 是 “ 施 恩 无
报”，即便是“百事不顺”，即便是

“一事未成”，也不要怨天尤人，更
不能自暴自弃。抱怨天气的人会心
灰意冷，抱怨别人的人会身陷困
境。

当你感觉烦恼和不顺的时候，
首先要想的是自己选择的道路是否
正确，走路的方法是否科学。首先
让自己聪明，才能创造清明的环
境；首先改造自己，才能改造外部
的世界。“年来日日春光好，今日
春光好更新。”春是希望，春是开
始，春是大自然提供给每个人的一
次均等的机会。但春色也无情，稍
有放松，就会流逝而去。

所以，我们要借“清明节”的
契机，让自己更加“聪明”起来，
打造一个“清明”的自我，创造一
个“清明”的社会。

“清明”和“聪明”

王东京

今天世界上很多国家颁布了反
垄断的相关法律，而且矛头大多指
向大企业。之前我对此百思不得其
解，不明白立法者为何认为企业规
模大就是垄断。而让我更感困惑的
是，西方各国政府无不希望国内企
业做强做大，可同时又反强反大，
这岂不是让企业无所适从？

19 世纪下半叶，美国出现了
一些巨型企业。这些企业凭借其市
场支配地位，碾压中小企业，盘剥
消费者，社会各界强烈不满，民怨
沸腾。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美国
1890 年 通 过 了 第 一 部 反 垄 断 法
—— 《谢尔曼法》。《谢尔曼法》 作
为母法，与后来的 《克莱顿法》 和

《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一起，构成
了美国反垄断法的基础。

可想而知，美国在那样的背景
下推出反垄断法，当然是反大。对
于“反大”，也有不少经济学家提
出过批评。第一个力挺大企业的是

熊彼特。他在 1911 年出版的 《经
济发展理论》 中指出：“不断的创
新，就像是跳动的琴弦，演奏着经
济成长的美妙乐章，而拨动琴弦的
正是那些领导市场的巨型公司，我
们 有 何 理 由 去 指 责 我 们 的 乐 师
呢？”后来以斯蒂格勒为代表的芝
加哥学派，也持相同的观点，认为
生产资源集中在大企业，有利于提
高规模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应减
少对大企业的干预。

回头再看美国反垄断。前面说
过，在不同时期美国反垄断的指向
不同。《谢尔曼法》 颁布后的近百
年，美国一直是“反大”。转折点
是上世纪 70 年代。当时美国遇到
了前所未有的危机。政治上，美国
在西方世界一呼百应的威风已不复
存在；经济上，昔日逆来顺受的

“小羔羊”，今天已成为强有力的竞
争对手；军事上，苏联又摆出咄咄

逼人的架势。面对这种局面，美国
国内对反垄断产生了争论。而恰逢
此时，芝加哥学派得势，其代表人
物在政府担任了要职，天时地利人
和，于是调整了反垄断政策。

此后的 20 多年，美国基于提
高企业国际竞争力的考虑，政府一
反常态，改变了以往的做法。不仅
不再“反大”，反而对大企业兼并
推波助澜。1997 年，波音与麦道
联姻，组成了航空业“巨无霸”。
1998 年，埃克森与美孚两兄弟在
分 离 了 87 年 之 后 ， 再 度 聚 首 。
1999 年，美国国民银行与美洲银
行合并，缔造出了新的金融帝国。

当年美国司法部副部长曾明确
讲 ：“ 法 律 不 会 阻 止 你 垄 断 ， 但
是，如果你滥用垄断权力，法律就
会坚决制止。”读者要仔细琢磨这
句话。的确，垄断不等于滥用垄断
权力。在经济学教科书里，垄断通

常分为三类：行政垄断、自然垄
断、技术垄断。毫无疑问，前两类
垄断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竞争，容
易滥用垄断权力，故需盯紧看严；
可技术垄断不同，一家企业技术创
新并不能排斥其他企业创新。尊重
创新企业的觅价权，可以激励创
新，当然不能反对。

最后，我想说说美国反垄断带
给我们的启示，主要有两点：第
一，不能简单根据企业规模或市场
占有率定义垄断，反垄断并不是

“反大”。美国曾有过教训，是前车
之鉴；第二，反垄断应重点反不正
当竞争，不可将创新企业的觅价行
为，当作“滥用垄断权力”或“掠
夺性定价”予以处罚，要防止反垄
断扩大化伤及无辜。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
院）原副校（院）长

