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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思录

新 知

宁波地名谭

徐雪英

隐逸文化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少隐者通过归
隐自然，自适其适，实现自己人格的
独立和精神的自由。在宁波这片土
地上，也曾有不少隐逸高士驻足停
留，有的留下故事传说，有的留下亲
族后裔，还有的留下一个个地名。

■徐偃王与隐学山

鄞州东钱湖镇有隐学山，山高
204.7 米，据传东周时徐偃王曾隐
居于此，读书养性，死后葬于此
山，故名。

徐偃王，西周时期徐国第 32
代国君。文献记载，徐偃王僭越

“伯”位而称“王”，周穆王遣楚国
袭其不备，大破之。破国后的徐偃
王，踪迹不详。浙东一带有传言
云，偃王几度辗转后，流落浙江，
后择居宁波东钱湖畔，在山上建书
院隐学，死后葬于隐学岭东坡。

鄞州东部，有不少徐姓村落，
自称徐偃王后裔。如云龙镇的前徐
村，与东钱湖比邻而立。传徐偃王
第三十八代孙徐忠通，因恋祖墓由
徐 州 迁 此 发 族 而 成 。 取 名 为

“前”，含有历史悠久之意。
明楼街道徐家社区，原为东郊

乡徐家村。这里的徐姓亦奉徐偃王
为始祖。民国《鄞县志》记载，宋
南渡后，始祖徐应汉自天台迁居鄞
东，因所造之楼宽敞明亮，人称

“明楼”。

■范蠡与陶公山

东钱湖畔还有陶公山，以越国
范蠡而名。传范蠡功成身退后，为
避勾践曾偕西施隐居于此。因范蠡
有陶朱公之称，故名。我小时候，
不知陶公为何人，请教于母亲。母
亲用当地讹版故事解释说，陶公是
一个拐带着儿媳逃跑的坏公公。当
后来得知坏公公居然是大名鼎鼎的
范蠡时，不禁哈哈大笑。原来财神
爷范蠡也是有很多黑粉的。

陶公山原是东钱湖中一座岛
山，远眺似伏牛饮湖，故也有“伏
牛山”之称。山麓牛头渚边有钓鱼
矶，据说当年陶公常垂钓于此，人
称陶公钓矶，为旧钱湖十景之一。

南宋宝庆三年 （1227 年），此地建
有烟波馆、天统亭等。

明代时，忻氏从福建南安迁此
建村，村以山名，亦称陶公山村，
简称陶公村。陶公村坐落东钱湖
中，村民多以捕鱼为业。“门前系
船水拍墙，家家枕着涛声睡。”近
代，陶公村多侨民，村内民宅多以
中西合璧为主，与湖光山色融为一
起，极具特色。今陶公岛已扩建为
景区，有陶公像、陶公祠、财神
殿、龙舟殿等，是宁波体验内湖渔
耕文化的打卡热地之一。

■虞喜、夏黄公与大隐山

余姚有大隐镇，以大学者隐居
地而名。大隐地处四明山东北麓姚
江南岸，与河姆渡近在咫尺，山高
水长，气象万千，是宁波古代隐居
圣地之一。很多隐士曾在此隐居。
著名的如东晋天文学家虞喜、南北
朝 诗 人 谢 灵 运 、 唐 代 诗 人 林 无
隐、宋代明州“庆历五先生”
中的杨适、杜醇等。

光绪 《慈溪县志》 解释
镇上大隐山名字来历时云：

“晋虞喜三召不就，遁迹此山，因
以名之。”意指“大隐”地名来源
于东晋虞喜。虞喜，字仲宁，慈溪
鸣鹤人，汉晋时期浙东望族虞氏家
族后期名士之一。虞喜博学好古，
淡泊名利，做过一些小官后，就退
隐大隐。朝廷多次征召，都不愿再
出仕。隐居山林的虞喜醉心学术，
尤喜天文历算，后成为我国最早发
现岁差的天文学家。卒年七十六。
为纪念这位结庐深山、高枕柴门却
自得其乐的大学问家，后人命其隐
居地为“大隐”。现大隐云溪村虞
家传为其后裔，此地山高林密，溪
与云接，仍有“清溪深不测，隐处
唯孤云”的隐者风韵。

