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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在朋友圈晒出鹭林地名考证图
后，中国港口博物馆馆员陈一鸣、镇海藏
书家王雷等多人提供了文献资料。他们
从南宋开庆《四明续志》、明成化《宁波郡
志》、明嘉靖《定海县志》等方志中，集齐了
有据可查的“路林”“鹭林”地名演变过程。

“早在开庆《四明续志》中，明确出现
了‘路林’地名。”王雷说，到了明成化年间
的《宁波郡志》，提到定海县乡村中，有“孔
浦村路林村古南村沙北村”字样；在明嘉
靖《定海县志》中，也有“孔浦”“路林”等地
名。后来，清雍正年间曹秉仁所著《宁波
府志》、康熙版《定海县志》中均称路林。

“老地名路林的记载准确性毋庸质疑。”王
雷说。

到了清乾隆年间，民间出现了鹭林的
名称。如乾隆版《镇海县志》，同样提到西
管乡，写到“四都一图，鹭林外吴”，同时期
陈景沛编撰的《镇海县志备修》一文中，则
是路林、鹭林共存。王雷推测，这两个地
名共存的原因可能是当时正处于演变阶
段，两个名称互通互用。再往后留存下来
的方志，如光绪版《镇海县志》，则大多写
为“鹭林”。

民国时期的《镇海县志》中，都写作
“鹭林”。新中国成立后，推行简化字，把
鹭林恢复成为路林。“关键是，路林因为什
么而演变为鹭林，这个考证就有点意思
了。”王雷说，根据自己点校的《蛟川诗
话》，当地附近有一个濒海的鸬鹚村，沿岸
潮湿、温暖、多鸟类，所以乡里文人喜欢把

“路”字雅化，写成“鹭”。这种推演是合理
的。

陈一鸣则在展示自己搜集的资料时，
特别提到了浃北第一国民学校。1912年
该校由叶祖荫、叶玉华、张忍甫等捐建，
1949年改名为鹭林小学，1950年前后桂
维诚的祖父曾在校内短期任教，1955年
秋，桂维诚便在这里启蒙上学。

“从传统文化的传播价值来看，老地
名承载的含义更深。”陈一鸣建议尝试推
行复名，将一些有历史人文典故的老地名
纠正回来，为后人留一盏指路的灯。

通讯员 陈饰
记者 俞素梅

老家在路林的桂维诚老师
心中却有一个“鹭林”情结

“路林”原名
是“鹭林”
是“辂临”

因两次押中高考作文题而闻名宁波的语文教师桂维诚，近
日回到甬江边的路林村祭祖。站在桂氏祖宅前，70岁的他“心
有所怅”，只因他的心中一直有个“鹭林”情结。

路林，是宁波地铁2号线上的一个站点，而更多宁波人知
道这个地名，是通过“路林市场”这一名气很大的水产交易市
场，似乎到了路林，透骨新鲜的鱼、虾、蟹就到了眼前。其实，“路
林”两字承载的，不仅仅是一个地名、一个市场，更是带着故事
和记忆的镇海乡土文化。它指向的，是一条勾起乡愁的回家路。

桂维诚在路林祖宅前留影。 受访者供图

清明前夕，桂维诚老师回老家路林村祭祖，顺便看看桂氏祖
宅。“宁波人把地名称作‘地脚印’，有了地名，就能跟着前辈的脚
步，找到回家的路。”桂维诚说，其实他更喜欢将“路林”写成“鹭
林”，这里面包含着他的种种思念。

桂维诚童年时曾跟随父母迁居西安，对于“鹭林”的鲜活记
忆，始于祖母。祖母到西安定居后，常常让那时还是个小学生的
桂维诚代笔给老家亲人写信。信写完，祖母仔细拿出包在手帕中
的旧信封说：“上面的地址就是阿拉老家的‘地脚印’。”桂维诚一
看，寥寥四字“宁波鹭林”，心生疑问：“这能寄到吗？”祖母十分肯
定地告诉他：“孩子，这是阿爷生前特地抄下的‘地脚印’，笃定能
收到信咯。”

白鹭的“鹭”，树林的“林”，桂维诚工工整整地写好地址，从
此也牢牢记住了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地名。

1969年的一天，知青桂维诚被命运送回故乡，来到村口，只
见斑驳的旧屋上刷着一条标语，落款“路林大队革委会”。当时正
是隆冬季节，林子里鸟儿飞走了，墙面上的鸟儿（“鹭”）竟也不见
了，桂维诚心里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1993年，路林市场初建，桂维诚受托书写门楼招牌。他特地
把“路”写成“鹭”，结果被告知“不规范”而遭驳回。后来路林市场
渐渐成为宁波知名的水产品交易市场，但桂维诚每每看到招牌，
心里总是若有所失。

