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白水

抗战胜利后，县中搬进镇海城关的孔庙（就
是现在镇中的原址）；镇师也在1946年2月，单独
迁进了镇海城关白家浦渔市场。这白家浦渔市
场就成了镇师的第三个校址。

在很久以前，有条宽广的河流，从后来镇海
古城清川门外的西南面流入浃江（即现在的甬
江下游），于是在那里形成了一个开阔的浦口，又
逐渐形成了一个聚居地。大约到了明朝期间，在
这浦口附近，聚居了白姓和郑姓两个大家族，邑
人遂将这个地方称之为“白家浦、郑家边”。不知
是因为白家宗祠更靠近那个浦口，还是白家的名
气稍大、或是人缘稍佳于郑家，久而久之，人们渐
渐地只称“白家浦”而遗忘了“郑家边”。这样，白
家浦就成了这个区域的地名，直到现代。

白家浦出浃江的浦口，年久失疏，到了清末
民初逐渐淤塞，失去了往昔泄洪排涝功能。白家
浦原来的白、郑两姓大族的房子及周边一带村
庄，在1940年7月，遭惨无人道的日本鬼子焚毁，
几成废墟。在1942年，有人填平了浦口，建起了
一个规模、名声都不小、至今还留在一些老镇海
人记忆里的久丰纱厂。此厂原址，大约就是在现
在的海港养护大队的附近。

白家浦是个已有五六百年历史的区域，几经
变迁，早已失去了原有面貌。在上世纪的60年代
仅有的一段开浦时的船坞痕迹，到现在也早已荡
然无存了。现在的我们，只能指点着宁波航运公
司镇海船厂船坞、镇海区农机管理总站、镇海海
港养护大队那一带的现代化高楼建筑和车水马
龙的宽广道路，来讲述逝去的白家浦了。

白家浦的渔市场，是镇海日伪统治时期建起
来的海产品交易场所。它南临甬江，北靠久丰纱
厂及西边的一个宰牛场，共有三排房子。

按照我国传统建筑文化及当时当地的周边
环境来分析，渔市场的大门应该是朝南而开。一
进大门就是第一排房子，左右两间石板屋，每间
约有十八平方米。这两间石板屋原先是渔市场
的水产品仓库，不时散发出一股难闻的鱼腥味。
后来镇师年级扩充，这石板屋也做过教室。穿过
第一排房子，就来到一块约有七十多平方米的草
地，学校把这块草地改作为校内操场，后来还配
置了一些体育设施，作为上体育课和平时学生的
活动场所。草地中间有一条宽约两米的通道连
接到第二排房子。第二排房子是砖混结构（一说
是木结构）的两层小楼房，房屋质量相对较好，原

先可能是渔市场的办公用房。学校把楼上用作
教师和女学生的寝室，把楼下用作学生的教室和
教师的办公室。第三排是平房小屋，自东到西，
依次是学校伙房、男生寝室及男女厕所。

这个离甬江仅百把米类似于现在“海景楼”、
被同学们誉为“充满诗情画意”、“外部环境十分
优美”的校园，对于一个刚从山沟沟出来、办学已
有一年半时间才第一次拥有自己校园的师生们
来说，无疑是个非常理想和十分满意的校园。师
生们喜气洋洋地第一次把学校的校牌挂到大门
口，全校师生们决心抓住这个难得的机遇，在此

“硬撑苦干”办好镇师，还在学校的围墙上，写上
这四个醒目大字，以作鞭策和训勉。但是，树欲
静而风不止，镇师在此只呆了一年半时间，便被
迫迁往海云寺和渊德观。

光从现有的资料上看，直接讲到这次搬迁的原
因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政府要收回建于镇海日
伪统治时期、又分配给镇师当作校舍的渔市场。另
一种说法是，镇师逐年招生，班级和学生有所增加，校
舍显得紧张和拥挤，而政府不想在原地扩建校舍，只
能叫学校迁到稍微大一点的海云寺和渊德观。

若对现有资料作进一步的分析，还能发现第
三个原因，而且是个带有深层次和根本性的原
因。镇师学生在1947年5月，曾掀起了一场声势
较大、矛头针对政府的学生游行示威运动，县政
府不得已而宣布提前放假，此时的镇师已成县政
府的“眼中钉”。镇师在渔市场与久丰纱厂是近
邻，县政府极为担心和害怕学生运动与纱厂工人
的联络甚至联合，这是县政府的“肉中刺”。还有，
当时镇师校址渔市场，地处镇海城关的清川镇，也
即我们通常所说的小南门外，居民相对集中，街市
相对热闹，还是水陆交通要道，若有学生运动，社
会影响面会很大，这是县政府的一个“心中病”。
由此种种，县政府在当年第二学期开学不久，就以
扩大校园为借口，急令学校迁往远离久丰纱厂、地
处偏僻的县城东北角的海云寺和渊德观，以解他
们心头之恨和后顾之忧，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当时，处于弱势地位的镇师，只得依依不舍
地搬离渔市场校园，无可奈何地迁到海云寺和渊
德观。这海云寺和渊德观由此就成了镇师第四
个也是最后一个校址。

