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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知

宁波地名谭

疑是另类 李济川 绘

东躲西藏 郭继宗 绘

韩不韩

和很多城市一样，历史上的
宁波有过自己的城墙，这其中，
和义门紧临姚江，对岸又是中国
最早开埠的老外滩和槐树路，传
教士和老外们留下过不少老照片。

和 义 门 ， 最 早 可 追 溯 至 唐
朝，在历史的不同记载里，它也
被叫作盐仓门，主要是因为和盐
商 有 关 ， 对 岸 至 今 还 有 盐 仓 社
区 。 出 了 城 门 即 是 姚 江 ， 在 没
有 桥 的 年 代 里 ， 渡 口 是 所有人
熟悉的场所，它们的名字叫：桃
花渡／盐仓渡。

毋庸置疑，这儿在早期就是
宁波相当热闹的地方，直到 1933
年，城墙拆除后就有了和义路。

这 是 一 条 并 不 算 太 长 的 街
道，从东门口到解放桥，步行不
过一刻钟，却诞生过很多传奇。
传说郑和就是从和义门外出发，
去了日本和韩国，所以现在还有
战船街。沿途下来，有中国第一
所女子中学 （甬江女中），有 62
家钱庄发起筹建的钱业会馆，是
宁波金融业曾经的中枢所在。

上世纪 90 年代，这条路的东
头是市商业幼儿园，西边是宁波

豆制品厂，中段有甬江印刷厂、
木材厂等，还有就是一片民宅老
房 子 和 状 元 楼 饭 店 。 后 者 是 在
1985 年开起来的，一度成为宁波
帮游子回家乡的就餐首选，这家
饭店历史上也叫三江酒楼，以烹
饪正宗甬帮菜出名。其中的冰糖
甲鱼，大约是上世纪 30 年代由应
阿品大厨打出名气，视为正宗。

对于老宁波来说，说到和义
路，印象最深的更少不了：和义
路夜市。它的起源，最初在东门
口，很多小摊贩云集，后来因为

中山路改造，1995 年 6 月，和义
路夜市诞生。

继 承 了 东 门 夜 市 的 良 好 基
础，和义路夜市一开始就有 600
多个摊位，密密麻麻摆满马路两
侧，浩浩荡荡绵延一公里。每天
夜 里 ， 和 义 路 灯 火 通 明 ， 钢 丝
床、塑料棚，人声鼎沸。摊主以
年 轻 人 为 主 ， 卖 的 是 服 装 、 鞋
子、日用品，尤其到了夏天，更
是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

衬衣、凉席、凉帽、磁带、
旧书、文具、头饰、饮料⋯⋯夜
市的东西五花八门，也有供娱乐的
套圈游戏。当时的宁波人说，在和
义路夜市，没有找不到的商品。在
解放桥那头则能找到各种小吃摊，
砂锅、馄饨、小炒、臭豆腐、炸面饼、
年糕、香蕉片⋯⋯样样有，一圈逛
下来起码一小时。

据当时的摊主说，摊位费每
月 70 元，但他们一晚上就能赚上
百元。自和义路夜市起家的好几
位，后来都成了服装和百货业的
大 佬 。 夜 市 长 达 7 年 之 久 ， 环
境、交通状况可想而知，直到天
一广场开业，和义路夜市正式告
别那个时代，一起消失的还有战
船街那个收门票的游泳池。

此后，和义路归于冷清。但
宁波人从未忘记这里，作为三江
口最后一块商贸开发资源，人们
开始谋划一场商业复兴。当时的
宁波人普遍富了起来，特别是经

常 出 差 国 外 的 一 些 人 ， 见 多 识
广，逐渐有了高端消费需求，热
衷于买珠宝手表。

以欧米茄手表为例，2003-
2005 年 ， 宁 波 地 区 销 量 以 每 年
20％的速度递增，2006-2007 年
增幅为 30％，2008-2009 年受金
融 危 机 影 响 仍 保 持 了 10％ 的 增
幅 。 曾 有 人 评 价 宁 波 的 隐 形 富
豪：他们不是李嘉诚，但消费力
比李嘉诚还强。

