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宁波市宁东路901号 广告部电话/87348429 发行咨询电话/87685669 87682340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每份1元 邮发代号/31—84
印刷/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胡力明律师 地址/光华路299弄研发园区C12四楼 电话/87298700 宁报集团职业道德投诉/87654321

2019年2月13日 星期三
责编/楼世宇 顾华达

美编/曹优静 照排/张婧
文化 A12

福彩开奖信息

体彩开奖信息

双色球 第2019016期：
05 07 09 11 19 25 05
3D 第2019036期：4 3 4
15选5 第2019036期：01 05 08 13 14

6 + 1第19016期：5 9 8 2 2 7 5
20选5第19036期：05 06 10 15 16
排列5第19036期：5 0 7 4 0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本报讯（记者 庞锦燕）宁波的一镇
四村有了“国字号”招牌。第七批中国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单近日公布，其
中，观海卫镇（鸣鹤）入选中国历史文
化名镇，李家坑村、走马塘村、方家河
头村、柿林村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是由住房和
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共同组织评选
的，保存文物特别丰富且具有重大历史
价值或纪念意义的、能较完整地反映一
些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
镇和村。

宁波此次上榜的名镇名村均有丰厚
的历史文化底蕴。慈溪市观海卫镇（鸣
鹤）是慈溪市目前唯一的省级历史文化
名镇；海曙区章水镇李家坑村拥有大量
明清古建筑；鄞州区姜山镇走马塘村出
过76位进士，被誉为“中国进士第一
村”；余姚市大岚镇柿林村山水秀丽、
原始古朴，山居原貌保持完好；慈溪市
龙山镇方家河头村保存着大量的古道、
古宅、古树、古井。

在慈城有一座别致的清代庭院 内有花园亭台还有藏书楼
曾是文人唱酬雅集场所 如今——

江北区级文保点坦园现状堪忧
有古树、水池和花

园，还有百余年历史的藏
书楼，其主人曾在这里与
甬上文人唱酬雅集，留下
了大量的诗作。慈城清
代民居坦园2004年被公
布为江北区级文保点，但
是它的现状却让人担忧：
周边房屋和道路新修后，
坦园的地势相对降低，不
仅水池排水网系堵塞，而
且园内的藏书楼——映
红楼下常年积水。园主
王氏后人期待有关部门
能够加强对坦园的保护
与利用。

原宁波师范学校退休教师王恬近日在整修坦园的
房子时，又一次抚摸到了家中那块曾国藩题字的楹
联。该楹联原为一副，现仅存一块，材料是毛竹，长
150厘米，直径14厘米，制作精致。上面刻有“风雨纵
横乱入楼”七字，取自陆游《南定楼遇急雨》诗中的名句

“江山重复争供眼，风雨纵横乱入楼”，文字镌刻后用墨
绿色油漆填写，至今部分文字上尚留漆痕。左下角有
曾国藩的落款，并盖有两枚印章，一枚曰“臣曾国藩”，
另一枚曰“滌生”（曾国藩的字）。

王恬是坦园王氏的后人，从小在坦园长大，她的
爷爷是王和之。这副楹联原先就挂在坦园内的率真
亭上，王恬家中还存有一些以率真亭为背景的老照
片。

上世纪60年代，率真亭被拆，楹联随之失踪；80
年代初，王恬获悉匾额可能还在的消息，几经周折，

终于在天一阁的库房里找到了仅剩的一块下联。
多年来，王恬多方寻找遗失的上联却一直无

果。她依稀记得小时候看到的率真亭，有六角飞檐
和拱顶，上覆尖坛，四周以大型块石、石板、条石垒高
一米余，配以百叶窗。亭北壁悬挂字画.中置大理石
桌，上刻棋盘，旁置镂空鼓形石凳四只，当年楹联就
挂在率真亭两侧。

王恬说，老屋东门处还有一个扶疏亭（含四周花
木扶疏有致之意），为盛暑纳凉、冬日休憩之所，兼会
友宴饮，观赏园景。园内另有花厅，四周是雕花木
门，中隔屏风，上悬书画。厅之南北两面，遍植四季
花木……近期，王恬的丈夫何先生根据记载和实地
勘查复原了一张坦园平面图，尽管今天留存下来的
建筑少了很多，但是通过这张图仍可看到当年坦园
精妙的规划和别致的布局。

