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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 故

随思录

新 知

漫画角

某些“创新” 罗 琪 绘

徐雪英

每一座城市的历史中，总有那
么一些耕耘者，不仅改变了自己的
命运，也给城市留下浓墨重彩的一
笔。许多地方，至今仍遗存着他们
的印记。

■应彪与下应

唐长庆三年 （823 年），为了
有利于江东开发，当时的明州刺史
应彪在城东奉化江上，在16条木船
上铺以板搭成浮桥，架起了宁波第
一座跨江浮桥，即今灵桥之前身。
灵桥是宁波最古老的跨江大桥，也
是宁波最著名的地标建筑之一。

应彪，讳斐，唐奉国军节度使
加散骑常侍，唐长庆年间任会稽
郡明州刺史。据蜜岩等地应氏宗
谱记，应彪赴任时，其家眷亦随
迁 自 宁 波 ， 并 在 宁 波 定 居 发 族 。
因为后裔人丁兴旺，子孙遍布宁
波各地，应彪也被推为浙东应氏
一世祖。

鄞州新城区东南部有下应街
道，以湖下应家而得名。文献记
载，下应为应彪后裔集聚地之一，
因地处东钱湖堤下，世称湖下应
家，简称下应。今下应街道还有湖

下路，亦以湖下应氏而名。这支应
彪后裔擅长制服，是宁波“红帮裁
缝”发源地之一，宁波服装博物馆
也建于此街道。

下应街道办事处东，今金达南
路与虹麓路交叉处原有老尖漕、新
尖漕，村民主姓应，亦为应彪后
人。明嘉靖三十一年 （1552 年），
应姓从下应河西村前头岸万罗堂迁
此。因村前河槽尖形，得名尖漕。
明万历十八年 （1590 年），又有应
姓从万罗堂迁来，为区别，故称
新、老尖漕。2013 年，新、老尖
漕拆迁，村民迁居洋江水岸小区。

迁居洋江水岸小区的还有十五
房、高漕、西应等自然村，这些村
民亦以应姓为主，属应彪裔脉。明
嘉靖十三年 （1534 年），应姓迁今
万罗路与尖漕路交叉口东北定居，
按分房序数取名十五房。明嘉靖二
十年 （1541 年），又一应姓从下应
往西迁至今下应南路与首南东路交
叉 处 ， 取 名 西 应 。 清 康 熙 二 年

（1663 年），尖漕一应姓迁到今金
达南路与洋江水岸小区南河流交叉
处，因地势高，又有河漕，故名高
漕。

海曙章水镇西端有蜜岩村，位
于大皎、小皎水系汇源之地。村民
多 姓 应 。《蜜 岩 显 爵 应 氏 宗 谱》
记，应彪官拜明州刺史时，其子
肃，与父同来，后固家于鄞。初择
居当时县治鄞江光溪。至十二世
时，迁至蜜岩村定居。今蜜岩桥东

侧 有 蜜 岩 庙 ， 俗 称 “ 蜜 岩 杮 林
庙”，宋淳祐九年 （1249 年） 为祀
先祖应彪而始建。

鄞州东吴镇天童北部有石仓
岙，又名日昌岙。传应彪后裔应高
南宋时自广德迁居蜜岩，元时应槐
迁此发族。因地处山岙东，旭日升
起时，村落里阳光普照，故称日昌
岙，也叫日窗岙，后谐化为石仓
岙。

■黄晟与佽飞庙

和应彪一样，刺史黄晟在宁波
也赫赫有名。

黄晟，字明远，出生于今鄞州
姜山九房自然村，是唐末土生土长
的鄞人。唐僖宗时，黄晟应募于望
海镇(今镇海)，因身矮未被录用。
后 凭 赫 赫 战 功 当 了 18 年 明 州 刺
史。在任期间，为保护乱世中的百
姓，率民采石修筑罗城，周长 18
里，位置大致相当于海曙老区内的
环城马路。又重建奉化江上应彪始
建的东津浮桥。为官廉正，临终上
疏，府库所蓄，皆题“送使”字
样。

黄晟在宁波威望甚高，至今仍
有不少遗迹。海曙天一广场附近有
君子街，旧称皂荚庙衕、君子营。
因唐时有君子营得名。光绪 《鄞县
志》 记：唐末，明州刺史黄晟，兴
学好士，江东儒学之士多依之辟
前。进士陈晃等嘉其清介，加以优