清代黄宗羲在《四明山志》另
有不同解释：“大隐以大里黄公墓所
得名。”这里的黄公，指“商山四皓”
之一夏黄公。夏黄公，本姓崔，名广，

字少通，隐居夏里，故号
夏黄公。传其晚年来浙，隐

居浙东大隐山，在宁波影
响颇大。夏黄公死后葬于姚

江畔覆船山。覆船山因夏黄公
托体于此，又别称“黄墓山”。山

下有渡，旧称黄墓渡。《芦山寺志》

记：“黄墓渡，俗讹河姆。”所以，如今
大名鼎鼎的河姆渡，实际上由黄墓
渡讹化而成，可以说也是因夏黄公
而名。

■贺知章与鲍家墈

海曙鄞江镇有鲍家墈，村民主
姓鲍，宋末为避战乱，自徽州迁
此。村旁旧有塘墈，以姓及塘墈得
名。全祖望《高尚宅钓台记》等文
献记载，贺知章晚年在此隐居，曾
遗有高尚台、贺公钓台遗址等。

贺知章，字季真，号四明狂
客，是唐代著名的诗人和书法家，
也是浙江历史上第一位有资料记载
的状元。传贺知章晚年隐居宁波
时，在鄞江鲍家墈东北响岩筑别
业，人称高尚宅。宅名出自唐玄宗
的 《送贺知章归四明》：遗荣期入
道，辞老竟抽簪。岂不惜贤达，其
如高尚心。今高尚宅遗址处立有鄞
州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碑，上书

“高尚宅古遗址”。
在宁波，与贺知章相关的地名

还有很多。如月湖景区尚书桥东堍
有贺秘监祠，传为贺知章读书处。
南宋绍兴十四年 （1144 年），郡守
莫将在此建“逸老堂”祀念之。元
代，“逸老堂”和东侧“涵虚馆”
合并，改置为驿站，祠遂废。后代
官府又重建或重修。现存贺秘监祠
为清代同治四年（1865 年）重修，
为月湖点睛之景。

白鹤街道还有贺丞路，因路北
旧有贺丞庙而名。民国 《宁波市
志》记：贺丞庙，又称贺成庙，为
纪念贺知章在江东行迹而名。贺丞
庙曾开办和平小学，曾是中共宁波
工委机关、江东特派机关的所在
地，后改名镇安小学。故庙原址位
于今镇安小学。

隐学山隐学山、、陶公山陶公山、、大隐山……大隐山……

宁波古代高士和他们的隐居之地宁波古代高士和他们的隐居之地
吴启钱

有一句法律谚语说：“法律不
强人所难。”意思是，法律不强求
任何人去做根本无法做到的事情。

比如，判处养育自己长大的恩
嫂之子死刑，除了真正铁面无私的
包拯大人，可能其他任何人也做不
到。事实上，包公可能也做不到，
因为据专家考证，“包公杀侄”只
是一个传说，历史上并没有真正发
生过。

这就对了，因为帮亲不帮理，
才符合人性。

在文明社会，人作为群居动
物，其与他人的关系，遵循的是两
套既有联系又不相同的规则。在家
庭和家族内，讲的是情；在家庭和
家庭之外，则靠的是理。

情，源于自然的血缘和亲属关
系而产生，是人感性的产物，一种
与本能无异的“天定”规矩。理，
则是陌生人之间的一种默契或约
定，是人理性的产物，一种与本能
无关的“人定”规则。费孝通比喻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人，犹如一块石
头抛入水池，人与人的关系则像水
中的涟漪，以自己为中心向外散发
出很多圈涟漪，人与人之间是互相
关联的，但这种关系就像水中涟
漪，由近及远，由亲及疏，逐步扩
散。孟子也说“爱有差等”，其顺
序是“亲亲—仁民—爱物”。

我们讲情理，不但指情先于
理，且情亦重于理。因为情是自然
的产物，总是先于与强于理这种社
会的产物，而且刻写在基因里，磨
都磨不掉。有哲人说过，在历史的
长河中，有一颗星星永远闪亮，那
就是亲情。作家杨绛说：“世态人
情，比明月清风更饶有滋味；可作
书读，可当戏看。书上的描摹，戏
里的扮演，即使栩栩如生，究竟只
是文艺作品；人情世态，都是天真
自然的流露，往往超出情理之外，
新奇得令人震惊，令人骇怪，给人
以更深刻的效益、更奇妙的娱乐。”

所以，帮亲不帮理，首先是一
种基于亲情的本能，是人性的一种
天真自然的流露。胳膊肘往里拐，
是最正常不过的人之常情。连英国
都有“亲人帮亲人，无亲来帮愁煞
人”这样的谚语。这说明，帮亲不
帮理，有人类“共同价值观”的味
道。

实际上，在正常社会，一般人
很少有那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
理”的气度与胸襟、勇气与无私；
千百年来，也绝少有纯粹出于公

