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讲座《“大块头”要
有大智慧——从中美贸易战透
视中美关系》

时间：12 月 8 日 （周六）
14时

地点：宁波市图书馆永丰
馆三楼报告厅

主讲人：郑安光，南京大
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研
究专长为中美关系和国际关系
史。在《美国研究》、《国际政
治研究》、《现代国际关系》等
杂志发表论文10多篇，出版专
著 3 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
槟分校弗里曼学者、韩国高等
教育财团国际交流学者。

二、讲座《生活中的宪法
修正案》

时间：12 月 15 日 （周六）
14时

地点：宁波市图书馆永丰
馆三楼报告厅

主讲人：何跃军，宁波大
学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
师、博士后、法学院国际化办
公室主任。出版学术专著 3
部，参编学术著作 4 部，教材
副主编1部，发表学术论文10
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省部级课题4项，获浙江
省社科联成果奖三等奖、宁波
市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二等
奖等。

三、讲座 《回故乡的路
——谈“大莫纳”的冒险与成
长》

时间：12 月 22 日 （周六）
14时

地点：宁波市图书馆永丰
馆三楼报告厅

主讲人：许志强，浙江大
学中文系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
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
导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创意
写作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
为现代英美小说叙事学研究、
后现代后殖民文学研究等，主
要著作有《马孔多神话和魔幻
现实主义》《布尔加科夫魔幻
叙事传统探析》《批评的抵
制》《无边界阅读》 等，主要
译著有 《大莫纳》《维特根斯
坦笔记》《瘟疫年纪事》《在西
方的注视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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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是多年前吧，我读了一本民国初年的地方史志，叫《东钱湖志》，才发现
我之前虽然生活在湖畔，却一直不了解这湖背后有那么深厚的故事。如果我一辈
子没遇到这本书，那我恐怕不能说是东钱湖畔的一个居住者，而只是一个过客。”
张全民说。

《东钱湖志》中记载：“湖西南距湖数里，有一山名叫茂屿山，有张氏世居于
此。旁有龟山、蛇山、琴山，象形酷肖。”事实也正是如此，张全民说，在湖西南茂屿
山的旁边确实有张氏世居于此，那就是云龙镇云龙村。“我就是住在茂屿山附近的
张氏后代。茂屿山旁边确有龟山，我们叫乌龟山，在刮风下雨的时候，看这龟山仿
佛灵动起来，真像是一只大乌龟要游到东钱湖里去。蛇山、琴山我没找到，但是父
亲告诉我有蛇山和琴山。”

张全民还分享了10多年前拍茂屿山的照片，“这美丽的图景就是对江南最好
的解释，远山近水，古老的树……每当走近这样一片山水的时候，心里就会油然而
生一种情感——乡愁。”

张全民介绍，茂屿山还跟一个著名历史人物有关，那就是明朝的张时彻先
生。“我不知道张时彻和云龙镇的张氏家族有什么关联，他晚年辞官后为什么选择
到东钱湖畔的茂屿山居住，因为文献上没有相关记载。张时彻建了一个茂屿山
庄，因为东钱湖的山水，因为张时彻的名声，茂屿山庄成了当时浙东文化版图的一
个中心，明朝众多文人雅士来到茂屿山。”

像这首《初至茂屿》，“清溪窈窕觅仙踪，临水看云面面重。山过雨声侵薜荔，
风吹秋色满芙蓉。湖天浩渺悬孤屿，海日东南引万峰。岂是桃源无路到，扁舟今
日使人逢”，便是明朝诗人沈九畴的即兴之作，在他的笔下，茂屿山就是心中的桃
花源。“我们一直在寻找桃花源，其实，桃花源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的故乡。”张
全民说。

张全民
因为一本书，爱上东钱湖

人物名片：

张全民，浙江省语文特级教
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在读
博士研究生。除学科教学外，一
直关注乡土文化和建设，关注乡
村教育。著有乡土建筑文化随笔
集《看不见的乡愁》、乡土人文地
理著作《钱湖烟雨》、乡土文化思
想随笔集《我们还能回到故乡
吗》。