2007 年 和 义 路 开 始 改 造 ，
2009 年和义大道正式开业，曾经
的和义路夜市汇聚了全球奢侈品
牌 100 多个，好多品牌会在第一
时间与全球同步上新。在这里，
宁波人与世界潮流同步。与此同
时，一大批高端餐饮、高端超市
入驻，状元楼在此重开，大家又
吃上了冰糖甲鱼。

眨眼间，今年 9 月，已是这
条路诞生的第 89 年。今年七夕，
在全新改造完成的东渡路步行街
上，为期 25 天的“潮回东渡路”
夜生活节开启，对不少宁波人而
言，毫不意外地扯出了记忆里的
一波情怀。

与物资相对匮乏年代的地摊
经济相比，当下的新型夜市不仅
消费范围更广、品质更高，也承
担了更为多样化的功能。重温和
义路往事，当借新型夜市之力，
拓展消费空间、提升消费信心，
让实体商业充满烟火气。

和义路夜市：见证一段宁波商业发展史

徐雪英

进入 21 世纪后，宁波和我国
其他地区一样，处于快速城市化的
进程中。原主城区周边先后开发了
鄞州中心区、东部新城、镇海新
城、姚江新城等，主城框架不断拉
开，主城面积迅速扩大。在这些新
城区中，东部新城因为驻有宁波市
政府等核心机构，被称为新一代宁
波“城市之心”。其涌现出来的大
量新地名，也成为解读当代宁波城
市人文风貌的代表性样本之一。

■松下街、柳隘站：
东郊村民们的乡愁

东部新城原为宁波东郊乡野之
地，松下、张隘、柳隘、王家园、
邵家等村落在此比邻而立。2005
年初，随着书香景苑安置小区工程
的启动，这块乡野之域焕发出从未
有 过 的 生 机 和 活 力 。 2014 年 初 ，
宁波市政府迁入此地时，曾经的阡
陌桑田已经蝶化成广厦万间。为记
录这段变迁历史，不少村名被留存
在新城街巷，成为这块土地上生活
多年的村人的乡愁。

东部新城有松下街，便以原松
下村而名。村落位于今百丈东路与
江澄南路交叉口东南一带。因村中
有河漕，漕边有大松树，故名松下
漕，简称松下。松下村以王、邵、
滕三姓为主。王姓先祖明代时从中
原黄河泛滥区迁入。先迁至鄞县潘
火石界桥，后分居于此。邵姓先祖
明代崇祯年间从邻村邵家迁入。滕
姓先祖原姓魏，为避株连才改姓
滕 。 2007 年 ， 松 下 村 拆 迁 ， 王 、
邵、滕姓等村民迁居书香景苑。

地铁 5 号线有柳隘站，也以地
处原柳隘村而名。宋代时，柳姓家
族居此地，因村处鄞东平原河网间
狭隘地带，故名柳隘。后柳姓犯上
隐逸，村落渐渐以李、杜、邵、陈

四姓为主。清康熙年间，李姓从宁
波江东迁此。杜姓为李氏妻弟，跟
随姐姐一家来此。同期先后，陈姓
从鄞县迁入，邵姓亦从邻村邵家分
居至此。2007 年拆迁时，各姓村
民也迁居书香景苑。

■福庆路、昌乐路：
自古就有的追求

中国人自古就有追求祥瑞昌盛
的社会心态，这种社会心态实际上
也是一种民族传统文化的反映。投
射在地名中，“福、昌、瑞、丰、
乐”等吉祥词至今仍为各地地名高
频词。东部新城也不例外。

东部新城有福庆路，自北而
南，交宁穿路、宁东路、民安路、
百丈东路、兴宁东路、环城南路等
东部干路。2007 年建成北段，为
表幸福喜庆之义，取名福庆北路。
此后，福庆南路建起。原规划北起
中山东路，南至环城南路。2012
年，延伸至鄞县大道下应段与鄞州
大道东段相接。

东部新城有昌乐路，自北向
南，交和济街、保华街、宁东路、
宝华街等，2009 年命名。取名昌
乐，寓意国家昌盛、百姓安乐。附
近还有瑞庆、瑞丰、鼎泰、和济等
支路，亦取吉祥丰收、事业安泰、
和衷共济等祥瑞之义。

■海晏路、江澄路：
守护和平的意义

宁波地处东海前哨，历史上一
直是军事战略要地。这里的人深深
懂得和平的意义。东部新城出现的
大量太平、安宁类地名，反映出甬
城百姓对和平的热爱，以及守护和
平的决心。

