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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濒海而立，境内海岸线曲
折，江流湖涌，河缠溪绕，水系发
达。这种自然环境赋予宁波丰富多
样的滩涂资源，以“滩”命名的地
名自是不少。这些涉“滩”地名，
有的因偏隅一方不为外人所道，有
的因特殊发展历程扬名中外，令人

“滩”为观止。

外滩：近代江北岸外
国人居留地发展而成

江北区新江桥北堍有外滩，因
近代此地有外国人居留而名。外滩
古属宁波城郊，为江北岸所辖之
地。陈宏雄主编的 《潮涌城北——
宁 波 近 代 外 滩 研 究》 中 记 ：“ 外
滩”一词，民初甬上报刊已有如此
称呼，时指江北岸外马路一带，即
南至新江桥，北至浙海关。《宁波
市地名志》（1993 年版） 解释外马
路时，引民国 《鄞县通志》 云：旧
名外滩。清光绪二十五年 （1899
年） 辟为马路。

民国时期，甬上报刊之所以把
外马路一带称作“外滩”，应与当
时这一带发展之快有关。

1842 年，《南京条约》 第 2 款
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
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
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
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且
大英君主派设领事、管事等官住该
五处城邑，专理商贾事宜。”1844
年，宁波开埠。和其他四座通商城
市 不 一 样 ， 宁 波 没 有 设 立 “ 租
界”，只是指定一块区域给外国人
居住，这个区域就是江北岸。《鄞

县通志》 记：在未开埠以前，江北
岸一带本极荒凉。鸦片战争后，辟
为商埠，外国人纷纷建立教堂、住
宅及码头、趸船。

外国人为什么选择荒凉的江北
岸作为居留地？《宁波通史·清代
卷》 分析道：江北岸位于甬江沿
岸，对外贸易极为便利。另外，甬
江沿岸商业发达，又无城墙限制，
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外国商轮和军
舰可以自由进出甬江。这样的地理
位置自然引起外国人的兴趣。

外国人居留地设立十几年后，
到 1861 年 12 月，太平军攻占了宁
波。为躲避战火，城中的文武官
员及豪绅等约 7 万人涌入江北岸
避难。为保证特权安全，1862 年
1 月 ， 江 北 岸 外 国 人 划 定 外 人 居
留地界址：东起甬江边，西至余
姚江边，南至三江口，北抵北沙河
和寺庙一线。这个界址后来成为不

少老宁波人心目中广义外滩的范
围。

作为宁波开埠标志，江北岸外
国人居留地成为西方殖民者侵略宁
波的基地和桥头堡。但宁波也通过
居留地被动卷入世界经济战场，吸
收了大量资本和先进技术。到 19
世纪末，这里已发展成为宁波对外
交通和贸易吞吐的中枢之地，呈现
出一派兴旺繁盛景象。尤其是外马
路、中马路一带，更是店铺林立，
码头连片。

上海以陆家浜为界，将黄浦江
上游称为“里黄浦”，下游称“外
黄浦”，里黄浦的河滩叫“里滩”，
外黄浦的滩地叫“外滩”，“外滩”
名称由此而来。可能正是受当时上
海著名“外滩”影响，民国初期，
甬上报刊把外国人居留地核心区外
马路一带，亦称为“外滩”，并袭
用至今。

马滩：象山西沪港北
岸的山海拟景

在宁波江河海湾边，除了外
滩 ， 还 藏 着 不 少 “ 滩 ” 兄 “ 滩 ”
弟。它们有的拟状而名，有的借物
而名，还有的因附近居住者姓氏而
名，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江北洪塘街道茅洲闸南有大滩
严家，光绪 《慈溪县志》 称大滩。
传宋代时，洪塘一带修建茅洲闸
时，改易河道，在此形成滩涂，故
称大滩。严姓传自费市严家迁此
后，改称严家大滩，亦称严家。费
市是“宁波帮开山鼻祖”——严信
厚的故乡，现矗立在外滩中的严氏
山庄便为其众多产业之一。

海 曙 鄞 江 镇 晴 江 岸 有 麻 滩 ，
地 处 鄞 江 它 山 堰 上 游 溪 滩 之 畔 。
因溪滩上多砾石，旧时村民常在
此地晒绿麻，故名麻滩。1970 年
代，此地建厂，渐成村落。村以
滩名。

