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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楼世宇 董富勇 审读/胡红亚 美编/曹优静

艺宁波 2020年8月6日 星期四 广告

洪余庆从复旦大学图书馆古
籍特藏部收藏、光绪八年张南园
先生纂的《清湖小志》中看到，这
座曾藏书二万余卷的清代花雨
楼，位于清水湖村“登科第”。

据史料记载，花雨楼毁于光
绪六年（1880）一场大火。当年农
历五月初六夜二鼓时分，张家登
科第不慎失火，火光冲天，烧屋百
余间，殃及藏书楼。所幸成诗楼
二间未焚，张寿荣正在刊刻的《花
雨楼丛钞》《八史经籍志》等书尚
存。

但是“登科第”是否还存在？
具体位置在哪里？是否还留有花
雨楼的历史痕迹？一直是个谜。

洪余庆从孔夫子网站上寻得
一本古籍《舫庐文存自序》，并在
其中找到了线索。《舫庐文存自
序》是张寿荣写的，完整记录了花
雨楼的位置和样貌，包括南面和
东面有几个窗户、院子里种的花，
都有细致的描写。

然后，洪余庆和其他文史爱

好者又遍访村里老人。根据张宝
年老人、清水湖村原书记张秀明
等人的介绍，并对照张寿荣的《花
雨楼读书记》等有关资料，加上在
后大屋发现过的两块旧匾“承启
堂”和“登科第”，洪余庆确定最西
一幢部分建筑为花雨楼，是张寿
荣藏书和读书的地方，“后大屋”
就是原来登科第的位置，花雨楼
坐落在后大屋的登科第内。

张秀明老书记介绍说：“后大
屋原大门高大雄伟，前有影壁，两
侧有高耸的旗杆，因年久湮没，现
存承启堂、后堂和东西四幢‘畚斗
楼’，建筑面积达1300平方米。
在后大屋，过去还有四个戏台（现
已被拆），这在其他古宅中并不多
见。”

洪余庆还在后大屋附近发现
了“银涨桥”，大石板铺筑，三孔，
重建于清代。他告诉记者：“这座
桥《清湖小志》中也有记载。据说
当年就是为了便于排水，保护藏
书楼而建的。” 记者 陈晓旻

“花雨楼”旧址 张寿荣像

湮没140年后

清代藏书楼
“花雨楼”旧址

被发现
位于今镇海区骆驼街道

清水湖村后大屋

宁波的藏书文化历史悠久。近日，文
史专家洪余庆告诉记者，经过一段时间考

证，确定“消失”多年的清代藏书楼“花
雨楼”旧址就在如今镇海区骆
驼街道清水湖村后大屋。
这让已经湮没于岁月的花
雨楼重新掀开了“盖
头”。

花雨楼最多时藏书达二万余卷

说起花雨楼，知道的人并不
多。记者翻看甬城的藏书楼名
录，也多未将其列入。那么，它是
如何湮没在岁月长河里的呢？

花雨楼，位于镇海区西北方
向的清水湖村，这个紧挨着329
国道的小村有600多年历史，村
民以张姓为主，张氏的先祖是元
代进士张尚德。村东首有池曰清
水湖，村名便由此而来。

记者查询得知，花雨楼的主
人张寿荣（1827—？）字鞠龄，号舫
庐，晚号书隐老。幼习举业，师从
定海黄式三研究汉学，又师从鄞
人徐时栋讲求古文义法。治经
学，工骈文辞赋，对群经训诂、六
书音韵颇有研究。

据张寿荣《花雨楼丛钞》序言
称：“余承先人遗书二万卷，庋阁
花雨楼中，时复有所购，而口诵，
而手披，而点勘丹黄之不辍，亦庶
几好书而聚书矣。”

其父张宝泉性嗜书，有存书
四千余卷，张寿荣继承先人业，最

多时藏书达二万余卷，藏于花雨
楼中。其藏书处为舫庐、秋树根
斋、花雨楼，大梅山人姚燮特为之
题额“一适轩”。

张寿荣为什么把藏书处取名
为花雨楼呢？这与他爱花有关。
他在楼下垒石筑地，并种了四季
花卉。

不仅藏书，张寿荣还刊印书
籍，对藏书进行校勘汇编，著作
甚富。其校注、雕版、印书质量
堪称同行业的佼佼者。于光绪
十年（1884）刻《花雨楼丛钞》四
函三十六册十四种，收清中晚期
张惠言、姚配中、丁晏、陈懋龄、
朱骏声、吴德旋、宋世荦等学者
著述，又汇刊戴震、段玉裁、孙星
衍诸家文集及《水经注释》《畴人
传》《汉学商兑》诸书为《秋树根
斋丛书》等。

此外，张寿荣还将自己的部
分作品编著成《舫庐文存自序》
《各经承师立学考》，署名书隐老
人，辑录在正编和续钞之中。

旧址就在清水湖村“后大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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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落实智慧政务进网点的战略
要求，贯彻落实浙江省“最多跑一次”的相
关要求，建行宁波市分行与宁波市行政服
务中心达成合作，将自助办理的政府服务
事项流程嵌入建行智慧柜员机。

建行宁波市分行STM智慧政务项目
在7月17日顺利投产，经过分行营业部两
周的试运行，已于7月31日推广至全辖。

该项目于今年年初启动，采用总分一
体化研发模式，在建行政务渠道管控领域
实现。建行宁波市分行与市行政服务中
心、华数公司通力协作，克服业务架构、网

络架构复杂、首次使用总分一体化研发平
台等诸多困难，完成项目一期需求的研发
上线工作。一期需求上线后，客户可以在
宁波分行网点使用智慧柜员机进行公积
金个人账户查询、公积金明细账户查询、
公积金贷款余额查询、本异地职工缴存情
况证明打印、不动产证明打印等政务事项
的办理。项目依托建行物理渠道优势，延
伸行政服务半径，助力解决便民政务服务
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在建行智慧柜员机
上增添更多便民利民的政务服务，提升了
客户使用体验。 石志藏

建行宁波市分行STM智慧政务项目顺利投产试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