他特地查阅了清乾隆年间编撰的《镇海县志》，据上面记载，
今宁波大学濒临之江段古称“拗猛江”，上溯二三里，即“鹭林江”
之所在。“甬江绵亘九曲而出大浃口……鹭林回流舒缓，是以沿
江五十里多草场”。由此，他认为应该尊重“先人赋予的诗意地
名”，“不难想象，两三百年前，这里曾是一片白鹭群栖的芦苇林，
鹭林之名大概从‘鹭栖苇林’而得。”如今，徜徉在江边，白鹭翩
翩，却感觉地名少了一份意境。“心有所怅啊。”桂维诚感叹。

福彩开奖信息
七乐彩第2019038期：
02 08 12 18 21 22 28 20
3D 第2019088期：9 3 6
15选5 第2019088期：02 05 10 11 13

体彩开奖信息
6 + 1第19038期：0 2 7 7 9 0 4
20选5第19088期：01 08 14 19 20
排列5第19088期：3 8 1 6 0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今年 92岁的陈兵长期研究镇海文
史。他在阅读镇海藏书家王雷点校的《蛟
川诗话》时，看到了一段与路林地名相关
的史料。

民国《镇海县志》引光绪《鄞县志》中
的一首《甬东江北歌》，其中出现了“辂林”
的地名，诗云：“夫差破后已亡吴，曾说清
江驻舳舻。惟有辂林犹是昔，千门落日自
啼乌。”辂，指帝王所乘大车。乾隆年间宁
波文人张懋延在其著作《蛟川诗话》中对
此诗进行了考证，并把辂林写为“辂临”。

据《宋史》载：帝乘楼船次定海县。陈
兵认为，浙东女子尽封王的故事在宁波很
流行，当年宋高宗赵构被金人追逼，逃往
定海（今镇海）方向。他从明州（宁波）乘
船，沿甬江而来，经过路林。岸边军士林
立，靠近路林方向因有滩涂，江道变窄，因
此靠沿岸纤夫拉船行进。辂林，实为“辂
临”。这一解释是说得通的。

王雷则认为“辂林的出现有各种原
因”。他说，辂、路两字相通，辂林等于路
林。而且，古籍刊刻中难免会有舛错，辂、
路两字相近，也可能是刊刻出错。他更认
为《蛟川诗话》中的辂林可能是辂临的引
申。这也代表了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

一位语文教师的“鹭林”情结

还有说法称“路林”
又名“辂临”

“路林”作为地名
早于“鹭林”

本报讯（通讯员 姚栋 记者 俞素梅）当地时间4日晚，应邀赴波
兰参加贝多芬复活节音乐节的宁波交响乐团，在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厅
之一——弗罗茨瓦夫国家音乐厅，为当地观众献上了一场精彩演出。

该音乐节是1997年为了纪念贝多芬逝世170周年而创办的。如
今，在春天聆听一场贝多芬复活节音乐节的古典音乐会，已成为波兰乃
至欧洲乐迷的音乐盛事之一。

宁波交响乐团应邀于当地时间4月1日抵达波兰，3日在鹿山城的
多尔诺斯卡爱乐音乐厅举行了第一场音乐会，此次是波兰巡演的第二
站，由乐团艺术指导兼首席指挥俞峰教授挥棒。

上半场，波兰钢琴演奏家克日什托夫·克西安泽克携手宁波交响乐
团献上了《黄河钢琴协奏曲》；下半场俞峰教授选择了演奏贝多芬的第
三交响曲《英雄》，该曲规模宏大、情感丰富，结合了诗意和力量，是贝多
芬的代表作之一，俞峰选择这首曲子不仅契合贝多芬复活节音乐节的
主题，更多的是向“英雄”贝多芬致敬。巧的是，去年清明时节，俞峰也
曾在宁波交响乐团音乐季中演绎过这部作品。

现场观众一次次被美妙的音乐震撼，尤其是对宁波交响乐团返场
演奏的弦乐合奏《二泉映月》赞不绝口。曾在上海工作过的一位波兰作
曲家专程驱车3个多小时来观看这场音乐会，演出结束还特地到后台
拜访了俞峰教授，“我知道宁波交响乐团成立不久，真没想到有如此神
速的进步和如此高超的演出水平。”他说。

宁波交响乐团波兰演出受追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