奉化裘村镇有黄金滩，位于马
头村东北。村中有溪流，溪滩旁多
黄荆树，故名黄荆滩。在光绪 《奉
化县志》 中，此地还称黄荆滩，现
称黄金滩，应是谐化而为。

象山黄避岙乡有马滩村，以西
沪港北岸的马滩山而名。村民多姓
邱。清时，其祖从附近白屿栖此。
相传邱氏祖汉卿骑马至村东时，见
山形似马头，夹谷溪流若马喷水直
注沙滩，故取名马滩。亦云邱汉卿
骑马至此，马陷沙滩，故名马滩。
村由滩名。

在 宁 波 ， 这 样 生 动 有 趣 的
“滩”系小地名，还有不少。它们
不仅是宁波地理变化的无声记录
者，更是宁波城乡发展历史的有力
见证者。

（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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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调研，听到一种反映，说
现在有些干部尤其是一些年轻干
部，有的是大象屁股推不动，被动
应付、消极作为；有的是猴子屁股
坐不住，心浮气躁、急不可待；还
有的是老虎屁股摸不得，骄娇二气
太重；等等。这三种状态和现象值
得警醒，更需要提个醒，敲打敲
打。

打一打“大象”屁股，让他们
走得快些，更加积极主动、担当作
为。大象这个庞然大物习惯于慢悠
悠地生活，挪动着笨拙的身子，不
慌不忙、不紧不慢。现实中有的干
部似乎也像大象一样，慢腾腾、晃
悠悠，缺少朝气与活力，无所用
心、暮气沉沉，有的更像算盘子一
样 拨 一 下 动 一 下 ，“ 躺 平 ” 得 厉
害。人是要有一种精神的。当前各
项事业处在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
关口，处在滚石上山的阶段，慢不
得、等不了，如果没有一股拼搏进
取、披荆斩棘的劲头，没有只争朝
夕、时不我待的状态，时机就会错
过，“窗口期”就会溜走。干部干
部，“干”字当头，就是要有一种
朝气蓬勃、奋发有为的状态，做到
马不扬鞭自奋蹄；就是要有一种积
极进取、奋勇争先的风貌，做革命
事业的垦荒牛、拓荒牛。

打一打“猴子”屁股，让他们
坐得稳些，更加从容淡定、保持耐
心。俗话说，猴子屁股坐不住。猴
子总是跳来跳去，慌慌张张、急急
忙忙，坐不住，安静不下来。现实
中有些干部也像猴子一样心浮气
躁、急功近利。他们中有的整天盘
算着自己的升迁之路，“两年没提
拔、心里有想法，三年没挪动、四
处去活动”；有的干什么都急不可
待，沉不住气，新提拔起来的总是
按捺不住莫名的政绩冲动，新到一
个地方的还没怎么摸清底数就喊着

“大干快上”，或大会小会就提五花
八门的口号，在那做虚功、玩虚
招、冒虚火；还有的更耐不住寂
寞、挡不住诱惑、坐不住冷板凳，
一味凑热闹、赶热门；等等。只争
朝夕不是只看朝夕，争先恐后不
是盲目赶路。有些事情不是一朝
一夕、一蹴而就的，得有一个发
展变化的过程。这就需要学会按
客 观 规 律 办 事 ， 不 做 违 背 规 律 、
超越规律、对抗规律的事，得掰
清楚哪些事可为、可不为和不可
为，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
主要方面，一步一个脚印、扎扎
实实地来；需要有定力，保持历
史耐心，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
远，让耐心成就过程之美、意志之
美和成功之美。

打一打“老虎”屁股，让他们
听得进些，更加习惯被批评、不舒
服。老虎屁股是摸不得的，一摸肯
定要跳。一段时间以来，有些领导
干部特别是走得顺风顺水或春风得
意的年轻干部，不能正确对待和把
持自己，自我感觉好，骄傲自满，
娇生惯养，像老虎屁股一样摸不
得，一摸就生气，就闹意见、发脾
气、耍情绪，心理脆弱，不能抗击
打，只爱听表扬声、恭维话，习惯
于生活在鲜花和掌声中，一旦听到
不同的声音、反对的意见，特别是
批评的声音立刻受不了，反弹得厉
害 ， 甚 至 发 飙 翻 脸 。 毛 泽 东 说 ：

“不许人讲话，老虎屁股摸不得，
凡是采取这种态度的人，十个就有
十个要失败。”对待批评得有正确
的认知。如果说，善意而真诚的批
评是一种美德，那么习惯于“被批
评”则是一种品格。长时间听不到
批评声会“飘昏醉”，听不到不同
的声音是不幸的，听不到反对的意
见更是可怕的，经常听到批评声才
会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对待批评
得有好的心态。人总是爱听赞扬声
的，听到批评会不舒服是正常的，
但良药苦口，要有闻过则喜的雅
量，有红脸冒汗的肚量，有乐于