心、不近人情的大义灭亲的“壮
举”。反倒是，自古以来，就有

“亲亲相隐”的伦理，并在汉代成
为一项法律制度延续下来。亲属之
间互相包庇隐瞒犯罪，体现了真正
的亲情，是真情与人性的流露，不
能认为是犯罪。孔子说：“父为子
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黄
宗羲也说过：“骨肉之间，多一分
浑厚，便会多留一分亲情，是非上
不必太明。”

在当代，不仅我国《刑事诉讼
法》 规定，被告人的配偶、父母、
子女可以不出庭作证，而且连律师
也有“帮亲不帮理”的权利，当然
这里的“亲”是泛指的。《刑事诉
讼法》 规定：“辩护律师对在执业
活动中知悉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
信息，有权予以保密。”《律师法》
也规定：“律师对在执业活动中知
悉的委托人和其他人不愿泄露的情
况和信息，应当予以保密。”不
过，对于律师来说，这样做已经不
是基于人伦亲情，而是依据理，即
法律规则了。

人性的东西、本能的东西，其
内在并无对错之分，但表现在外，
则有好坏之别。

“帮亲不帮理”也一样。一方
面，人类是有情感的生物，“帮亲
不帮理”更能凸显人性的价值，让
人感受到人情的温暖和人间的值
得。另一方面，人也确实是需要理
性的，因为那是社会正常运行的保
障。不分是非、不管合法与非法，
一味地帮亲，偏护亲人拉偏架，以
至于什么道理也不讲、什么规则也
不守，到头来反倒会助长其在错误
道路上越走越远，甚至违法犯罪，
迟早被规则毒打。这个时候，帮亲
会成为典型的“帮倒忙”。

所以，更高明的做法是，帮亲
更帮理。毕竟，情与理，是情中有
理，理中有情。

因为人性还有其本身难以克服
的弱点。“帮亲不帮理”存在一个
问题，就是对于掌握公权力的人来
说，时常会遇到“包公杀侄”这样
的伦理困境，帮也不对不帮也不
对，帮也难不帮也难。

这个时候，就该制度这个更显
性也更刚性的理上场了。比如，回
避制度，就可以为包公解围。通过
回避制度，包公把对亲侄杀人案的
审判权交给开封府的同僚，自己倒
可以为侄子当辩护人，更好地帮
亲，以报答大嫂的养育之恩。可
惜，千年之前的大宋，绝对不可能
有回避制度这样的“顶层设计”。

不过，幸亏“包公杀侄”只是
一个传说。不然，“帮亲不帮理”
就不再有理了。

帮亲不帮理
是情中有理、理中有情

张涛甫

党的创新理论，为中国式现代
化实践提供思维导图和行动指南。
理论要转化为实践，传播颇为关
键。成功的传播，需要把握三个重
要环节：受众洞察、话语转化、媒
介连接。

受众洞察——
理论不是游离于人民的七彩祥

云，而是连接党心和民心的纽带，
是凝聚共识、激发奋斗的行动指
南。党的创新理论只有实现成功传
播，才能真正抵达人心，获得受众
理解和认同。

在新传播技术语境下推进党的
创新理论传播，可借力大数据技术
和算法，对超大群体进行受众洞察
和行为轨迹画像，借此实现对目标
受众的精准洞察，做到“知心”。
通过海量的数据集聚，可以发掘受
众的接受期待和意识形态图谱。在
此基础上，将理论话语转译和转
化，进而实现理论传播的“走心”。

群众思想不是铁板一块，而是

以圈层化方式存在，存在大大小小
的价值圈层。与之相伴，有关主流
意识形态的接受、理解、认同机制
也特别复杂。为此，需要对分众化
的价值圈层进行精准洞察，针对不
同的接受期待和理解偏好，进行滴
灌式传播。

话语转化——
再好的理论，如果只局限于组

织“内循环”或在少数群体中“小
循环”，不能被人民群众所理解和
认同，就不可能合众力、汇众智，
更难以凝聚思想、统一行动。

理论话语具有一定的抽象度，
来自实践和经验，又超越实践、高
于经验。党的创新理论包含一整套
系统、深刻的理论话语，体现了党
的意志和集体智慧。在传播过程
中，需要进行理论转译、话语转
化，将理论话语转化为社会话语。

要通过社会化、组织化的传播
活动，通过成建制的传播网络，将
意识形态话语滴灌到各个社会个

体，将个体认知和认同接入主流意
识形态系统，进而成为社会面上的
意义共享系统。

现实中，有的理论宣传仍然沿
袭说教的套路，居高临下，“上下
一般粗”。实践一再证明，一味简
单粗暴地说教，其结果就是理论沦
为干枯的话术，流于空转，不接地
气，没有人气。