12 月 1 日，张全民和宁波市
文化艺术研究院副书记黄文杰一
起做客宁波市图书馆“天一讲
堂”，主讲了《风雅双湖 书香满
城——从月湖到东钱湖》。

在烟波浩渺的东钱湖边
漫步或骑行的时候，你知道千
百年来曾发生在这湖畔的故
事吗？在风景如画的东钱湖
畔烧烤或露营的时候，你会想
到享受着这一片湖光山色其
实应该感谢一群人吗？张全
民分享了他所“遇见”的东
钱湖，这里有文人雅士汇聚
的茂屿山庄，有踏遍鄞州山山
水水的年轻县令王安石，有出
巨资疏浚东钱湖的乡贤陈协
中……他希望人们在湖边休
闲时，用心灵和湖泊对话，而
并不仅仅是拍几张照片发发
朋友圈就了事，因为真正的游
湖在于历史的理解和文化的
感悟。

张全民认为，除了一心为民的官员，还要感谢一群乡贤。“有一些豪门大户觊觎
东钱湖的利益，你垦一块田，我垦一块地，再加上湖里水草等植物疯长，导致东钱湖
的湖面越来越小，尤其到了晚清、民国初年的时候，东钱湖一度接近消亡的地步。”

张全民介绍，晚清的时候，有一位张祖衔先生，一直在呼吁集资疏浚东钱湖。
但是，非常遗憾，他的心愿没能实现，他的学生忻锦崖先生记住了老师的嘱托，也
一直在奔走呼吁，“忻锦崖的呼吁感动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镇海的富商陈协中先
生，他当时在天津做生意，很有钱，他听说了这件事，就联系了忻锦崖，商量以后陈
协中先生出于对故乡的热爱，就决定捐资。历史上的宁波帮都是这样的，一代又
一代，一旦事业有成，都会竭尽全力帮助自己的故乡。”

1913年，镇海旅津富商陈协中出巨资，在青山设湖工局疏浚东钱湖。先浚梅
湖，次及全湖，历时三年告成，计用银元四万元。“今天当我们面对美丽的东钱湖
时，要感谢这些历史上的官员和乡贤。当时的北洋政府还给陈协中先生发了一块
匾奖励他，褒扬先生功在千秋。”

在讲解了这些历史和人物之后，张全民又分享了“湖泊美学”。从张岱的《湖
心亭看雪》到全祖望的《湖语》，从卢梭《一个孤独散步者的遐思》到梭罗的《瓦尔登
湖》，“他们让我慢慢知道了怎样和东钱湖日日相看。一个湖是风景中最美、最有
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的天性的深浅。”

张全民认为，今天我们能够漫步在东钱湖畔享受美丽的湖光山色，要感谢一
群人。从唐代的陆南金开始，张全民列出了一长串历史上曾在鄞地为官、为治理
东钱湖作出贡献的人员名单：陆南金、李夷庚、王安石、吕献之、张津、赵伯圭、赵
恺、程覃、胡榘、陈愷……“这群官员为我们保留了故乡最美的湖泊。陆南金是唐
代的，东钱湖最早的水利工程从唐代开始；到宋代，东钱湖迎来了发展的机遇，像
李夷庚、王安石，都是很有作为的官员；之后，还有明朝、清朝的官员，他们一个个
接过了治理东钱湖的接力棒，这才有了今天的东钱湖。”

张全民详细讲了王安石。“王安石到鄞县来做县官时才20多岁，那么年轻，但
志向很大，面对这么广阔的一片土地刚上任就考虑着如何治理。我很感谢这位来
自江西的父母官，他真正奠定了鄞县历史上的东钱湖时代。”

王安石到鄞县上任没多少天，就开始考察整个鄞县，他思考的是，鄞县离海很
近，江河湖泊众多，为什么会连年干旱？王安石不是坐在县衙里思考，他开始去各
地看一看。“从王安石的这篇工作笔记《鄞县经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走的大致
路线。在庆历七年十一月丁丑这一天，他从县衙出发，那时县衙应该在海曙，然后
到万灵乡之老界，应该是邱隘一带，晚上住在寺院里面。第二天到升鸡山，观碶工
凿石，遂入育王山。那时候的交通非常落后，王安石的考察是很辛苦的，他往回走
过天童寺，然后到了东钱湖，再到鄞县西乡，整个路线非常清晰。”

考察结束，王安石找到了干旱的原因，他给自己的上司杜学士写了一篇报告，
建议开河疏浚湖泊。于是在他的主持下，东钱湖水利工程得以重启。“宁波有句老
话，种田要东乡，儿子要亲生。东乡就是奉化江以东的鄞县的土地，不仅仅因为肥
沃，还因为它有良好的水利灌溉系统。”张全民说。

20多岁的王安石任县令
奠定了鄞县历史上的东钱湖时代

东钱湖边茂屿山 曾是文人心中“桃花源”

在天津做生意的富商陈协中 出巨资疏浚东钱湖

张全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