“挨批评”的海量。
大象屁股、猴子屁股和老虎屁

股都只是一种形象化的比喻，反映
的是干部队伍中的某种真实现象，
打一打、改一改，有利于干部健康
成长，有利于形成干事创业的好导
向，有利于事业顺利发展。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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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晓燕

有一句宁波老话这样讲：“千
金买房，万金买邻。”其实大家都
明白，房子是用钱买的，邻居是不
能用钱买的。这样说的意思，是通
过对邻居和房子的比较，强调邻居
的重要性——好邻居比好房子更难
得到。

“昔孟母，择邻处。”如果说，
由于时代的不同，2000 多年前的
孟母，为了给孟子找一个适合成长
的环境，可以通过不断搬家选择邻
居的话，那么，我们今天想要有好
邻居，更多的是碰运气，“看侬额
角头亮勿亮”。大多数不是炒房，
而是居家过日子的人，花了全家多
年积蓄，还欠了银行贷款，好不容
易买了一套房子，总是打算安心长
住，基本上不会再搬来搬去。邻居
好坏，只能是“青布蓝布，捏着算
数”了。

能与好人做邻居，是一个人的
福气。好邻居令人愉快，予人方
便，给人帮助，要紧关头甚至能救
人性命。当然，每个人自己也要做
一个好邻居。邻居邻居，比邻而
居，关系是相互的。你敬我一尺，
我敬你一丈。这样多好啊！

不久前，一名中国好邻居的感
人事迹，刷爆全网。事发山东济南
花样年华小区。一户居民家中突然
起火，火势迅速蔓延，现场火光闪
闪、浓烟滚滚，这家的一个女孩跨
坐在窗户上大哭。在这危急时刻，
名叫许亮的邻居大哥，冒着摔下来
的危险，硬是沿着外墙徒手爬上楼
房，在窗外狭窄局促的空间内，艰
难地将女孩救到相对安全的位置。
许大哥紧紧抓着女孩的手，等消防
员赶来,架起 15 米长的金属拉梯，
他先让女孩爬下去，然后自己撤
退。这样的好邻居，怎不让人感
动？这样的好邻居，万金也难买
啊。

“千金买房，万金买邻”。同样
是邻居，差别不要太大哦。据各地
网友披露，有些邻居，让人糟心到
难以想象的地步。

例一，高空飞瀑。天津某小
区，楼上大妈经常从窗口向楼下泼
水。虽没有“飞流直下三千尺”之
雄伟气势，但害得楼下邻居的厨房
不幸漏水。邻居向物业公司投诉，
也报了警，但问题还是没能解决。

例二，夜半盆声。某小区有一
名 82 岁的老人，每天深夜要演出
一场打击乐独奏。“乐器”是一个
金 属 盆 ， 演 出 方 法 是 使 劲 狂 敲 ，

“哐哐哐哐！”的噪声，响彻整个小
区，邻居个个无法入睡。这样连续
敲了好几年，小区内的业主落荒而
逃，能搬的全搬走了。

例三，牛气冲天。城市里有养
狗养猫的，没听说过有养牛的。而
四川南充就有一户居民，竟在自家
阳台养了牛。养了牛，牛叫声自然
是此起彼伏，牛粪味到处弥漫。邻
居谁受得了？纷纷投诉。有关部门
终将牛请走。

危害更大的是高空抛物，能将
人砸伤砸死。这样的案例已发生过
多次，抛物者遭到人们一致谴责。
好在高空抛物已于 2021 年 3 月 1 日
入刑，也就是说，这样的行为现在
有人管、能够管，也已经收到了一
定效果。

好邻居可遇不可求。如果碰到
某些私心较重或者习惯较差的邻
居，人们在与他们打交道时，碰到
最多的问题，往往是一些看似不太

严重，实则令人十分头痛的事情。
例如，将湿漉漉、脏兮兮的拖把，
伸出阳台滴水晾干，也不管楼下人
家正晒着衣服被子；例如，占领公
用楼道，堆放他家一百年也用不上
的物品；又如，每天将自家鼓鼓囊
囊的垃圾袋，放到房门外 （要等有
事下楼时才顺便去扔），让路过的
邻居“分享”他家垃圾的气味；还
有擅自改变房屋结构，在阳台上搭
棚之类，不仅给邻居带来莫大烦
恼，也影响了小区整体形象。诸如
此类，不一而足。

