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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是“海中福地”
记者与郑昌飞相约的见面地点，就在鹤

浦镇的南田县署旧址。
南田县署位于南田岛樊岙，距今已有

150多年历史，初建于清光绪五年（1879），时
为南田保甲垦务局；再建于清宣统元年
（1909），时为南田抚民厅。“中华民国”元年
（1912）设置南田县后，南田县署建成。南田
县仅仅存在了28年，便又被撤销，期间划归
三门，1952年，又划归象山县，现为象山县鹤
浦镇辖区。2018年，南田县署旧址复建，增
设了南田历史文化陈列馆和非遗文化传习中
心。

而我们的话题自然就从县署里那个仿制
的“奉旨永远封禁”的碑刻说起。这块碑刻的
真迹如今还竖立在金漆门天妃宫门口，立于
清道光三年，那时已经是第三次封禁了。

郑昌飞告诉记者，南田的历史可以上溯
至新石器时代，在大白丈村坑门里山上发现
的先秦时期的多幅连片岩画，即可知当时已
有先民生息繁衍。元末明初的本地诗人顾田
在诗歌中也有记载，“海天福地实仙源”，“煮
盐团灶分三处”，“土地膏腴宜稼穑，田园宽阔
足桑麻”，“户有薄田三万亩，门容役客半千
强。读书尽入登瀛塾，酌酒齐升耐晚堂”。由
此可见，当时南田经济繁荣富足，居民重视文
化教育。

然而，这一切都在明朝初期戛然而止。
当时，面对倭寇侵扰，明朝统治者在1387年
采取了闭关锁国的封禁政策，这是南田岛历
史上的第一次封禁，把南田岛居民全部迁往
内陆，坚壁清野。清朝初期，面对南明兵部尚
书张苍水率领的义军以南田岛作为据点抵抗
的现实，同时害怕沿海居民与外国人勾结反
清，清政府又对南田岛实行了第二次、第三次
封禁，直至1875年光绪元年才开禁。

封禁后“桑田尽变鱼虾地”
第一次封禁被民间称为“朱洪武剿南

田”。当时信国公汤和奉明太祖朱元璋的旨
意督办南田遣徙。然而要老百姓离开自己的
生养之地，他们自然不从。于是1387年4月
21日那天，汤和下了死命令：“午前迁者为
民，午后迁者为军。”很多老百姓都不愿作为
罪人充军，于是，南田十几岙的村民不得不携
老扶幼，背井离乡，漂洋过海。

当时的遣徙状况，清代进士姜炳璋在《南
田行》中这样描述：“东瓯老子惯弃土，海滨苦
日照寒埃，十万生灵付劫灰，宫阙不闻赤子
哀，神鳅出没风涛使，令严急渡捐生死，半死
逃亡半死水。”据明《崇祯宁海县志》记载，当
时南田6000多居民，仓促间被驱离南田，大
部分迁到宁海县城外，编户130里聚居。

在当时的史书上，南田遣徙的情况少有
文字记载，但在后来遣徙居民家谱上可以看
到一些描述。其中迁入宁海西仓的一支被称
为“南田顾”的顾氏族人，他们当中有46人未
按时从岛上迁走，被投入大牢，后得到两个牢
头的帮助，得以逃走。但两个牢头却东窗事
发，被官兵施以“拔肠之刑”，残害致死。

诗人顾田也写下了20多首“怀南田诗”，
记录了这场浩劫。“十有余岙禾黍尽为楱莽”

“可怜此地今无主，唯有空林噪晚鸦”“桑田尽
变鱼虾地，火宅浑为麋鹿场”。顾田痛心疾
首，漂泊在异乡居无定所的他，特别思念故乡
的田园，但是，“杜鹃唤我归家去，我竟无家何
处归”！

历经风雨生生不息
据郑昌飞介绍，1387年与南田一起封禁

的还有玉环、定海。后来两地都先后开禁，唯
独南田被三次封禁。而封禁后的南田，匪徒
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更加猖獗，俨然一个土
匪窝，当地曾流传“南田一百零八岙，岙岙出
强盗”，就是一个真实的写照。这种现象直到
清光绪元年（1875）开禁后才陆续改善。

