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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仑嘉溪村：晋涌宝
塔，唐存古村

唐元和五年 （810 年），即唐
宪宗在位第五年，明州北仑一位罗
姓夫人过世。这位夫人祖籍河南南
阳郡，曾祖辈为南阳望族，后分枝
开叶迁至江南，在鄮县灵岩乡 （现
属北仑） 定居。15 岁及笄后，罗
小姐被许配给了王家。她“宜其室
家若辅佐兄弟”，给王家养育了两
个 儿 子 。 40 岁 那 年 ， 因 为 疾 病 ，
终寝于北仑夫家。

家人“女男泣血”后，按照礼
制葬其于“灵岩乡金全里嘉溪村东
山之北源”，并撰刻 《唐王君故夫
人南阳郡罗氏墓志铭并序》 以记其
迹。这份墓志铭拓片现收藏于慈溪
市博物馆，章国庆主编的 《宁波历
代碑碣墓志汇编》 中录有全文。

从罗氏墓志铭中可见，唐元和
时期，嘉溪村已存。这样算来，其
建村历史至少 1200 年。2001 版《北
仑区地名志》记录了南宋后该村部
分人文。云：村民主姓乐，南宋建炎
年间从湖塘迁入。因该地东有牡丹
岩流溪，西有羊山下溪坑，两溪之间
山清水秀，故美其名曰嘉溪。

嘉溪村现归属北仑大碶街道金
泉社区，“金泉”两字也疑从唐代

“金全里”沿用而来。南宋 《宝庆
四明志》 记：灵岩乡，县南，管里
一村三，金泉里、樱豆村、河头
村、嘉溪村。章国庆先生推测道：
里名恐入宋后改“全”为“泉”。

嘉溪村西南古木参天处有乌石
岙，为宁波阿育王寺前址，百姓俗

称古育王寺。传西晋太康年间，慧
达大师在此结茅而居，夜见舍利涌
现，于是建寺以奉，是为古育王寺
前身。作为阿育王寺发祥之地，乌
石岙今尚存“涌见岩”字碑、瑞应
亭、慧达大师墓塔等诸多古迹。这
些古迹和村周出土的汉代陶罐古物
等表明：早在汉晋时期，嘉溪村一
带已有先民栖息。唐元和五年，王
家人选择把罗氏安葬于“嘉溪村东
山之北源”，可能就是认为这一带
有宝塔名寺，风水天成，是这位善
良夫人最理想的归宿之地吧。

余姚凤亭：凤来之祥，
田居隐地

唐宝历元年 （825 年） 十月，
一位 72 岁的老人在余姚烛溪 （今
慈溪横河梅湖水库北部一带） 家
中去世。家人埋葬其于余姚“凤
亭乡雷山里盖竹村前溪湖杪北山
之首”。并撰刻墓志铭以记之。后
人 发 现 他 的 墓 志 时 ， 志 碑 已 残
损，姓氏等部分信息缺失，他的
墓志因此被称为 《□□□府君墓志
铭并序》。

墓志显示，这位唐代余姚老人
祖辈皆好田园，不喜仕途。老人家
虽然生有六个儿子，到他去世时，
只有大儿子担任了绍兴兰亭监驱使
官佐助盐务。《宁波历代碑碣墓志
汇编》 附记云：志主之长子时任兰
亭监驱使官佐助盐务，为地方上低
级胥吏，官名不见于史志。

老人墓志中提到的“凤亭乡雷
山里盖竹村前溪湖”，虽为千余年
前 的 唐 代 地 方 称 谓 ， 但 “ 凤 亭 ”

“雷山”“前溪湖”这几个名字，至
今仍在使用。

现余姚四明山北麓罗壁山下有
凤亭，以村内凤亭得名。《四明山志》
载：“虞仲翔建亭于竖玉山，有来凤
之祥，故名凤亭。”今亭已圮。

凤亭附近有筀竹村，境内盛产
筀竹，旧有筀竹岭，以岭名村。筀
竹村旁有前溪湖水库，不远处有雷
山，海拔 223 米。结合这些信息，
疑墓志中提到的“盖竹村”即为此
筀竹村。

