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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时节，细雨滋润大地，万
物生机盎然。5 月 18 日，宁波望京
门城墙遗址博物馆开馆了。这一天
是国际博物馆日。

先简单介绍一下国际博物馆日
的来历。早在公元前 5 世纪，在希
腊的奥林帕斯神殿里，有一座收藏
各种艺术品和战利品的宝库，被视
为博物馆的滥觞。此后相当长的时
间内，博物馆只为皇室富豪服务，
平民百姓与之无缘。直到 18 世纪
末，欧洲一些国家博物馆相继建
立，并向社会公众开放，才使博物
馆 的 功 能 有 了 质 的 飞 跃 。 1977
年，国际博物馆协会发起并创立了
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
的主题是：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
好生活。

望京门城墙遗址博物馆，位于
望京门考古遗址公园内，地处海曙
区望京路和中山西路交叉口东北
角，宁波人习惯叫这里为西门口。

望京门又称朝京门，是昔日宁
波罗城 （外城） 六座城门之一。从
望京门顺时针数起，六座城门依次
为望京门、永丰门、和义门、东渡
门、灵桥门、长春门。有一句宁波
老话，叫做“游六门”，形容那种
有家不回、东走西走、到处闲逛的
人，能把整座宁波城，团团圈圈游
个遍。

大家知道，我们宁波曾叫明
州。这一名称的来历，可以追溯到
1285 年前。唐开元二十六年 （738
年），如今宁波所在的区域，从以
绍兴为中心的会稽郡分离出来，设
立了明州，州治设在四明山东麓的
小溪 （现海曙区鄞江镇）。到了唐
长庆元年 （821 年），当时的明州
刺史韩察，高瞻远瞩，勇于开拓，
将州治从小溪迁至拥有江海之利、
更有发展前途的三江口，并以现在
的鼓楼步行街一带为中心，建造起
一座子城 （内城）。子城的南门，
就是鼓楼。子城的建立，是宁波历
史上正式置州治、立城市的标志，
意义非凡。因此，宁波人不应该忘
记韩察。

宁波人同样不应该忘记的，还
有建造宁波外城 （罗城） 的明州刺

史黄晟。由于子城是行政中心，里
面只容纳各类官署衙门，且面积非
常有限，广大老百姓仍居住在城
外，没有城墙保护，缺乏安全感。
子 城 诞 生 77 年 后 的 唐 乾 宁 五 年

（898 年），刺史黄晟发动民工，建
起了周长十八里的罗城，“绝外寇
窥觎之患，保一州生聚之安”，明
州百姓无不欢欣鼓舞。

在新落成的望京门城墙遗址博
物馆内，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宁波建
城史的大量文献资料，看到这座博
物馆的“镇馆之宝”——展厅正中
特制的大型玻璃罩内，经过考古清
理，原状保存下来的，一段长 18
米、宽 1.65 米的望京门北侧罗城城
墙基址。这些文献和城墙遗址，清
晰地反映了宁波自唐末建城以来，
1200 余年的发展脉络，是宁波这
座历史文化名城最重要的历史文化
遗存之一，为宁波乃至我国东南沿
海州府城墙建筑史、城市发展史的
研究，提供了宝贵案例。

望京门之所以称为望京门，顾
名思义，它就是宁波遥望京城之城
楼、通往京城之起点。南宋定都杭
州之后，宁波人所说的京城，很多
时候指的就是杭州。无论是文人赶
考，还是商贾出行，各色人等要赴
京者，都是西出望京门，通常走水
路。乘船从塘河转浙东运河，途经
绍兴，抵达杭城。

据宝庆 《四明志》 记载，南宋
之前的宁波罗城，有十座城门。元
兵进城后，肆意破坏，毁掉了罗
城，十座城门当然也荡然无存。后
来元人为阻挡农民军领袖方国珍来
攻，又重筑罗城，并开设了上述六
座城门。

民国时期，宁波的城墙和城门
陆续被拆除，在城墙的城基上，建
起了环城马路。环城马路由六条马
路首尾相接而成，原来六座城门的
名称，就成了这六条马路的名字，
也就是望京路、永丰路、和义路、
东渡路、灵桥路、长春路。

