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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略过宁波城的沧桑变化，接下来映
入眼帘的是宁波港口的古今变迁。宁波是
座港城，港口的兴衰影响着这座城市的发
展，而浙东运河联结着京杭大运河和海洋，
让宁波成为了中国“大运河和海洋联结
点”，从内陆走向海洋。毫无疑问，运河、港
口档案不仅是展览的重点之一，也是宁波
市档案馆馆藏档案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展览第二板块“港之古今”的线索其实
很简单，大致是从古到今的顺序，先叙述大
运河、宁波古港与海上丝绸之路，通过电子
地图，展示了大运河、浙东运河沿线的主要
城镇，余姚、慈溪、宁波城区以及镇海等都
有涉及。海上丝绸之路那部分有不少的实
物或复制品，譬如最澄法师明州牒、上林湖
青瓷，等等。这其中最吸引我的则是一帧
慈城管山亭的老照片。

慈城作为慈溪的老县城，因为地处古
代浙东运河沿岸，因而当时是一个极其兴
旺、发达的城镇。如今的慈城虽然早已不
作为县治，但其区划内的半浦一带仍然能
看到不少运河遗迹。这张管山亭的旧照为
何我特意留意呢？因为第一次见到它是在
哲夫先生编的《宁波旧影》中，当时注释为
新碶的瞭望台，说曾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
受到过英法联军的蹂躏；但后来看到水银
先生在博客中正本清源，通过一系列方法
排除了新碶的可能性，证实此处为慈城的
管山亭，才得以让这张照片恢复了“名誉”。

在这帧照片中，管山亭为二层木结构
建筑，底部有石砌的基座，矗立在山崖（注：
应为管山）之上，显得颇有气势。作为慈城
的“名亭”，管山亭有着多重的特殊意义。
这座山亭最初营造于明末万历年间，大致
距现在400多年。据雍正《慈溪县志》记
载，当时的县令顾言“甃石建亭，为邑之文
笔峰，极江山之胜。楼有文昌祠，有司春秋
致祭”。也就是说，管山亭的原本职能是起
到本县文教兴旺的象征作用。慈城当时的
文昌祠也随设于此。古时文昌祠祭祀文昌
星君，在大小城邑中多有设立，主要是为了
保佑当地的学子能够多中科举，保佑文运
昌隆。管山亭想必是当时慈溪不少学子心
目中的“圣地”，不少文人墨客登临管山或
游历慈城，都有诗文题咏。譬如慈溪人、万
历三十五年进士、天启《慈溪县志》的主编
之一姚宗文，就曾有《登管山亭》一诗，诗中
写道：“白浪卷岩扉，登临兴欲飞。万松鸣

雨急，孤阁住人稀。选胜穷青眼，凭高失翠
微。济川理危楫，何日遂初衣。”作为现存
咏叹管山亭较早的诗歌，作者在管山亭上
所见的“白浪”，或许正和运河有关。

到了清代，管山亭附近的夹田桥一带
愈发繁华，成为了浙东运河上重要的贸易
节点，慈城、洪塘以及宁波、鄞县一带的商
人聚集于此，来往商船颇多。此外夹田桥
还是当时一个重要的客运码头，来往于宁
波、慈溪一带的商人、百姓由此中转。夹田
桥的繁盛，令管山亭成为了当时浙东运河
上重要的航标，进出慈城的船只多以此为
标识。这帧照片的可贵之处，就是记录了
清末时管山亭的外观和管山一角的地貌，
为宁波运河史提供了重要的见证。

在这个板块中，余姚、慈溪、宁波、镇海
四地都各有一帧清末或民国的地图，并配
以运河上桥梁、驿站、重要建筑的旧照。可
见宁波市档案馆在搜集运河档案时可谓面
面俱到，将这些重要地理标识物的档案搜
罗其中，并用直观的照片和详尽的地图资
料相结合的方法，让我仿佛置身于运河上
的小舟，伴着摇橹声，见证了明州古港和运
河的历史。

走过这里，竟又见到了江北岸的不少
珍贵老照片和外国人画的江北岸地图。早
就听说宁波市档案馆征集、整理了不少境
外宁波档案资料，不料在这次展览中能意
外地见到一二。由于历史的原因，宁波的
档案文献有着两个鲜明的特点：先是历史
极其悠久，以《答车茂安书》、《宋元四明六
志》等为起点，六朝以来即有成文的档案文
献，尤其是南宋以来，系统性的方志、文集、
政府文书、契约等构成了宁波多元、悠久的
档案资料体系，这在全国其它城市并不多
见；再是境外档案众多，挖掘潜力大。作为
中国古代主要对外港口和“五口通商口岸”
之一，在欧洲、美国和日本、韩国都存留着
不少宁波档案资料，如传教士文献、海关未
刊档案等，这也是国内罕见的。

对于港口而言，江北岸外国人聚居地
的出现，让宁波港从三江口的古港开始逐
渐向外围转移，甬江沿岸的江北、江东一带
出现了客运码头，港口的客运职能不再局
限于运河——三江口——甬江——镇海口
的旧线路。在展出的十九世纪外国人所绘
制的江北岸地图中，三江口的江北一侧只
是出现了聚集地；可到了民国时江北岸地

图中，江北岸沿岸有十余处的码头标识，从
最初供外国人进出甬江的客运码头，转而
成为各大航船公司所开设的各种埠头的集
中地，往返于宁波和上海等地的船只在此
云集。

众所周知，北仑、镇海沿海一带是现在
宁波—舟山港的主要港区之一，在这次展
览中，这些港区的历史场景以及对未来的
设想是通过一组图片和一篇文章来展示
的。清末绘制的《浙东镇海得胜图》，描述
了1885年中法战争镇海口战役中清军获
胜的场景，提督欧阳利见坐镇金鸡山山头
指挥，身旁清军士兵手举号角，“天然”、“自
然”等几艘军舰正在喷射炮火，打击法军舰
船。这组图在展厅中被放大喷绘于墙上，
下方则是逐日记录镇海口战役战局进程的
有关史料，文图互证，展示了镇海口一带为
海防重镇的事实。再往前走，是孙中山先
生1916年考察宁波时所发表的讲演稿。
在讲演稿中，孙中山说“若在宁波，仅有镇
海口岸容易修理，若能将甬江两岸筑一平
行之堤，则永无淤塞之患，而极大之轮船可
以出入，宁波之商务自无不发达矣”。预见
了宁波的镇海、北仑沿海一带作为天然良
港的无限可能，而随着一些当下宁波—舟
山港影像档案的展示，正好和孙中山的演
讲相应和。

三种档案形式：文本、影像、图画，交织
于这一板块，让人感受到了宁波市档案馆
对于港口档案展示上的用心。档案文献虽
然史料价值很高，但由于各种条件限制，往
往很难立体、直观地展示出来。有些档案
传达的历史信息可能是连续性的，就需要
一组档案来组合呈现。在这个板块中，精
妙的设计、丰富的类型、时间和空间的交
织，令这些本来零散、看似互不关联的档案
文献整合起来，向每一位参观者传达出宁
波“港通天下”的千年历史。这也是这次展
览的魅力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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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6 月 9 日
国际档案日起，
宁波市档案局
（馆）精心设计制
作的《档案中的
宁波记忆》、《宁
波：海上丝绸之
路的活化石——
地图资料特展》
两大展览正式开
展，大家可前往
位于解放北路69
号的市档案馆展
厅免费参观。团
体参观预约电
话：87183616。

运河、港口档案的整理与展示
——《档案中的宁波记忆》观展记之二

陈 讷

官山亭旧影（位于慈江与刹子港转角处西南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