待，为筑居于城东隅，谓之措大
营，即今君子营。“文革”中曾称
群力街。1981 年地名普查复名君
子街。

海曙南塘河北端有护城河，又
名环城河，流经马园桥、共青桥、
新老三市桥、向阳闸等。唐乾宁五
年 （898 年）， 黄 晟 率 民 筑 罗 城
时，沿城墙开挖护城壕河。这一段
因为是为保护宁波老城而开挖的运
河，故名护城河。唐以后历代都有
疏浚护城河，新中国成立后又经多
次疏浚，并在两岸筑石墈护岸。

鄞州姜山镇九房有佽飞庙，为
黄晟祀庙。传唐武后称帝时，黄晟
先祖从福建泉州同安迁此发族。佽
飞是春秋时代楚国勇士，后泛指勇
士。黄晟曾被封任为“佽飞兵马
使”，宁波百姓便以“佽飞”名其
庙。主祀黄晟的佽飞庙过去在宁波
还有不少，现存于姜山的这座佽飞
庙修建于清代，现为鄞州区级文保
单位。

鄞州云龙镇有石桥村，村民主
姓黄，传为黄晟后人。宋代形成聚
落，因村中新桥头旁有大青石，巧
匠将其雕成石头花桥，故称石桥，
村随桥名。鄞州首南街道曾有三桥
村黄家，原属三桥村，位于今荣安
府区域。村民主姓黄，系黄晟后
裔，从姜山上张村湗巷漕迁来定
居 。 以 姓 得 名 。 2004 年 拆 迁 时 ，
村民迁居南裕社区。

象山贤庠珠山北麓有珠溪，以
黄、姚两姓居多。珠溪古为海涂，
五代末，黄晟之孙黄永阶来象山任
镇遏副使，卸任后移居于此。明洪
武间，姚姓从本县前山姚迁入此
地。因处于珠山北麓，地势较高，
村庄原名上庄。后北移至珠溪两
岸，改以溪命名。

贤庠镇常乐村寺后山南麓，原
有常乐寺，传为黄晟所建。《敬止
录》 等宁波地方文献记载，黄晟卒
后原葬于东钱湖隐学山。其孙黄
永阶任象山镇遏副使时，移其墓
于常乐寺后。墓前原有华表等仪
物 ， 现 随 墓 已 陷 ， 其 上 辟 为 茶
园。不远处还有黄浦墓，墓主为
黄 晟 七 世 孙 ， 北 宋 人 。 墓 志 显
示，黄浦本人及曾祖、祖父均不
仕，生四子，长子中进士。此墓发
现及随葬品出土，为研究北宋时期
浙东沿海民间墓葬及人情世俗提供
了珍贵资料。

下应下应、、蜜岩蜜岩、、石桥石桥、、珠溪……珠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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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实

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着力扩
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高低收
入 人 群 收 入 。 其 中 关 键 是 “ 提
低 ”， 某 种 意 义 上 来 说 ，“ 提 低 ”
就是“扩中”。

“提低”为什么关键？第一，
低收入人群更多集中在农村、西
部地区以及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
地区，“提低”有助于缩小三大差
距，即城乡差别、地区差距、收
入 差 距 。 第 二 ，“ 提 低 ” 有 助 于

“扩中”，中等收入群体的来源正
是 低 收 入 人 群 ，“ 提 低 ” 了 “ 扩
中 ” 自 然 就 会 实 现 。 第 三 ，“ 提
低”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点和
最大难点。如果低收入人群不能
成为富裕人群，那么共同富裕就
无从谈起。

“提低”有两种思路：第一种
思路就是从现在开始不断提高低
收入人群的收入，让低收入人群
的收入增长超过整个社会平均收
入水平，这样来缩小低收入人群
和整个社会的收入差距。而人力
资 本 的 投 资 在 短 期 内 是 不 见 效
的，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就
需要大量增加转移支付，通过增
加转移支付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
入，来缩小收入差距。

第二种思路就是在未来的十
年当中，不一定特别要强调缩小
低收入人群和整个社会的收入差
距，只要保持这样一个收入差距
的相对稳定性。这样可以有更多
的公共资源用于提高低收入人群
能力的相关方面建设上，特别可
以用于对低收入人群人力资本的
投 资 ， 教 育 、 医 疗 资 源 的 分 配
上 。 同 时 保 持 适 度 的 转 移 支 付 ，
使得低收入人群的收入能够和社