鄞州明堂岙：插竹萌
叶，吴越遗存

五代最后一个王朝，后周广顺
元年 （951 年） 十二月，掌管吴越
国明州军事务的长官元德图去世。
其墓志铭记，“宅窆于灵岩乡明堂
岙之墟”。

明堂岙，地处太白山麓，与阿
育王寺为邻。《鄞州区地名志》 解
释村名云：宋时，李氏因冒犯朝廷
逃到该山岙避难，以采药为生。一
日，将一株小竹插入水中，几天后
竟发现竹叶萌发。由此认定山岙为
活地，定居后必能子孙满堂，故名

“萌堂岙”。后简化成明堂岙。
地名志采用的释名传说，收集

于当地民间。如果李氏避难传说可
靠，结合元德图的墓志，李氏定居
山岙的时间应该早于宋朝。也许和
元德图家族一样，他也早在唐五代
时期就逃到了宁波。

墓志铭记，元德图本姓危，祖籍
江西弋阳。其父为唐末信州刺史危
仔倡。文献记载，唐末黄巢起义时，
抚州刺史危全讽带着弟弟信州刺史
危仔倡割据一方，称雄一时。后危全
讽兵败被擒，危仔倡出奔吴越，被吴
越王钱镠委以节度使，并赐姓元。由
此，危仔倡家族留居浙江。

元德图为危仔倡第 11 个儿子，
起初只是一个馆驿的巡官。但他“克
己温恭”“敏于事而慎于言”，在战事
中又表现可嘉，最后被提拔为节度
使佐官，知明州军事务，同时担任吴
越国“检校司农卿”。

可能因为任职明州，元德图和
其生母璩氏后来一直生活在鄞县董
孝乡。璩氏去世时，元德图也选择
把她安葬于灵岩乡黄牛岭之源。元
德图有两位夫人，18 个子女，其
中 11 个 是 儿 子 。 元 德 图 享 龄 62
岁，其明堂岙墓地离其母亲墓地黄
牛岭不远。

黄牛岭，北起北仑璎珞村，南
迄鄞州明堂岙。为旧时璎珞通嘉溪
山路。山形似牛，土质黄色，岭过

“牛背”，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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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有着 8000 年遗
址古迹的城市，宁波地方
文献存量巨大，但多形成
于宋代以后。已知的最早
刊刻于唐（或宋初）的方
志《明州图经》也已惜失。
宁波境内关于唐、五代或
唐以前的地名文献信息，
零碎而稀少。幸亏还有些
许墓志铭留存，让后人得
以窥见过去年代宁波乡
村地名的一鳞半爪。令人
欣喜的是，即使历经千年
岁月的涤荡，这些乡村也
未全部消失，有的不但仍
然存在，发展还很昌盛。

嘉溪村乌石岙一景嘉溪村乌石岙一景

嘉溪村内的嘉溪庙嘉溪村内的嘉溪庙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郑新立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
“双循环”，要构建以内循环为主
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
新发展格局。同时强调以内循环为
主体，就是集中精力把我们自己的
事情做好。内循环和外循环是相互
促进的，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并
不是要否定外循环的作用，要把内
循环和外循环有机结合起来。

构建这样一个新发展格局，现
在看来，内循环有三个堵点。

第一个堵点是消费需求不足。
我国有了 40 多年快速发展的工业
化和城市化。工业化创造供给，城
市化创造需求。工业已经形成了强
大的供给能力，今后的经济增长主
要应依靠消费增长来拉动，消费增
长还保持过去那样的增长速度远远
不够了。这是内循环不畅的一个主
要堵点。