作为生活在这座城市的宁波
人，不管您是老宁波还是新宁波，
大家最好去看看望京门城墙遗址博
物馆。同时，我还想对读者朋友
提 个 建 议 ： 如 果 您 去 外 地 旅 游 ，
又如果那里有博物馆，最好也去
看 一 看 ， 一 定 会 让 您 收获多多，
快乐多多，乃至喜出望外，回味无
穷。

望京门城墙遗址博物馆里
看宁波

宁波地名谭

徐雪英

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主流说法：：：：：：：：：：：：：：：：：：：：：：：：：：：：：：：：“甬”以

甬江、甬山得名

作为宁波的简称，“甬”是一
个非常古老的地名，最晚春秋战国
时已出现。越王勾践生擒吴王夫差
后，欲将其流放。《国语·越语》
云：请达王甬句东。《左传》 记：
请使吴王居甬东。史家一般认为，
这里的“甬”即指今宁波。

宁波何以称“甬”？《宁波词
典》（1992 年） 录有两种说法。一
说以甬江得名，甬江又以甬山沿
称，甬山位于今鄞县、奉化县交界
境，其山峦形状似一口覆盖的大
钟，而“甬”字为钟体的象形，故
称。另一说以“涌”的意思为甬作
解，即甬山的水源丰富，如泉涌一
般，因而习称。这两种说法中，第
一种为主流，现几成定论。如 《辞
海》 云：“甬，浙江省宁波市的简
称，因境内有甬江而名。”

仍有疑问：地名稀缺的古代，
甬山为什么能得名？

但细究下去，仍有疑问。春秋
战国时代，社会生产力低下，先民
交往相对简单。地名数量少，流行
范围小，且多为口传地名。那时的
宁波，地广人稀。一个能拥有名
字，还为勾践王所知的地方，对宁
波，甚至对当时越国来说，应该是
较为重要或特殊的地方。甬山如果
光是因为形似大钟，就得到“甬”
的名字，并且上达王听，说服力显
然不足。

古文字研究者认为，“甬”是
“用”的分别字之一。《古文字诂
林》“用”部，许多古文字研究专
家就认为，甬、庸、镛等皆源于“用”。
如甲骨文研究家李孝定认为，“甬本
为用，乃名辞，於六书为象形”。古文
字家于省吾先生认为，“秦汉以来，
用甬并行，后世遂不知用与甬之初
文本是一字”。古文字家戴家祥认
为，“用本象钟形，因借为施用，别作
庸，而庸又为功庸所专，别作镛，
皆以借义夺其本义也”。

作 为 “ 用 ” 的 同 源 字 ， 甬 、
庸、镛类最初多与钟鼎等青铜器相
关。这还可以从一些古地名中得到
佐证。如商周时期，北方有国名

“庸”。因为盛产金属，有着先进的

青铜冶炼技术，是当时铸钟大国，
故名其国为“庸”。作为“庸”的
同源字，“甬”会不会也与青铜冶
炼有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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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藏春秋战国时宁波青铜
冶炼地的线索

和邻居绍兴一样，宁波现所发
现的青铜器多属春秋战国时代。但
和绍兴比，宁波出土的青铜器，无
论是数量还是形制，要远逊于之。
这和春秋战国时期，宁波政治地位
不如都城绍兴有关。到目前为止，
宁波也没有发现像绍兴若耶溪、铸
浦山、日铸岭等青铜冶炼传说遗
址，但并不能由此认定，宁波当时
一定没有青铜冶炼之所。

1993 年 8 月，宁波北仑柴桥镇
沙溪村驼山印纹陶遗址出土了一个
青铜块，重 1.5 公斤，有切割面，
可能是用于制作青铜器具的铜材。
类似的青铜块亦见于台州的临海和
仙居。《宁波通史》 因此云：如果
推测无误，那么商周时期宁波和台
州一带，利用铸就的铜材加工青铜
器具的可能性就应该存在。