东部新城有海晏、河清两干
路，取自成语“海晏河清”，寓意
大海平静，天下太平。自北而南，
分称海晏北路、海晏南路，河清北
路、河清南路。海晏北路有地铁 1
号线和 5 号线交汇而过，为现东部

新城交通干道之一。
东部新城另有江澄北路、江澄

南路，意为江水清清，天下太平。
2008 年规划名称，2010 年正式命
名。江澄北路中山东路至宁穿路段
有宽 18 米的地下公路隧道，用来
分流地面交通。周边还有清泽街、
清润街、清宁街、海宁街、定宁
街、安平路、安顺路、舒波路等支
路街巷地名，无不透露出甬城百姓
对平安顺遂生活的希冀之情。

■东方一品、东寅
府：东部的发展自信

东部新城地名中，“东”系列
地名数量较大，除宁东路、东平
街、东泰街等街巷路名外，当地楼
盘也多以“东”为名，彰显着甬城
百姓对东部城区的发展自信。

宁波市政府附近有东方一品花
苑，2015 年建成。小区有高层住
宅、联排别墅等。因为地处东部新
城，建成时住宅区品质相对较高，
故名“东方一品”。

东部新城有东寅府，地处百丈
东路与盛莫路交叉口附近，2013 年
建成。该住宅位于东部新城，如虎般
充满生机，故名“东寅府”。另有锦绣
东城、城东院、东悦府、润东大厦等

楼盘，体现着甬城百姓对这块后起
之地的无限憧憬和向往。

■莘苑路、书香景
苑：对人才的渴求

对于远离京城，也非省城的宁
波而言，人才，尤其是高素质人
才，一直是难求的稀缺品。东部新
城中那些和人才有关的地名，从一
定程度折射出当今宁波人才缺乏的
困境，及对人才的渴求。

东部新城生态长廊附近有莘苑
路，2007 年建成。自南向北，交
宁东路、民安东路。沿路有宁波赫
德实验学校等建筑。因为希望这里
能成为莘莘才子聚集的学苑，故名
莘苑路。

莘苑路旁还有书香景苑，为东
部新城第一个安置小区。2005 年
始建，2007 年第一期建成。因为
建筑风格清新优雅，楼层错落有
致，周边环境极具江南风情，书香
景苑 2008 年荣获“好设计创造好
效益”国际设计大奖。改变了很多
人对安置房的印象，书香景苑一度
成为宁波拆迁安置房的翘楚。和莘
苑路类似，希望这里家家户户与书
结伴，书香盈门，人才辈出，故名
书香景苑。

地名视角下的宁波东部新城
陈鲁民

存在感一般包括两个内容，一
是现世存在感，即活着时的待遇和
成就、地位和影响；二是身后存在
感，即死后的历史地位、历史定
评，有没有一席之地。

东晋权臣桓温，就是个存在感
很强的人。桓温这两样都想要，他
本来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
一言九鼎，权倾朝野，但还不满足
这样的存在感，还想黄袍加身，面南
而坐。对于身后的存在感，他想得很
多，但他心里也明白，一旦冒天下之
大不韪，走上篡位之路，他身后的评
价就不会太好听，存在感就肯定是
负面的。如果不能两全其美，那就两
利相权取其重，先顾活着的存在感
吧，大不了“宁可遗臭万年”。

为了刷存在感，也为自己篡位
造些政治资本，桓温还进行了一次
声势浩大但形式大于内容的北伐，
象征性地打了几个小仗，往北推进
了一小段距离，就鸣金退兵，好歹
我也北伐了一次，功劳簿上总得记
上一笔。

就是这次作秀，桓温看到了自
己年轻时种下的柳树，已有十围之
粗，不禁潸然泪下：“树犹如此，
人 何 以 堪 ？” 进 一 步 增 强 了 紧 迫
感，回来后就加快了篡位的步伐。
可惜天公不作美，他还没来得及坐
在龙椅上刷存在感，就一病不起，
呜呼哀哉。