第二个堵点是城乡市场之间要
素自由平等交换受到各种阻碍。有

一些要素还不能够实现平等交换，
还受到各种各样的政策和行政的制
约。劳动力、资本、土地三大要
素，近 40 年基本上是由农村流向
城市，从城市到农村流不进去，遇
到各种政策壁垒，城乡市场之间出
现堵点。如能把这个堵点打通，把
农村的消费和投资潜力发挥出来，
足以支持未来十几年我国经济持
续、较快增长。

第三个堵点是在投资上民间投

资的增长缓慢。民间投资对经济增
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民
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65%以上，投
资质量比较好，一般都投向制造业。

如果把这三个堵点打通了，“内
循环”畅通了，经济增长就能恢复活
力，就能像前 40 多年一样，保持一
个持续、旺盛的增长势头。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
资深咨询专家

来源：北京日报

内循环有三个堵点

各有所好 王成喜 绘

桂晓燕

后天就是 9 月 10 日教师节。“候
先生，候年庚”这句宁波老话，与教
师有不解之缘。它最早来源于旧时
为孩子聘请“教书先生”。宁波旧俗，
孩子长到七八岁时，家长要送其到
私塾读书，或者延聘老师来家中执
教。聘请老师的，家长事先要请人卜
卦，选择吉日，这就叫做“候先生，候
年庚”。后来慢慢扩展到其他方面，
凡是要选一个好日子，请人做某一
件事情，都可以说是“候先生，候年
庚”。

按照中国的传统，称先生是要
有资格有条件的，不是阿狗阿猫都
可以称先生。《辞海》对“先生”一词
的释义，一是父兄，二是老师，并“引
申为对年长有德业者的敬称⋯⋯也
泛用为对人的敬称。”总之，被称为
先生的，应该是值得尊敬之人。

尊师重教，是我们宁波民间风
俗中的一大亮点。以“宁波帮”兴教
办学的事迹为例，就有许多动人的
佳话。如香港娱乐业巨子、镇海人邵
逸夫，连年向祖国内地捐赠巨款，用
于教育事业，累计捐款 47.5 亿港元，
建造学校、教学大楼、图书馆等各类
教学设施达 6013 个，令 人 叹 为 观
止 ！邵 逸 夫 先 生 历 年 还 向 内 地 社
会公益、慈善事业捐助超过 100 亿
港元。1990 年 3 月 11 日，国际小行
星命名委员会根据中国方面的申
报 ，将 中 国 发 现 的 第 2899 号 小 行
星命名为“邵逸夫星”。1991 年，美
国 旧 金 山 市 将 每 年 的 9 月 8 日 定
为“邵逸夫日”。嗨，今天正巧是 9
月 8 日。

中国古代最高规格的“候先生，
候年庚”，当数每年的孔子诞辰日，
地方长官率众到孔庙祭拜孔子。孔
子是中国资格最老、地位最高、影响
最大的教书先生嘛！

您知道唐宋时期，我们鄞县的
孔庙在哪里吗？就在市区宁波市第
一医院这个位置。现在第一医院的

大门，在医院北侧，面向车水马龙的
柳汀街；而在医院的南侧，面向幽静
的县学街，有一座飞檐翘角、古色古
香的牌楼式门楼，这就是始建于唐
代元和九年（814 年）鄞县孔庙的棂
星门。相传棂星是天上的文星（文曲
星、魁星），专司人间文运功名，棂星
门是孔庙的标配。这座棂星门，曾经
是第一医院的大门，后因门前的县
学街较窄，医院的大门改到了柳汀
街一侧，这里就成了后门。

北宋庆历八年（1048 年），27 岁
的鄞县县令王安石“以庙为学，鄞县
始有县学”。也就是说，日后的唐宋
八大家之一、当时的文学青年王安
石，为促进治下教育文化事业发展，
利用孔庙，办起了当地的最高学府。
县学街也由此得名。原来，这一座门
楼，一条街道，蕴含着宁波的千年文
脉。