青铜是在铜中加入锡或铅的合
金。在铁器出现之前，青铜器代表
着 先 进 的 生 产 力 。 拥 有 青 铜 武
器、青铜农具等，也就意味着拥有
了财富和权力。如果一个地方有
铜、锡或铅等矿藏，就近设立青铜
冶炼地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宁 波 市 志》（1995 年） 记 ，
宁波有色金属矿“以铅锌矿、多金
属矿为主，重点分布在奉化棠云、
象山港两岸”“多金属矿中含铅锌
外，尚有黄铜矿，黄铜含量 1%左
右”。宁波地方文献及现存地名等
则证实，奉化金属矿早已为先民所
知。如 《嘉庆一统志》 记，“宁波
府奉化县铜山在县西百里”。《唐
书 · 地 理 志》 也 提 及 ，“ 奉 化 有
铜”。现奉化江口街道甬山附近还
遗有铜山庙，传以横里埭村东南东
江边的原铜山而名。

奉化裘村镇东北有银山岗，旧
名赤堇山，为鄞、奉另一界山。民
国十三年 《新奉化》 记：银山岗矿
质为方铅矿，即硫化铅，含有闪锌
矿、硫铁矿以及石英、方解石等。

这些材料证实：春秋战国时

期，奉化成为越国东部青铜冶炼地
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018 年，宁
波文物考古部门挖掘证实，奉化白
杜山厂自然村城山东南，确系传说
中的古鄞县治。考古发现表明，早
在设立古鄞县之前的春秋战国时
期，白杜一带已有较多人群聚居生
活。如果在奉化建青铜冶炼地，劳
动力资源也应有一定保障。

甬甬甬甬甬甬甬甬甬甬甬甬甬甬甬甬甬甬甬甬甬甬甬甬甬甬甬甬甬甬甬甬：：：：：：：：：：：：：：：：：：：：：：：：：：：：：：：：会不会真的就是
宁波传说中的古句城

既然春秋战国时期，奉化一带
有存在青铜冶炼地的可能，那会在
哪里呢？会不会和古句城有所联
系？

奉化一直有古句城的传说。如
清代 《奉化县志》 记：古句城，县
北十五里，甬山之南。四围濠河尚
在，南橛曰上城，中橛曰下城，后
橛曰水沧畈。不少宁波学者认为，
古句城大概建于春秋战国时期。如
应长裕先生 《奉化古句城探析——
兼论宁波简称“甬”的起源》 云：

“既称之为‘句’城，因而它该是
春秋时期的产物。原因很简单，春
秋时期正是‘句’字号地名、人名
运生时期。如上所说的句余、句
无、勾践等。”

应先生还在文中提到，他曾对
奉化江口、蒋葭浦、前胡、屯头以
及郭、范两村进行实地调查走访。
调查得知，奉化江口、蒋葭浦至万
元塔一带，多次出土过青铜戈头、
青铜剑、青铜斧头等器物。大跃进
兴修水利时，还出土了青铜鼎、青
铜乐钟等。除蒋葭浦、王淑浦外，
屯头村附近陈家镛，还曾出土一只
青铜熨斗和青铜乐钟。

如果传说中的古句城真如应长
裕先生等推测，在奉化江口镇甬山
一带，那是不是还有一种可能，它
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宁波青铜冶炼古
地？此地若真为越地东疆青铜冶炼
地，那其被称为“甬”或“甬句”
也在情理之中。作为越国青铜冶炼
地之一，“甬”为勾践王所知，并
在 《国语》《左传》 中，留下“请
达王甬句东”“请使吴王居甬东”
之句也就能理解了。鄞、奉交界处
的那座山，因地处“甬”旁，故习
称甬山。至于其山形被后人想象成
青铜大钟，估计也是因名拟形而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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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铜山庙，相传以东江边的原铜山而名。②暮春时节的奉化江口蒋葭
浦村。③奉化铜山庙旁的东江一景。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陈安平

调 查 研 究 是 我 们 党 的 传 家
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
作为党员干部，要想在工作中有
新思路、新方法、新举措，就必
须重视调查研究，自觉掌握调查
研究方法、练就调查研究功力，
自觉把调查研究作为转变工作作
风、密切联系群众、提高履职本
领、强化责任担当的有效途径。

聚焦矛盾选好主题，确保调
查研究方向不走偏。选好调研主
题，是调查研究的方向和核心。
调查研究主题应紧跟时代脉搏，
聚焦大局所需、民生所盼、发展
所迫、治理所困。明确了主题，
调查研究才能方向明确、有的放
矢 。 一 次 调 查 研 究 不 能 包 打 一
切，一般只能解决一两个突出问
题，这就需要调研者从自身所在
的位置去思考谋划。比如，时空
的选择。战略还是战术，还是两
者皆有？远期还是近期，还是两
者皆有？内容的选择。综合还是
单一，党建经济社会文化，切口
或大或小？层级的选择。宏观还
是微观，上级还是下级，纵向还
是横向？调查研究主题的确立，
还应从新时代的发展需求、主要