一般来说，现世存在感很强的

人，也都很注重身后的存在感，要
在历史上留下一点痕迹，有个落脚
之地。坏人如此，好人也如此。比
桓温早一点，有个叫杜预的大将，
文武双全，功劳很大，就是虚荣心
太强，对存在感想得太多，看得太
重。他生怕后人记不住自己，就在
生前为自己立了两块功劳碑，一立
高山，一竖谷底。他的如意算盘
是，不论以后沧海桑田，天翻地
覆，总有一块功劳碑会留下来。

王阳明倒是个存在感很强的
人，但他的存在感大都是外人加
的，其实他本心是想当个安静的老
师，去“格物致知”，好好研究心
学。可是朝廷不让他安闲，剿匪要
他去，平叛还要他去，只要遇到麻
烦事，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王阳明，
因为他去了就能成事，别人去了就
拿不下来。最后一次指挥打仗，他
已重病在身，在凯旋的舟船上，他
进入弥留状态，学生问他：先生还
有什么遗言？换句话说，您还要不
要最后再刷一次存在感，王阳明只
说了一句话：“此心光明，亦复何
言？”便溘然长逝。

三个历史名人，三种不同存在
感，人品与境界高下立判。无意刷
存在感的王阳明光芒万丈，弄巧成
拙的杜预，不幸被那两块功劳碑挡
住了本应有的光辉。煞费苦心大刷
存在感的桓温，则只留下一句“宁
可遗臭万年”的名言。当然，还有
比他更惨的，秦桧的存在感就是跪
在杭州岳庙前的那尊石像，以至于
他的后人都不得不为其存在感买
单：“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
愧姓秦。”半是喟叹，半是无奈。

三种“存在感”

吴晓林

近日，民政部等九部门联合发
布 《关于深入推进智慧社区建设的
意见》，提出了打造智慧共享、和
睦共治的新型数字社区的目标。智
慧社区建设对准的是小社区，却关
联着一个复杂的系统，涉及一系列
的保障措施。

智慧社区建设需要打造全域性
的数字底座，实现“智联社区”。
通常情况下，与社区治理相关的部
门多达 40 个，在社区范围内，众多
社会组织、市场组织、事业单位与居
民的生活密切相关，他们分别掌握
不同的信息、数据、资源。智慧社区
的首要基础就是万物互联、信息集
成，因而，要推动跨部门业务协同、
信息实时共享，努力促进现有党政

部门政务的信息数据互联互通“一
链集成”，实现人、事、物、情、地、组
织等数据在社区“一网整合”，社区
终端“一屏集合”。

智慧社区建设需要丰富多样的
应用场景，实现“智惠社区”。智慧社
区的建设最终要服务于居民的需求，
要以社区智能平台、云桌面为界面，
拓展多样化、差异化的智慧社区应用
场景。整个城市大脑或智慧大脑，要
从单向的数据收集平台转向以社区
为终端的数据传输源，使得社区成为
数字“驾驶舱”，促使数据向社区实践
场域无缝流转。在此基础上，智慧社
区建设要根据不同的主体和任务拓
展应用场景，主要包括为提升办事效

率的智慧社区政务场景、为居民生活
服务的智慧生活场景、为居民安全服
务的智慧应急场景、为居民健康服务
的智慧医疗场景、为方便出行的智慧
交通场景、为老年人身心健康服务的
智慧养老场景等等。

智慧社区建设需要贯通全过程
的数字赋能，实现“智能社区”。
智慧社区建设既涉及各类主体的数
字化协调，也具有撬动共建共治的
技术优势，贯穿其中的是全过程的
数字赋能。党政部门通过信息化平
台实现组织协调，对社区问题和需
求进行“智能化”分析研判，推动
社区治理从“被动型”向“前置
型”转变。在场景应用层面，要发

挥智慧平台的“捕捉”功能，对社
区存在的风险见微知著、提早应
对，通过开通社会服务热线、开放
居民参与接口、设置社区事务话
题，对居民所需、社会问题进行智
能识别，更精准地为居民提供服
务。与此同时，充分运用智慧平台
对社会参与的拉动作用，通过数据
分析发掘热心居民、社会组织，促
进居民互助交往、任务认领，调动
不同主体参与社区共建共治共享。

未来的智慧社区建设，就是要导
入多维的应用场景，为各类主体的生
产生活提供便利，形成数据驱动的

“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模式。
来源：光明日报

智慧社区建设需“三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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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和义路
（图片由作者提供）

东部新城河清路风光 （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