来源：北京日报

反垄断就是反大吗

王清毅

南邻翠屏山、西傍杜若湖，旧
有兰若，人称普明庵，后更名杜东
精舍。

普明庵虽然地处幽僻，但周围
茂林深篁，空气清新。鸣鹤一乡，
佛庐相望，而士子讲学之所，则自
杜洲书院荒废以来，往往寄寓这些
佛宇。

清康熙年间，有尚德之人，修
普明庵，其弟子祖灯，增置熟田十
亩，同时居士罗应聘夫妇来此奉
佛，捐筑禅屋，有堂有庑，外加高
墙围护。从此，经营的庵田及募化
的收入与拓建的梵庐，为贫寒经生
士子寄读听讲和乡里设塾课童，提

供了经费贴补与学习条件。
清乾隆年间，封翁（封建时代因

子孙显贵而受封典的长者）陈五峰
先生，和蛟川的杨西园前辈，开设普
明庵，每届岁科两试，报名者众多，
一时最盛。后十余年，主讲席者为宓
燕山先生，门生有陈双湖、魏竹苑
等，后先辉映，成就一段佳话。

春雨夏日秋风冬雪，季节轮回
时光流逝，普明庵延绵助学 130 余
年，虽经小修，但难免瓦碎砖松、屋
漏壁动、梁柱裂损、檐梢断折，渐成
危房。此时，有位杜唐先生，对普明
庵深怀母校情结，与族先贤五峰先

生一样热心办学。对庵宇的颓危状
况，看在眼里，忧在心中，与庵中住
持相商，二人竟然想到一处。

因普明庵曾是杜唐先生童子时
的弦诵地，虽已更名杜东精舍，但
首先捐资，当仁不让，俾住持及时
修葺，又嘱其校友、一样热心助学
的宓平撰写 《募修杜东精舍引》。

“ 精 舍 ” 一 词 最 早 出 于 《管
子·内业》，唐代的精舍多指佛教
的禅院，而宋元明的精舍则指“读
书著述的学舍”，这些学舍有的还
兼开讲堂。在清代，精舍除了与佛
教相关之外，还指设在寺庵供士生

读书、注经、考史的学舍，杜东精
舍就是这类学舍。

引，则是一种文体，一般是写
在正文前面引领正文，简要介绍写
正文的缘起等。宓平的这篇引文，
或可说是目前仅有的关于杜东精舍
的存世文献。它陈述了由普明庵到
杜东精舍，自康熙至乾隆间办学助
学的兴盛概况与业绩体现，提出因
历时已久，房宇已呈颓危之状，吁
请公众捐资修葺助学育才。嘉庆年
间，宓平的 《募修杜东精舍引》，
由僧四处榜告，众人慷慨解囊，捐
资乐助。

翠屏山畔，“杜东精舍”助学育才

相传僧慧达于鄮山乌石岙得佛祖舍利塔相传僧慧达于鄮山乌石岙得佛祖舍利塔，，遂结茅供奉遂结茅供奉，，其地后俗称其地后俗称““古育王古育王””。。此为古育王遗址一景此为古育王遗址一景。。

现阿育王寺古树参天现阿育王寺古树参天，，楼阁众多楼阁众多。。此为寺门前一景此为寺门前一景（（图片均为作者提供图片均为作者提供））

徐雪英

和许多地方一样，宁波民间也
流传着不少关于古代皇家王族的传
说故事。这些传说故事有的还和地
方称谓发生交缠，形成一些气派的
王族类地名。这些地名多数隐藏在
宁波城邑的边缘角落，在让人好奇
的同时，也使那些看似寻常的江南
聚落有了不寻常的历史渊源。

舜帝与禹帝

有人说，余姚是宁波历史课代
表，其不但历史悠久，还人杰地
灵，为姚江学派发祥之地。关于

“余姚”地名由来，说法多样。
其中一种说法认为源于舜帝。

《竹书纪年》 曰：“帝舜有虞氏，母
曰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
墟。”至于姚墟确切位置，却一直
未有定论。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在浙
江余姚或上虞。余姚兰江街道现有
冯村，旧名诸冯，传为舜帝故里。
唐 《元和·郡县志》 卷二云：“虞
舜出生，历代都邑考诸冯人，今浙
江越州余姚县，则直以冯村为古墟
矣。”清代黄宗羲也持类似观点。
他 在 《孟 子 师 说》 中 云 ：“ 今 余
姚、上虞两县，皆以舜得名。其水
之经余姚者曰姚江，亦曰舜江。”

持同样观点的当代宁波学者甚
至推测：河姆渡遗址可能就是传说
中的姚墟。因为遗址出土的干栏式
房子、木构水井等，与《竹书纪年》描
绘的“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
谷，全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的
上古生活场景十分相似。

余姚低塘还有历山，以村内原

历山而名。传古时历山北为钱塘江
海涂，周边渔民下海捕捞时，常在
此山晒网。晒网本地俗称沥网，故
得名沥网山，后简称历山。传舜帝
还是平民时，曾躬耕于历山之下。
光 绪 《余 姚 县 志》 引 《康 熙 志》
云：“历山，在县北四十里，有象
田、舜井、石床诸迹。山阳石壁镌