会平均收入保持相对稳定。十年
以后，人力资本投资的效果就会
显现出来，低收入人群和社会平
均收入的差距就会开始不断地缩
小，大幅度地缩小。

从长远目标的实现来讲，第
二种选择是更可行有效的。如果
采取第二种选择，在制度创新上
需要注重以下三个方面：

第 一 ， 要 瞄 准 低 收 入 人 群 ，
加大对其的人力资本投资。具体
来 看 ， 一 方 面 ， 要 加 大 教 育 投
资力度，特别向低收入人群进行
倾斜，缩小教育机会的差距。目
前我们的人力资本投资包括公共
教育、公共医疗设备等方面，仍
存在着效率不足、质量不高的问
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提高
这方面的效率，才能够更好地抵
消私人的人力资本投资带来的收
入差距的影响。

第二，为低收入群体提供更
好的就业机会和条件。低收入人
群收入低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缺乏机会，缺乏发展条件，在
这方面要进一步改革：坚持充分
就业、就业优先；消除户籍制度
以及其他的就业歧视性制度，实
现劳动力市场的公平竞争；消除
教育歧视，实现择学自由；建立
劳动力的终身学习培训制度；改
革农村土地制度，让农民获得更
多的财产性收入；实现基本公共
服务均等化。

第三，瞄准低收入人群中的
相对贫困人口加大对其的转移支
付力度。从提高低保救助的覆盖
面和救助水平、大幅度提高农村
养老保障待遇水平、提高农村社
会养老服务质量、加大大病救助
力度等方面着手，并坚持廉租房
政策，让政策覆盖更多低收入人
群。

作者为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
研究院院长

来源：光明网

实现共同富裕
“提低”为什么关键

不换 高晓建 绘

蜜岩桥东侧有蜜岩庙，俗称“蜜岩杮林庙”（图片由作者提供）

王厚明

吕蒙正（946 年-1011 年），字圣
功，北宋洛阳人。少年吕蒙正在寒窑
中发愤读书，但随着“官至极品，位
置三公，身虽鞠躬于一人之下，而列
职于千万人之上”时，也不免陷于

“思衣而有罗锦千箱，思食而有珍馐
百味”的安逸之境。

据 清 初 褚 人 获 的 《坚 瓠 集》
载 ： 吕 文 穆 （吕 蒙 正） 微 时 极
贫，比贵盛，喜食鸡舌汤，每朝
必用。一夕游花园，遥见墙角一
高阜，以为山也。问左右曰：“谁
为 之 ？” 对 曰 ：“ 此 （为） 相 公

（喜 食 之 鸡 舌 汤） 所 杀 鸡 毛 耳 。”
吕 讶 曰 ：“ 吾 食 鸡 几 何 ？ 乃 有
此？”对曰：“鸡一舌耳，相公一
汤用几许舌？食汤几许时？”说的
是一只鸡只有一个鸡舌，相公喝
一碗汤该用多少鸡舌，鸡舌汤相

公又喝了多长时间。
可以说，吕蒙正吃喝讲究点，

顿顿“鸡舌汤”也不是做不到，但
经历苦难的他并没有忘本，随从的
反问，让他惊讶不已，听罢“默然
省悔，遂不复用”，从此再也不喝

“ 鸡 舌 汤 ” 了 。 深 刻 反 思 和 转 变
后，他成为一位勤政爱民、不谋私
利的贤相。

当吕蒙正辞官归隐，宋真宗感
念他对朝廷的贡献，想提拔他的儿
子，吕蒙正却告知宋真宗“诸子不
可用”。《宋史·吕蒙正传》 中这样
评 价 他 ：“ 蒙 正 质 厚 宽 简 ， 有 重
望，以正道自持。”

同样是宋朝，也同样是当宰
相，南宋宰相贾似道，却有着不一

样的做派。
贾似道出身不错，父亲是京湖

制 置 使 （京 湖 地 区 军 事 最 高 长
官），贾似道因抗击蒙古兵有功，
被宋理宗赐“卫国公与少师”，甚
至还令朝中的文武百官恭迎贾似道

“凯旋”。然而，当他如吕蒙正“官
至极品”之时，却开始吃喝享乐、
腐化奢靡。

四库全书 《南宋襍事诗》 中记
载，贾似道喜欢吃浙江湖州苕溪的
鳊鱼，为此专门建造了一个大池
塘，养了一千多尾“苕溪鱼”，用
大盘水车绞水灌溉，鱼游自得，如
在湖中，有好几条船穿梭往来，递
运不绝。