也许有读者要问：鄞县孔庙，为
什么不是建在鄞县（今鄞州区），而
是建在现在的宁波老市区？要说明
的是，鄞县是宁波最古老的地名之
一，早在公元前 222 年，秦朝就在今
宁波境内设置了鄞、鄮和句章三县。
由于历史的沿革，同样是“鄞县”一
名，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范围。王安
石时期的鄞县，范围相当大，东到今
北仑穿山，西到今海曙它山，都在鄞
县境内，县治就在今天的海曙区，当
时属于明州。

到了明代，明州成了宁波。延续
了唐风宋韵的老宁波人，讲究“候先
生，候年庚”，讲究孩子开笔拜师的
第一天。这一天，孩子要穿新衣服，
戴书生帽，背新书包。家人要向左邻
右舍、亲朋好友分赠“上学团”。顾名
思义，“上学团”体现了孩子上学的
喜庆，它是宁波特色名点金团的一
种。最常见的金团，是印着龙凤图案
的“龙凤金团”；而印着鲤鱼跳龙门
图案的，就叫做“上学团”。

总而言之，我们宁波这座历史
文化名城，具有悠久的历史、丰厚的
文化底蕴和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
今天，在迎接教师节到来的日子里，
让我们特别强调一下对教书先生的
尊敬，是很有必要的。

候先生 候年庚

王厚明

《宋史·列传卷五十二》 中，
记载了北宋名臣张咏的一次断案：
有户人家后辈争家产，官司打至张
咏处。女婿说岳父临终时，其儿子
才三岁，所以自己受命掌管资产；
而且岳父有遗嘱，叫他日后将十分
之三的财产，分给其儿子，其余十
分之七归自己。

张咏看了遗嘱说：“你岳父是
个聪明的人，因儿子年幼，所以托
付给你。如果将大头给儿子，那儿
子就会死在你手里了。”之后，张
咏判令将家产十分之七给儿子，十
分之三给女婿。

张咏面对的，其实是一个情与
法的选择。有凭有据的遗嘱，是法
理，而从人之常情去判案，看似主
持了公道，细究起来，却并不完全
令人信服。因为不能排除，其岳父
的遗嘱是真实意愿。张咏断案不免
有着硬伤。

冯梦龙著的 《智囊》 中，也记
载了一则断案。胡霆桂在南宋理宗
开庆年间任铅山主簿，当时私家酿
酒是被严令禁止的，违者轻则受鞭
笞之刑，重则有牢狱之灾。

有一妇人因与婆婆有嫌隙，便
举报婆婆私自酿酒，胡霆桂听后诘

问她：“你对婆婆孝顺吗？”她说：
“ 孝 顺 。” 胡 霆 桂 又 说 ：“ 既 然 孝
顺，那就代替你婆婆受罚吧。”然
后按照法令来责打她。此事传开
后，官府的政令变得畅行无阻，铅
山县因而得到善治。

媳妇告婆婆，且有事实依据，
于法，应当按律严肃处置；于情，
一旦纵容媳妇检举婆婆，可能告密
揭发之风将盛行，造成更大隐患。
胡霆桂以孝顺为名，杖责教育了妇
人，既维护了律法权威，又维护了
伦理秩序，实现了法律与道德的兼
顾、法与情的交融，当其时代，是

个睿智又高明的做法。
情与法的冲突，不在于二者

自身的属性，法的制定应符合人
的权益，人之情理不可凌驾于法
之 上 。 在 实 际 生 活 和 百 姓 的 心
中，不悖公序良俗、不违公平正
义的律法，才能深入人心、行之
有效、走得更远。律法并不是冷
冰 冰 的 条 条 框 框 ， 而 应 是 循 人
性、讲情理、有温度的约束，理
当执行得让人心悦诚服。作为一
个社会人，不亵渎律法、不违背
良知、不漠视真理，才不会暗淡
人性的光辉，丢失真善美的灵魂。

张咏和胡霆桂的两次断案

漫画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