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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地图中早有
“珠穆朗玛峰”的记载

清咸丰二年（1852），曾负责测量
喜马拉雅山脉的印度测量局局长、英
国人乔治·额菲尔士自称发现了世界
第一高峰，也就是现在人们熟知的珠
穆朗玛峰。1865年，另一个英国人华
欧为了表达对乔治·额菲尔士的敬意，
就将这座山峰命名为“额菲尔士峰”。
而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百姓疾苦，一
座山峰的名字并没有人去理会。

1951年1月9日，新中国成立仅
一年多，《人民日报》在一篇报道中将
世界第一高峰称为“额非尔士峰”。

此时，王鞠侯站了出来。这位先
后在慈湖高小、效实中学、国立东南大
学地学系就读的地理学家撰文指出，
早在清康熙年间就已有中国人发现了
这座山峰，比英国人早了100多年。

作为一名地理和气象学家，王鞠
侯凭借记忆表示，曾在清代的《皇舆
全览图》上看到过相关记载。为了进
一步求证，当时已身患重病的他在查
阅了大量资料后，毅然拖着病躯从宁
波赶到北京，请求珍藏此图的故宫打
开方便之门，助他查找原图。王鞠侯
的请求很快得到批准，为他开门的是
另一位宁波人——时任故宫博物院
院长马衡。

在故宫，王鞠侯查询了《皇舆全
览图》，果然发现在图上西藏的边界
一段山脉旁赫然写着“珠穆朗玛”四
字。有图有文有真相，中国的山峰，
早就被中国人发现，也早就拥有了中
国名称。

1951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
表《我们伟大祖国有世界上最高的山
峰》一文，对世界最高峰的名称采用

“珠穆朗玛”，更正了之前用的“额非
尔士”。自此，珠穆朗玛峰时隔170
多年重回中国人的视线。同年3月9
日，《宁波时报》转载了《人民日报》的
这篇文章。

1952年5月8日，中央人民政府
出版总署发出通报，说明“额非尔士
峰”应正名为“珠穆朗玛峰”。从此以
后，国内出版的一切文献均采用“珠
穆朗玛峰”。这个名字代代相传，延
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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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穆朗玛峰的正名者
是宁波人王鞠侯
另一位宁波人马衡打开故宫之门
助他查阅清代地图

王鞠侯 资料图

1951年3月9日《宁波时报》转载《人民日报》关于珠峰的报道。甬图供图

1951年3月4日《人民日
报》刊文正式使用“珠穆朗
玛”名称。 甬图提供

“了不起的藏书楼
——天一阁”巡回展
走进古林镇中心小学

本报讯（记者 俞素梅 通讯
员 向玉婷）昨天是国际儿童节，
一场针对青少年的巡回特展“了
不起的藏书楼——天一阁”，首站
走进了海曙区古林镇中心小学。
天一阁博物馆用卡通漫画、趣味
版面、实物等孩子们喜欢的方式，
深入浅出地解读天一阁的历史文
化知识，增强了小学生的文化认
同感和民族荣誉感。

该展览以“了不起的藏书楼”
为主题，从天一阁的历史地位、名
称含义、建筑特点、藏书特色、收
藏管理和保护等方面入手，通过
启发式提问，让孩子们追根溯源，
引发自主思考，在获取相关知识
的同时，提升文化自信，并引导形
成读书、护书、爱书的良好习惯。

参观完展览的黄同学深有感
触地说：“我对天一阁藏书楼有了
更深入的了解。以前只是和父母
一起去过那里，原来天一阁还藏
了这么多的知识和宝贝！”古林
镇中心小学副校长赵丽尔表示：

“我校的校标就像一本书，我们正
在着力打造书香校园。这个展览
集趣味性和知识性于一体，增长
了孩子们的知识，助力书香校园
建设。”

展览期间，天一阁博物馆还
将配合展览主题开展“晒一晒我
的小小‘藏书阁’”作品征集和“谈
一谈我的护书小心得”读书论坛
活动，评比“小小藏书家”和“护书
小明星”，让孩子们不仅将知识内
化于心，更能外化于行，并贯彻到
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

据悉，该展览作为巡回展面
向全市中小学生，古林镇中心小
学是巡回展的首站。

撷取《宁波谜语》中三个
谜语，有兴趣的读者不妨猜
猜。

●谜面一：三指弹弦两
子听，自讲自话自听明（猜一
中医术语）。

●谜面二：上头上头，下
头下头，是的是的，不是不
是（猜人常做的动作一）。

●谜面三：有翼无毛肚
内空，无铁无铜响如钟（猜一
动物）。

记者 朱立奇

彩蛋

近日，中国高程测量登山队成功
登顶珠峰的消息引来众多关注。很多
人并不知道，珠穆朗玛峰这一地名的
正名者，是宁波人王鞠侯（1902-
1951）。宁波图书馆文史专家从浩瀚
的史料中找出了王鞠侯与珠峰的一些
资料，并整理成文。更令人感动的是，
出于对家乡的爱，王鞠侯还编写了《宁
波谜语》《宁波歌谣》等书籍。

王鞠侯是如何为“珠穆朗玛峰”这
个名字奔走并正名的呢？

对宁波这片土地
爱得深沉

从北京回来后不久，王鞠
侯查出患了肺癌，手术没有挽
回 这 位 地 理 学 家 的 生 命 。
1951年5月26日，王鞠侯离开
人世。而人生最后的这段时
光，王鞠侯几乎把所有时间和
精力都放在了为珠穆朗玛峰正
名这件事上。

虽然王鞠侯去世的时候还
未满50岁，但是他的一生过得
很丰富，他做过气象学家竺可
桢的学生，被现代著名历史学
家和历史教育家何炳松所赏
识。在浙江图书馆阅览组担任
过组长，也做过老师，成了教
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他于1950年进入开明书店，历
任编审、自然科学编辑室主
任。撰有《地球与地面》《青年
气象学》等10多部涉及气象地
质地理的著作。

出于对家乡的挚爱，王鞠
侯还编写过几本与宁波有关的
书。1929年，27岁的王鞠侯出
版了《宁波谜语》。作为宁波历
史上第一部系统的谜学著作，
《宁波谜语》收录了当时鄞县、
慈溪、奉化、镇海四县的谜语
324则。在前言中，王鞠侯尝试
将宁波的谜面和河南、广东等
地的相比较，从而探索中国各
地谜语文本流传之间的联系。

一年后，王鞠侯又编写了
《宁波歌谣》。书籍刊发后被《民
俗》杂志整理、收录，并定名为
《宁波歌谣一束》再次发行。该
书共收录宁波歌谣66首，具有
很高的历史、文学、民俗学价值。

答案分别是：
一、脉诊，二、抓痒，三、蝉

您猜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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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乐透第20044期：
01 03 22 28 30 02 05
20选5第20104期：
02 03 06 07 15
排列5第20103期：
9 0 4 9 1
（均以公证开奖结果为准）

体彩开奖信息

3D第2020104期：3 9 7
七乐彩第2020045期：
01 02 03 11 19 22 29 13
6+1第2020045期：
1 8 2 8 8 6 猴
15选5第2020104期：
06 10 12 1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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