在国家危难之际，襄樊二城被

蒙古军团团包围，主管军国大事的
贾似道，依然在劳民伤财、大兴土
木，修了一座奢华的豪宅，称之为

“半闲堂”，在这里花天酒地、日夜豪
赌。从他所赋诗《甲戌寒食》中，可窥
其扭曲的心态：“人生有酒须当醉，
青冢儿孙几个悲？”

贾似道爬上权力的顶峰以后，
沉浸于奢靡，最终成为断送南宋江
山的一代奸相。《宋史》 将贾似道
列入 《奸臣传》 中，钉在了历史的
耻辱柱上。

吕蒙正见鸡毛阜而“默然省
悔”，贾似道养苕溪鱼“有酒须当
醉”，从中可洞悉古今之理：祸患
常积于忽微，人贵有见微知著的自
知之明。

吕蒙正的“鸡舌汤”与贾似道的“苕溪鱼”

齐 夫

看到一则逸闻：考古工作者在
西伯利亚冻土层下挖出一具数万年
前女尸，由于极度寒冷和缺氧，女
尸保存完好，尤其面部，宛如生
人。如果世上真有“冻龄”之说，
这可能是最成功的范例。

眼下，“冻龄”可是个很时尚
的 词 ， 多 为 爱 美 女 性 所 用 。“ 冻
智”，则是我发明的词。智，即智
慧，智能，智商，智力。这些东西
如能保持年轻时的状态，没有明显
下滑退步，宝刀不老，不减当年，
或可叫“冻智”。

譬如，周有光、杨绛、马识
途、南怀瑾、季羡林等文化名人，
直到耄耋之年，还思维敏捷，笔耕
不辍，时有新作问世，其文字之缜
密，思想之新锐，观点之别致，让
许多年轻人自叹不如。他们堪称

“冻智”有术，慧思不老，值得由

衷敬佩。
人是高级的智慧生物，智慧是

人的最基本特征，容颜不是。人类
美好的容颜，从根上说，与孔雀的
五彩尾翎，老虎的斑斓皮毛，熊猫
的憨态可掬，企鹅的绅士风度，并
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智慧则是人
类独一无二的，是生命所具有的基
于生理和心理器官的一种高级创造
性思维能力，没有智慧就没有人
类，没有智慧人就永远不能脱离动
物界。

所以，有了漂亮面孔也不一定
就是个真正意义上的人，即不一定
符合马克思给人本质下的定义“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譬如那些弱
智者、智障者，还有从森林里被救
出的狼孩、猪孩、豹孩等。

“冻龄”的办法很多，譬如打
玻尿酸，注射肉毒杆菌毒素，整
容，拉皮，植发，隆鼻，磨骨，按
摩，贴面膜等，都可以使人显得年
轻精神，楚楚动人。再不然还可以
浓妆艳抹，“上帝给她一张脸，她
能 另 造 一 张 出 来 ”。 但 这 些 “ 冻
龄”之术，不仅花钱多，有的甚至
要借“美丽贷”，而且还很耗时间
精力，一天用两三个小时化妆是很
常见的事。

“冻智”就简单多了，只要坚
持平时多动脑，勤动笔，常动嘴，
就可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可谓惠
而不费。现实生活中，不时可以见
到那些智慧老者，虽两鬓斑白，满
脸皱纹，但一张嘴便妙趣横生，充
满真知灼见；一动笔即字字珠玑，

满纸锦绣文章；干事业，他们为年
轻人指点迷津；做课题，他们是团
队攻关的中枢大脑。岁月流逝没有
使他们的智慧打折褪色，他们就是

“冻智”的楷模。
所谓冻，并非冻结，无非是减

缓退化速度，不要出现阶梯式下
降。而一个人智慧的迅速退化，要
比容颜退化带来的损失大得多。所
以，在我看来，“冻龄”不如“冻
智”。“冻龄”虽花了很多钱，搭了
很多功夫，却大多数效果不彰，难
以持久，且只是抓住了人类的非本
质特征，皮毛而已。

“冻智”呢，一个人始终清醒
睿智，聪敏理智，创造力、创新力
都不减当年，那该是多么庆幸的
事。因为，你抓住了人类的本质。

“冻龄”和“冻智”

宁波地名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