中国的发展要有中国话语的保
驾护航。要善于用事实讲故事，这
是穿越意识形态壁垒的有效传播方
式；要把价值、立场、偏好巧妙融
化在事实和故事中，就像将盐化在
水中一样；要善于选择讲述者，尤
其是找到目标受众可接受的讲述
者；故事的形式感也很重要，要善
用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媒介连接——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顶

层设计高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通
过话语创新和传播体系再造，推进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与传播的双

重强化。
新形势下，主流媒体从业者要

具备超强的话语转化和传播能力，
努力将政治议程转化为媒体议程，
进而与社会议程对接，实现三个议
程的传播闭环。三环形成向心合
力，才能保证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有
效触达。

还要看到，新媒体技术全面打
开社会系统，打破了由主流媒体掌
控的舆论话语权，稀释了主流意识
形态的传播效果，弱化了主流意识
形态话语与传播的强连接。

因此，要对网络生态进行优
化、治理，净化网络空间，清理网
上的杂音、噪音。通过加强网络空
间治理，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优化传播环境，畅通传播渠道，减
少传播过程中的干扰和路障，实现
党的创新理论的有效传播与触达。

（作者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
长、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院长）

来源：解放日报

只有“知心”才能“走心”

陶公村村口一景陶公村村口一景（（图片均由作者提供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陶公村现已成体验宁波陶公村现已成体验宁波
内湖渔耕文化的打卡热地内湖渔耕文化的打卡热地

““门前系船水拍墙门前系船水拍墙””
的陶公村的陶公村

漫画角

小道消息 王 铎 绘

门槛 王 琪 绘

王兆贵

管中窥豹，应该包含双重含
义：一是说，通过局部可以推测全
局，即“窥一斑而知全豹”；一是
说，眼界狭窄，看不到事物的全
貌，即“管中窥豹，略见一斑”。

在自然科学中，通过碎片可以
还原全息，如切片活检有助于诊断
病变；在社会科学中，尽管也能以
小见大，通过举例来说明问题，但
不能“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两耳
塞豆，不闻雷霆”。因此，我们在
观察分析社会现象时，需要广闻博
览，辩证分析，把握概率，尤其要
慎用个案揣测常理，将“孤证”等
同于“穷举”。对在朋友圈中传来
传去的奇谈怪论，更需要用科学的
眼光加以比较和鉴别，切不可听风

就是雨，给你个棒槌就当针 （真）。
例如，有个视频说：有位 94

岁的老人，60 多年不洗澡，被劝
洗澡后很快去世。这位老人去世的
现场可能是浴室，但死因不见得就
是洗澡。

还有个视频，画面显示的是，
上海某医院一名退休 40 年的肝胆
外科医生，坐在河边躺椅上聊天。
他神采奕奕、话音洪亮，自我介绍
说：出生于 1921 年，属鸡，102 岁
零半年，身板硬朗。问他是如何保
养的。他回答说：不保养，吃肉，
不锻炼。

又如，有位 1913 年出生的老
奶奶，一天能抽两包烟、喝半斤白
酒，不少记者、专家来到老人身

边，请教养生秘诀。老太太开玩笑
说，那些劝我戒烟戒酒的医生早就
不在了。

以上两位老人健康长寿，得益
于其先天基因和后天免疫力，也取
决于其乐观向上的心态。所谓秘
诀，不过是他们顺其自然的生活习
惯而已，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效法和
复制的。

再如，一位空巢老人被保姆闷
死，有人便质疑家政服务人员的整
体素质；一名十五岁的女孩因争宠
害死了三岁的妹妹，有人便非议二
孩、三孩政策；一针治疗脊髓性肌
肉萎缩症的特效药诺西那生钠曾高
达 70 万元，降价后仍然不菲，有
人便传言院方过度治疗⋯⋯

我们并不否认上述案例存在的
真实性，问题是这些案例并不具备
连带因果关系，怎么能以偏概全
呢？诺西那生钠的价格是由其研发
经费高昂造成的，医院背不起这口
锅。

猎奇心理，人皆有之，类似传
闻并不鲜见，值得注意的是借题发
挥和炒作，乃至过度解读。通过举
个例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样的
推理方式本身无可厚非，因为知识
面再宽的人，也不可能穷尽大千世
界的所有实例。但就论辩而言，前
提必须是具有普遍性的典型例子，
推导出的结论才无懈可击、令人信
服。倘若采取抬杠类比的方式，借
用个案来否定通识，就不可取了。

慎用个案揣测常理

世象管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