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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土先贤

2017 年 4月 11日晚，福
彩“双色球”第2017041期开
奖，当期开出的中奖号码为：
红色04 10 13 15 22 27，蓝
色 04，一等奖的单注奖金为
583.2万元。

令人激动的是，一位宁波
彩友仅花40元便将该期10注一
等奖、合计5832万元的奖金收
入囊中，一举打破了2015年4
月28日宁波江东彩友保持的中
得“双色球”5759万元的最大
奖纪录，在宁波福彩史上书写
了属于自己的神话。

中出这个超级大奖的代销
点位于宁波市海曙区段塘街道
恒 春 街 129 号 ， 编 号 为
33020448。4月12日一早，当
宁波福彩工作人员赶到该代销
点时，喜中巨奖的消息已经传
开，前来购彩的市民络绎不
绝，街坊四邻则围在代销点门
口，七嘴八舌地猜测着幸运儿
究竟是谁。

“40元的票，我平时都不会
去关注的。”谈起中奖者，业主

李女士如是说道。据了解，李
女士经营该代销点近10年，生
意主要靠街坊邻居和过路市民
光顾，平时也有不少彩民朋友
在这里驻守。在得知自己的代
销点中出大奖后，李女士立即
联系了广告公司，准备把代销
点装饰一新，希望借着这一次
的喜气，让代销点的销量能够
再上一层楼。

“其实这一切都是有预兆
的，今年元旦开始，我的代销
点接连中出‘双色球’三等
奖、二等奖，许多人都说我这
里要中大奖，还真灵验了！”说
话间，李女士的丈夫在代销点
门口点燃了鞭炮。

中 出 巨 奖 ， 值 得 庆 贺 ！
2017年4月12日至21日期间，
宁波福彩将在33020448代销点
开启庆祝活动，只要在该代销
点购买的单张电脑型福利彩票
金额满20元即可获送2注“双
色球”玩法彩票。

(单日限送 500 单，详见代销
点内活动海报)

宁波彩友中“双色球”5832万元大奖打破纪录

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在福彩“3D”第2017098期，宁波市三位
福彩爱好者联合起来购彩又能擦出什么
样的火花？2017年4月19日上午，洪先
生（化姓）、朱先生（化姓）、张先生（化姓）
一同来到宁波市福彩中心，交出了狂揽
当期 714 注单选奖的答卷，领走了
856800元奖金。

“运气不错，刚好赶上了派奖，奖金
多了10多万。”在宁波市福彩中心兑奖
室，“领奖代表”洪先生笑逐颜开。原来，
洪、朱、张三位先生是多年好友，且一直
合买福利彩票，平日里三人在微信群中

讨论最多的话题就是福彩“3D”，更经常
会在聚会中“切磋”选号技术。

但这次能够中奖，并不是某个人突
然之间灵感爆棚，而是集体选号的功
劳。4月15日，三人在微信群中讨论当
期“3D”该选什么号码时，分歧巨大，争论
了近半小时依旧没有结果，这时作为“老
大哥”的洪先生便出来打了圆场：三人按
年纪大小，分别选百、十、个位上的号码。

“也许这组‘4、0、7’比较符合大家的
心意，这次的投入也是我们购彩以来最
大的。”洪先生表示，这笔奖金会按照每
个人投入的比例来分。

三人合买“3D”中714注单选奖

2017年3月28日起，凡在宁波“中福在线”港隆销售厅单张一次性清零退卡10万
至50万分者，即可获赠相应数量的200元投注卡，送完为止！详情请询厅内海报。

娱乐地址：港隆时代广场9号楼102（欧尚超市后门斜对面）
娱乐热线：0574-87208836

“中福在线”港隆销售厅春季大回馈火热进行中

□朱道初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镇海中学在泮池右侧建造
了一座“柔石亭”。当年邀请柔石烈士哲嗣赵帝江
先生题额，他一口答应，并且欣然书写了“柔石亭”
三个字。但之后他为署名问题颇感踌躇，终于还是
执意不肯落款。这自有他的道理，我们也不能勉为
其难。两旁的楹联是笔者撰写的，并由王祖祥老师
书写，该联语分别是“芙蓉设帐怀先烈，翠梧栽培绍
旧绪”、“亭倚泮水傍风烟，楯毗学宫斜照处”。这里
所指的“芙蓉”，即柔石小说《二月》中的芙蓉镇。赵
帝江说，《二月》所描写的芙蓉镇，应该就是当时的
镇海县中。设帐，指旧时教书授徒。翠梧为“翠竹
碧梧”的缩写，比喻青少年才俊。绍旧绪，指后来者
继承烈士未竟的事业。泮水和学宫，则指学校内的
泮水池和孔庙。因为镇海中学旧址为镇海县学，校
内文物遗址很多，漫步校园，到处洋溢着不同历史
时期前辈先人的留下的流风余韵。