矛盾、条件资源出发，与调研者
的自身特点和当地资源优势相结
合，这样，才是合适可行的、有
现实意义的。

聚焦问题找准点位，确保调
查研究样本不走味。调查研究是
为 破 题 而 来 ， 也 应 直 奔 问 题 而
去 。 只 有 牵 住 了 问 题 这 个 牛 鼻
子，才能对症开出药方。调查研
究不能漫无目的，找准问题是解
决问题的关键，只有把准脉、盯
准心，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调
查研究要有针对性，哪个方面问
题突出就要聚焦哪个方面，哪个
环节出问题就要调研哪个环节，
要 以 问 题 为 牵 引 展 开 研 究 与 思
考，把握调查研究主动权。在组
织开展调查研究前，必须做好准
备工作，把搜集反馈上来的各种
问题梳理汇总、分门别类，明确
哪些问题是主要的，需要及时解
决，哪些问题是次要的，只需要
了解情况。针对这些问题，再谋
划需要到什么地方、什么单位、
找什么样本，然后运用科学采样
方法，使样本具有典型性和代表
性。

聚焦关键组建团队，确保调
查研究力量不走样。调查研究组
成人员应求精求实、结构合理，
既要有不同层级的领导干部，也
要有各种类型专家，必要时还得
有基层同志参加，其共同特点就

是，应具有一定的实践能力和理
论研究水平。调查研究，必须深
入基层一线，走进人民群众，弯
下身子，善于沟通交流，善于发
现经验和问题；要敢于讲真话、
挖问题，特别要发现和揭示主要
矛盾和深层次原因；要有明确责
任分工，虽然是临时性团体，但
同样需要密切协作、分工配合。
调查研究切忌层层陪同，应力戒
形 式 主 义 ， 多 搞 “ 四 不 两 直 ”、
少些大呼隆一窝蜂。只有真正带
着问题，与基层群众同坐一条板
凳 ，“ 零 距 离 ” 交 流 ， 才 能

“调”出真情实意、“研”出真招
实策。

聚焦典型剖析案例，确保调
查研究方法不走调。我们党的根
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调查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必须
站在人民立场上，结合社会热点
难点问题，将基层群众的喜怒哀
乐纳入调查研究的视野，做到问
计于民问需于民。要集中一定的
时间，蹲下去，通过对典型的解
剖，以小见大、以点带面，从中
得出规律性的认识。特别是要运
用好“解剖麻雀”调查法，选择
有代表性的案例进行调查。通过
研究分析典型现象和问题，由个
别到一般、由个性到共性，去粗
取 精 、 去 伪 存 真 ， 进 行 一 番 交
换、比较、反复，得出具有普遍

规律性的认知，更好地透过“一
管”而窥“全豹”。

聚焦规律研判数据，确保调
查研究路径不走形。调查研究数
据是否科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着调查研究的质量和效率。调查
研 究 采 集 的 数 据 要 有 一 定 的 总
量，数据要翔实，能够反映出所
调查问题的典型本质。而且，数
据只能说明量的问题，量的变化
与质的变化存在十分严密的逻辑
关系，面对变幻莫测的数据，要
求调研者必须下苦功夫研究其变
化的根本原因，抓住主要矛盾规
律，提炼出事关全局的结论意见。

聚焦实效支撑决策，确保调
查研究成果不走空。调查研究不
是作秀，更不是做表面文章。调
研者应该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
略方位，把调查研究的过程作为
解决问题、促进工作的过程，深
刻认识到调查研究不是目的，形
成调研报告也不是终点，解决问
题、办好实事、为民谋福，才是
调查研究的价值和意义所在。调
研者应该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出发，站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
方位，将调研成果转化为决策思
路、工作措施，通过破解一些长
期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问题，让
群众见到实效，进一步增强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
（作者系宁波市党建研究会会长）

把握好调查研究的方法和路径

望京门遗址公园及望京门城墙遗址博物馆。 （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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