曾国藩题字楹联彰显坦园气度

坦园位于慈城小西门外妙湾村，园东首门楣上镌
有清代进士周璇所题隶书“坦园”二字。春节期间，记
者和《古镇慈城》的主编钱文华先生一起前往观瞻。
从东门进入坦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花园水池西角枝
繁叶茂的古樟树；围墙处翠竹丛生，依稀可见率真亭
遗迹；园西的正屋是砖木结构连榀两层楼房，正屋东
边楼上就是映红楼。

钱文华介绍说，坦园主人是慈城望族花园王氏
的后裔，坦园有200多年历史，园中的映红楼是坦园
王氏第二代儒士王定祥的藏书楼，王定祥在清光绪
戊子年（1888）应乡试中举，只可惜在出榜前他就病
逝了，终年34岁。王定祥著有《映红楼诗稿》《扁舟
集》等著作，还编写了《慈溪姜先生宸英全集》。他生
有四个儿子，除第三子早逝外，长子王穆之（字吟
芙）、次子王和之（字仲邕）和幼子王程之（字幼度）都
熟读诗书。沙孟海曾为王穆之刻过一方白文“坦园
灌夫”印章；王和之先后在慈溪中学堂、效实中学、慈

溪县立中学（今慈湖中学）任教，为甬上名师，解放后
被聘为浙江省文史馆馆员；王程之早年求学日本，获
药学士学位，当过浙江省医药专科学校和效实中学
的老师，上世纪30年代，还曾出任宁波市卫生局长
一职，是中华药学会创始会员。王程之虽学医出身，
也善作诗，还是南社会员。姚贞伯、魏仲车、杨石蚕、
冯君木、钱罕、沙孟海等甬上文化名人与王氏三兄弟
都有交往酬唱，这在他们的文集诗作中多有体现。

王和之的小儿子王端曾撰写《百年沧桑话坦园》
一文，文中提到：坦园的房屋为砖木结构连榀两层楼
房，共有七间两弄，后隔天井有平屋九间。正屋前有大
道地(天井)，两旁有厢房各三间(平屋)；前则大门，侧有
大门屋(平房)各两间。全部建筑面积为2400平方米，
占地3.6亩。道地两侧厢房，于1925年间拆料修葺正
屋，改筑围墙，仍显方正规范。新中国成立后，先后由
当地生产队农户改建成住所，除东边两幢一弄及后平
屋三间仍由王氏留作自用外，其余均由他人使用。

是一座书香绵延的私家庭院

王和之的孙媳妇郑女士带着记者参观了映红
楼。穿过积水的楼梯间，就到了二楼东首的映红
楼。楼内已经没有了藏书。郑女士说，因为王和之
的学生陈训慈（陈布雷之弟）曾经当过浙江省图书馆
馆长，上世纪50年代，王和之在去世前将映红楼的
部分善本捐给了浙江省图书馆。如今，在浙江图书
馆还能找到王定祥的著作。郑女士告诉记者，从
2015年开始村里进行新农村建设，原来住在坦园的
其他住户和村里签了协议后搬了出去。

王恬说，这几日阴雨连绵，映红楼下的积水又深
了些，当前最迫切的是要解决坦园的排水问题。她希
望对坦园能够保护与利用并举，今后如能用于文学创作

基地或藏书史迹陈列馆等文化事业，她愿意全力配合。
记者从江北区文保所获悉，文保部门一直在关

注坦园，目前坦园所在的地块正在进行新农村改造，
排水问题一时恐难以解决，但文保部门会与地方政
府进行对接，关注坦园的保护和利用。

钱文华说，如今在慈城镇，像坦园这样还保留着
花园和藏书楼的老房子已经难得一见了。原江北区
文保所工作人员李本侹对坦园做过深入研究，他说，
慈城孔庙是慈城儒家文化的代表，坦园则是慈城文
人情怀的代表，同样承载起了慈城的文脉，希望坦园
能在保护的基础上成为文化传承的场所。

记者 陈爱红 文/摄

坦园现状让王氏后人担忧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公布

宁波一镇四村
获“国字号”殊荣

海曙区章水镇李家坑村。 记者 刘波 摄

现在的坦园旧宅现在的坦园旧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