当时南田开禁的消息一传开，温台、宁波
地区乃至广东广州的消息灵通人士便蜂拥而
入，纷纷在各岛各岙抢先选址居住建村。一
些来晚的居民，只能将房子造在离村偏僻的
地方。由于海匪活动猖獗，这些居民怕遭抢
劫，就在房子周围构筑防盗台门、碉堡、环房

河等措施进行防护。
当时的小百丈村，有从宁海迁入的梅家，

有从象山泗洲头迁入的柳家，还有分别从宁
波大碶、台州天台迁入的王姓人家。他们居
住分散，梅家兄弟俩怕遭土匪抢劫，便将二正
一横七间瓦房，道地与围墙先后造了三道台
门与两个碉堡。第一道与第二道台门之间，
右边造一个碉堡，第三道台门右边又造了一
个碉堡。碉堡高处堆满了小石头，并设有四
个放箭孔，只要土匪冲入抢劫，便将台门关
住，用石头砸，土匪便很难攻入。

郑昌飞告诉记者，他早年曾和同事一起
探访过鹤浦一些颇有名望的老人，了解了光
绪年间的开垦情况。

蟹厂村一位名叫陈梦翔的老人说，当时
的南田岛一片荒芜，来种植豆类、小麦、番薯
的人，找不到路可以走，都是从草丛间出入。
久而久之，人口密集，开辟土地。到了光绪二
十年（1894），有人种植稻谷。当年年末，他带
着家眷从台州来到南田岛蟹厂，做些小买卖，
并兴修了武圣庙，建了培德小学。

在六都烧盐湾（今孝贤湾），有象山包氏
人家来了两人垦荒。他们用茅草建筑房屋住
了下来，却发现没有可以耕种的土地，便上山
砍柴，运往对岸的玉泉场贩卖，再买野菜充
饥。年复一年，他们把一些亲戚朋友接来南
田居住，后来家族逐渐壮大。人多后他们开
始耕种，并与家境殷实之人集资围塘。如果
遇上天晴就合力修筑堤塘，雨天就上山砍
柴。塘筑成后，最后共同分享酬劳所得，划分
田地作为世代相承的基业。

与此同时，清政府相继成立南田垦务局、
南田抚民厅，派人专办南田垦辟事宜。

当时，很多宁波帮、台州帮、温州帮的仁
人志士、富豪商家来此围垦造田，拓展耕地面
积。宁波鄞县与象山石浦合作围筑了龙泉
塘，宁波帮和台州帮合作围筑了鹤浦大塘。
此外，他们还造桥铺路、建街道、建码头，开辟
货运航船直达石浦、三门、宁海等地，商业集
市也渐渐复苏。

经过这一段时期社会各界的努力，南田
有所发展。辛亥革命胜利，“中华民国”成
立。1912年，南田县成立，首任县长为孙乃
泰，他勘踏土地、安排人事、平定匪患、统计人
口、收缴田粮、搬迁县治，做了大量工作。
1913年离任，后来支持中共制定的浙东暴动
计划，遭蒋介石忌恨，被杀害。

1940年，南田撤县并入三门。1947年秋
天，共产党人邵明领导了著名的南田暴动，一
举摧毁了三门县南田区区署，击毙伪区长戴
加恩，为南田解放奠定了基础。新中国成立
后，南田划归象山，后成立鹤浦镇。如今，南
田岛上造船、旅游、农业、社会公共服务等各
项事业兴旺发达，正走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
的道路上。历经风雨的南田岛，终于在党的
领导下驶入了历史发展的快车道。

记者 张晓曦 文/摄 通讯员 黄梦梦

有着有着488488年的封禁历史年的封禁历史

““宁波第一大岛宁波第一大岛””生生不息生生不息
象山南田岛，宁波第一大岛，即今象

山县鹤浦镇所在地。78公里长的海岸
线展示着她婀娜的身段，接近70%的森
林覆盖率造就了天然氧吧，使得这里的
气温比宁波城里低了七、八摄氏度。仲
夏的傍晚站在岛上任何一处，都能感受
到海风带来的清凉。

晚上，翻阅已退休的鹤浦镇原文化
站站长郑昌飞老师送来的搜集整理的
20多万字南田历史资料，记者不禁心潮
澎湃：这座历史悠久、曾经单独立县的南
田岛，竟然会有着长达488年的封禁历
史？那究竟是怎样的一段岁月？

小百丈村现在已经是浙江三权分置改革第一村。

南田县署旧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