‘ 耕 隐 ’ 二 字 。 有 石 嵌 空 横 覆 如
床，可坐数人，相传为帝舜耕时避
雨处。”新中国成立后，余姚在历
山大规模开采石材。上世纪 70 年
代时，山体基本被挖空，旧址后建
起居民小区，取名舜韵华庭。

海曙高桥镇岐湖有三过，村民
主姓王，清时从定海迁入。村旁建
有禹王庙，因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
的典故，把村落取名为“三过”。
宁波古属会稽，文献记载，会稽是
大禹生前重要的活动之地，也是他
最后安葬之地。因此在绍兴、宁波
等古会稽之地，和大禹相关的地名
和文化纪念物非常丰富。

白云街道丽雅社区境内曾有大

禹王庙，亦称夏禹王庙，传祀大禹
和其夫人。大禹在会稽治水时，其
夫人曾来鄞西视察水利。后人感禹
王夫妻恩德，故建庙奉祀。“夏禹
王庙”后被讹化成“谢女王庙”。
1996 年，因房地产开发，庙宇拆
毁。现流经白云、安泰社区附近的
庙前河、庙后河等皆缘此庙而名。

秦始皇与勾践

余姚西部有马渚镇，以马渚村
而名。马渚古为多水渚地。传秦始皇
巡游东至大越时，始皇扈从远到马
渚，屯兵渚山之上，饮马于潭。现境
内尚有饮马潭、饮马桥等遗迹留存。

慈溪横河有埋马，传秦始皇东
巡观海，曾埋死马于此。也传因宋
高 宗 得 马 化 石 而 成 。 1986 年 版

《慈溪县地名志》 对这两种传说评
价云：“皆因山石像马而附会。”

余姚河姆渡镇还有车厩山、车
厩村，地处四明山麓姚江南岸，古为
会稽、明州交通要道与军事要冲。光
绪《慈溪县志》引《会稽记》云：“越王
勾践于此置厩，停车秣马，遗迹犹
存，故名车厩。”车厩山上还有柴基
坪，旧称寨基坪，传为越王屯兵之
处，当地人称“越王练兵台”。又三里
许，有巨石似槽般卧伏于路侧，当地
人俗称“越王马槽”。

阿育王与其他

奉化溪口镇有跸驻，地处青山
叠出、溪流蜿蜒之地。传五代时，
有位姓陈的殿中丞隐居于此，吴越
王钱镠还亲往探望。因在此休息小
住，故名跸驻。村中原有钱王祠，
后改庙。

奉化西坞镇有王府，别名王虎

头。传北宋时已建村。因村旁有三
池，始称王浦。南宋时，族中有人
任宋高宗太子侍读，获高宗赐建府
第，遂改“浦”为“府”。

王府附近还有李师，村民主姓
李。传其先祖也曾为南宋理宗太子
的侍读学士，致仕后在村西造石桥
一座。后太子即位，赐桥名为李师
桥，村以桥名。光绪 《奉化县志》
记：“李师桥相传为宋学士李龙飞
建。”当地人习惯称李家师桥村。

象山石浦有宋皇城，地处天封
塔 山 南 麓 。 明 嘉 靖 《象 山 县 志》
记：南宋末，人见海边浮尸，有着
绣龙黄袍者，疑为在崖山跳海而亡
的宋少帝赵昺，遂葬于天封塔山
下，围以墙，名“宋皇城”，村因
此名。1933 年，著名电影导演蔡
楚生、人民音乐家聂耳等来石浦拍
摄电影 《渔家女》，作为外景的皇
城沙滩也因邻近宋皇城村而名。

宁海前童镇有梁皇村。光绪
《宁 海 县 志》记 ，梁 太 清 末 年（549
年）侯景作乱，陈霸先兵起，有王子
避地于此，故名。岔路镇则有王爱
山，岭头陈《陈氏宗谱》记：公元 589
年，南朝陈灭于隋，陈后主之子胤

“遁于赤城而至金竹岭头，望见前有
耸峙峰峦，地若眠牛，山水秀丽，林
木荫翳，堪为爱居之所，遂家焉。时
人因名其曰王爱山”。

鄞州东部有阿育王寺，寺始建
于西晋太康三年 （282 年），相传
僧慧达于鄮山乌石岙得佛祖舍利
塔，遂结茅供奉，其地后俗称“古
育王”。东晋义熙元年 （405 年），
移至现址。南朝梁武帝时，赐额

“阿育王寺”。阿育王寺是我国现存
唯一以印度阿育王命名的千年古
寺。寺内古树参天，楼阁众多，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历山历山、、马渚马渚、、车厩车厩、、跸驻……跸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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