现在大家的居住条件，基本上
是独立成套，比过去大墙门时代有
了很大进步。但同时，大墙门时代
那种邻里之间“打成一片”，知根
知底、互信互帮的关系，也被独立
性和现代意识更强、更注重保护各
自隐私的新型邻居关系所代替。这
是社会发展的必然。作为新时代的
公民和邻居，一个最基本的素质就
是，不影响他人，不给他人添麻烦。

让我们每个人朝着这个方向努
力，做一个受他人欢迎、自己也快
乐的好邻居。

千金买房，万金买邻

缪金星

又是个周末，早早用过晚饭，
照例是要出去刷几步的，这回我走
到了小区北边的日湖。天已黑了下
来，没有月色，来湖边散步的人却
一点不少。日湖边景观路灯亮起，
把湖畔的树和地上的草映射出一点
墨绿来，湿漉漉、明晃晃的。此情
此景，让我不由得想起明末张岱的
那篇 《日月湖》 来。

宁波古称明州，自唐朝开元年
间得名，沿用了很长时间。直至朱
元璋洪武十四年，为避讳国号，取

“海定则波宁”之意，将明州府改
名为宁波府。宁波地处东南沿海，
兼有浓厚的吴越文化底蕴，亦为海
上茶路启航地，称作“海上丝绸之
路”。城内日月湖始凿于唐贞观年
间，太和七年，县令王元暐兴修水
利，“导它山之水，作堰江溪”，并
引流入城，储为日、月两湖，“日
湖圆，略小，故日之；月湖长，方
广，故月之。二湖连络如环，中亘
一堤，小桥纽之”。

《日月湖》 的开篇即交代月湖
的地理、形状及由来，描述日月两
湖相连，一堤相隔，一桥互通，笔法
精致，情意盎然。张岱出身明朝仕宦
世家，少为富贵公子，后家亡国破，
其文字思想钳制于铁蹄之下，无以
寄托对前朝之哀思，因日月湖暗合

“明”字，故写来尤为亲切。

“日湖有贺少监祠。季真朝服拖
绅，绝无黄冠气象”。张岱的《日月
湖》也一并说到了贺少监祠，我揣测
着此“贺少监祠”或就是现在位于月
湖柳汀上的“贺秘监祠”。有记载说，
祠中奉祀着贺知章。贺知章，字季
真，擅长诗书，天宝三年告老归乡，
居四明小溪湖上，自号“四明狂客”，
其“儿孙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
来？”可谓家喻户晓。

在张岱眼里，日月湖的水，总
是好的：“一泓汪洋，明瑟可爱，
直抵南城。城下密密植桃柳，四围
湖 岸 ， 亦 间 植 名 花 果 木 以 萦 带
之。”轻舟荡漾，浮光跃金，湖岸
绿树婆娑，桃色柳媚，倩姿绰约
——这是多么令人心动心醉的湖光
水色啊！且“城中十万户日用饮
食”，亦全赖两湖水系。我曾考证
过“日月湖”与“明州城”的关

联，当是先筑城，再凿湖。至于先
有城名，还是先有湖名，则众说纷
纭、莫衷一是了。

当年的日湖应该位于现在莲桥
街、延庆寺附近，与月湖水脉相
连。怎奈沧桑变幻，日湖因疏于管
理，水域面积不断缩减，所谓“久
湮 ， 仅 如 污 泽 ”。 等 到 我 长 记 性
时，日湖已被填埋修作马路了。现
如今在莲桥街边仅以树碑记，上书

“日湖遗址”。日湖彻底消失，实属
宁波景观的一大憾事。

好在前些年搞城市建设，又在
城北的姚江边上开凿出这道我眼前
的人工湖来，且被冠以“日湖”之
名。或有人觉得别扭，认为这里的
日湖与曾经的日湖，无论地理、人
文、历史都毫不相干，更别说与城南
的月湖“小桥纽之”了。然则，今日的
日湖也依然“名花果木以萦带之”，
园亭台榭滨水建之，有接天莲叶、映
日荷花，自然也是好的。

昔时日月两湖之盛，桃柳烂
漫，画舫映水，自有昔人之讴歌赞
美；而今日之日湖，见证我们这个
城市的发展变迁，为城市添异彩，
自亦由今人乐享其美。

日湖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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