镇海自古是一个重要的出海港口，大批的出
海官民为祈求海上平安，便在境内修建了众多海
神庙，这渊德观就是其中的一座。北宋元丰元年
（1078）京官大夫安焘和陈睦从镇海口出使高丽
时，曾祈祷过海神庇护。十一月安、陈从高丽安

全返回，便在镇海城内的东北边，还愿建造了广
德王庙。可能这座广德王庙在此后的140多年
里，神灵庇护功劳特别显著，感动了那位“皇帝做
得极差，书画水平极高”的“两极皇帝”宋徽宗，于
宣和五年（1123），特赐“渊德观”额匾，以资鼓励。
此庙遂以渊德观行世。

在时间隧道穿越了南宋、元朝，来到明朝的
万历四十四年（1616）时，有个法号叫真拙的僧人，
为往谒洛迦行脚栖息有个合适的场所，便在已有
538年历史的渊德观的西侧搭建了海云庵。这海
云庵经过以后的发展，又升级易名为海云寺，这
位劳苦功高的真拙僧人，就理所当然地成了海云
寺的开山之祖。

当镇师搬进海云寺和渊德观时，这两座古老
的寺观已是“四面断垣残壁”，破败不堪。其中，
渊德观已被废弃而无道士影踪；海云寺时有举办
佛事，每到这时，便是香烟绕绕、鼓铃声声，严重
干扰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这地方真不是个办
校教学的场所，师生们深感无奈。

海云寺和渊德观的地点相当于现在的港务
新村。它们的具体分布是海云寺在西边，它东边
是渊德观；渊德观东窗外是一个烂泥塘，烂泥塘
东面即是城墙边；城墙外面是条濠河，跨过濠河，
再有五六十米，才到招宝山脚下。1948年下半
年，荷枪实弹的警察来镇师抓捕进步师生时，就
把机枪架在城墙上，监视校内师生不许走动。在
1949年5月26日镇海解放后的第一个清晨，镇师
校园里的师生就能看清巾子山上几个身穿黄色
军装、手臂缠着红色布条的解放军战士。这些都
表明，海云寺和渊德观东面靠近东城墙、北面靠
近巾子山。许多资料上说它们位于招宝山脚下，
依我看，还不如说它们位于镇海古城东北面的城
墙边来得更为准确。

镇海解放了，也结束了镇师的艰难历程。在
人民政府的关心下，镇师师生先后于1949年底和
1950年初，分两批并入县中和慈溪著名的锦堂师
范。此后十几年，即到了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
我刚上小学后的那一段时间里，曾与同学结伴多
次去过海云寺和渊德观那个地方游玩。至今留
有记忆的是我们在长满荒草的城墙上，玩过“抲
兵抲强盗”的游戏；在挤满荷叶的小池塘里，我们
下池采莲篷，上岸吃莲子；还有的就是，在一片农
地上散落着一些不太大的砖屋民宅；唯独没有海
云寺和渊德观的一点点印象。现在想想，很可能
海云寺和渊德观已在此前拆除了。

“镇师”校址的变迁（下）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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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8日，福彩“双色球”第2017118期
开奖，宁波彩友吕先生(化名)凭借着一张面值为56元
的复式票，收获了总计213577元奖金。4天后，他独
自一人现身宁波市福彩中心办理了兑奖手续，领走了
属于他的幸运。

据了解，吕先生来宁波多年，目前在一家外贸公
司上班，购买“双色球”彩票是吕先生的业余爱好之
一。说起购买方式，吕先生表示自己喜欢采用复式
投注，一般都是照着走势图选出几注号码之后，再根
据自己的判断，优中选优再确定购买哪一组号码。
而这次中奖的号码，也是吕先生根据自己的经验选择
出来的。

吕先生是在什么时候知道自己中奖的？面对工
作人员的提问，他说道：“开始我并不知道自己中了
奖，昨天上网看走势图时才想起自己忘记对奖了。由
于彩票不在身边，看着开奖号码我凭着记忆觉得自己
应该中了4-5个红球，我当时还挺开心。”但好运却远
远超过吕先生的预期，在他找到彩票后，才得知自己
中了6个红球，也就是1注二等奖。

在高兴之余，吕先生赶紧请假赶来兑奖。在跟
家人报喜时，父母都说他因为一号之差而错失了头
奖，非常可惜。但吕先生却表示二等奖奖金虽然不
高，但他已经很知足，至于奖金，他准备用于旅游。

你中100我再送50！
“刮刮乐”让你乐翻天

“刮刮乐”推出“迎中秋、贺国庆，刮刮乐送、送、
送”活动。10月1日至31日，彩民朋友购买浙江在售
的“摇钱树20元”“黄金时代10元”即开型福利彩票，
单张彩票中100元，送50元任意一款即开票！

除活动豪礼，参加本次活动票种的奖金设置更是

让人难以抗拒。“摇钱树20元”单张面值20元，20次中
奖机会，头奖高达100万元；“黄金时代10元”单张面值
10元，有15次中奖机会，头奖40万元！彩民朋友们可
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关注微信公众号看福彩，随时了解活
动详情，也可以到身边福彩投注站关注活动。

彩友憾失“双色球”大奖却直言已满足

“福彩刮刮乐”
官方微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