说起这座柔石亭，那跟烈士在镇海中学任教的
经历自然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时隔多年，柔石在学
校的事迹多已磨灭，稍有点线索就会令人感到弥足
珍贵，因此笔者无法忘怀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接到的
一封书信。那是由宁波音乐教育界前辈李平之先
生写给我的。平之先生是我在1951年就读省立宁
中时的班主任和音乐老师。当时展读来信时，曾为
他通篇笔迹有规律的抖动感到十分不安，因为我疑
心他患上了帕金森病，果不其然，这一点为后来事
实所证实。而读下去则又特别为之感动，因为来信
追述了他在二十年代任教镇海中学，并与柔石有过
交往，觉得有的事情值得重视，可以视作史料。考
虑到平之先生所提供的关于柔石的第一手资料相
当珍贵，我就将信函原件交给了学校档案室，并再
三叮嘱保管员要妥为保存。

因为以前对“校庆”有误解，以为解放前后的校
庆应该俨然分开，“新旧校庆不能一起庆”，所以错
过了更广泛地邀集老一代校友撰写校史回忆录的
机会，学校档案里也就明显地缺失了这方面的内
容。再由于文革时毁坏学校历史档案行为频频发

生，于是早年珍存的少量校史图片资料几乎丢失殆
尽，至于有段时间史料竟然全都付诸阙如，成为几
乎无法弥补的缺憾。譬如，镇海中学校史的头几年
以及二十年代初期的办学情况往往连只言片语都
找不到。

实际上，镇海县中停办至少有三个原因：经费
不足，社会恐慌，地方官员知难而退。近来笔者搜
阅二十世纪初的《申报》，就有这方面的佐证。如
1909年11月23日《申报》报道题为《籍绅独立创办
中学之维持》，内中写道：“镇海在籍绅士翰林院编
修盛炳纬独力创办中学堂，近因常年经费不敷，由
李绅等联名禀请酌收契税。奉增中丞批云：李绅等
筹办镇海县中学堂，先由盛绅独力劝募建造费洋四
万元，具见热心教育，深用佩仰。据禀，常费不敷，
兼以开办劝学所，岁需巨款，固属实情。至所请加
收契税每两三分，以一分拨充劝学所，以二分作为
中学堂常年经费，其前收契税每千加钱十文者，即
包括此二分之中，不再另抽等情，系为统筹常年学
费起见，事属可行。仰布政司即饬宁波府遵照办
理。”这是说办学经费困难。1916年6月《申报》新
闻：“镇海又起恐慌：距象山港不远地方歧头，26日，
到有形似军舰之轮船三艘，该处人民以其素未经见
群相诧异，是日有郭巨乡自治委员某君乘舆来城，
向水上警察厅报告，城中居民一闻此讯，辗转传述，
一时大起恐慌。竟有谓北军战书已到，定明日某时
开战者。街谈巷议，全城皇皇。据前日抵镇之某商
船称：经过该处时，惟见普通商船数艘停泊其地，并
未见有所谓军舰者。官商各机关亦力称断无此事，
足征所传之不实矣。又闻城区学校素称发达，学童
亦比较他处稍众，乃自迭受恐慌，稍有身家者，大半
挈眷远避，因之各校俱以学生寥寥，顿形搁浅。如
私立某校，竟因人数过少停课，其余亦大都仅存十
之二三，是诚教育界之厄运也。”这是说社会恐慌。
隔了一个月，《申报》又有报道：“镇海县知事吴万里
下车未及匝月，对于地方兴革事宜尚能留意。本月
上旬曾召集各自治委员及各机关人员在署特开行
政会议，一次到者三十余人，提议事件不下十余起，
如县中学拟改为甲种商业学校，其城立学校学生已

满三百余人，校舍不敷，决议合并县立高小，即以城
立旧址专办国民一部。”这是说，地方官员知难而
退，致使中学停办。

学校在1917年摘了牌，换上的校牌是“镇海县
立高等小学堂（校）”，此后镇海中学停办近十个寒
暑。但读者不要以为镇海县在这十年中间就没有了
中学，事实上，镇海县中学虽然被摘了牌，但镇海县
立高等小学堂内还保留着一个“中学部”。镇海籍作
家鲁彦在《我们的学校》中写到过这件事，他记录了
一位镇海县立高等小学堂教师的话：他们学校办有

“中学部”。只不过后来中学部又独立为镇海县中。

柔石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