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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人竖起他的塑像

从市区一路向西行驶约30公里，重
建后的桃源书院就坐落于海曙区横街镇
的桃源溪畔，四明山峦的半山腰。伫立
在书院门口的“王安石”，长髯飘飘，目视
远方。

据文化学者邬向东讲述，在担任鄞
县县令期间，王安石曾去桃源书院给学
子们授过课。当时未满三十岁的王安
石，精力充沛，思路敏捷，讲起课来引经
据典，立场鲜明，以致他的每次讲学，都
能引来学子们争相围观。“如果王安石能
穿越回来，在大学开一门选修课，那肯定
是堂堂爆满。”邬向东说。

后来，王安石听闻桃源书院的创始
人、“庆历五先生”之一的王致去世的消
息，悲痛之余，亲自为他撰写墓志铭，称

“四明士大夫立言以垂后世者，自先生
始”。

无独有偶，今天的祖关山文化公园
内也有一座王安石塑像，这背后却是一
个悲伤的故事。

在鄞期间，王安石有了一个女儿，因
为生于鄞县，小名就叫鄞女。不幸的是，
鄞女在出生后第二年就不幸夭折，安葬
于宁波城南的祖关山，王安石含泪题诗：

“行年三十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攻。今
夜扁舟来诀汝，死生从此各西东。”

祖关山文化公园内的“王安石”一袭
官服，手持笏板。记者顺着“王安石”的
眼光看去，不远处就是祖关山墓葬群。
原来，这位父亲紧盯着的是女儿的安葬
地。千百年后，王安石父女以这种特殊
的方式，终于“团聚”了。

曾有宁波网友发出感慨，祖关山旁
就是铁路宁波站，乘坐高铁，无论是前往
昔日北宋都城开封还是回王安石老家江
西抚州，都无需半日时间。如果能有方
便的交通工具，和宁波人民“双向奔赴”
的王安石，是否就能常回来看看?

今天，是王安石诞辰 1000 周
年的日子。1047 年-1050 年，王
安石执政鄞县三年，离任之后，宁
波人一直都在传颂他的功绩，修建
祭奠他的庙宇，以他的名字命名古
迹新景……

纪念他的庙宇被争相建造

忠应庙，俗称王安石庙，位于鄞州区东钱
湖下水村。据《王安石鄞县图鉴》作者、浙江工
商大学历史系教师姜勇讲述，在担任鄞县县令
期间，王安石的功绩被生活在东钱湖畔的百姓
认可，千百年来，东钱湖一带有不少祭祀他的
庙宇。忠应庙，就是其中较大的一座。

姜勇向记者讲述了一个因祭祀王安石而
引出来的小故事。根据《鄞县通志》记载，这座
纪念王安石的庙宇原本建于山之深岙，乡里人
感到祭祀不便，就有了移地建庙之议。下水、
绿野两村，争相在本村建庙。下水村得到了王
安石的主牌位，建庙于下水，为忠应庙；绿野村
得到了王安石的塑像，建灵佑庙。“如今的忠应
庙内还设有王安石纪念馆，陈列着王安石在鄞
史迹。”姜勇表示，用于祭祀王安石的庙宇还有
不少，如建于明初的紫石庙、坐落于东钱湖东
畔菊岛内的福应庙、曾多次改名的经纶阁等。
每到王安石诞辰日，各地常举行祭祀、庙会等
活动，有些地方还会唱上三天大戏。

这些景点的名字因他而来

除了为纪念王安石而建的庙宇，在宁波还
有安石岭、王公塘等许多与其名号相关的古迹
和新景。

关于安石岭的具体位置，《四明谈助》和
《东钱湖志》都有记载，后者记载较为详细。“又
南过小桥为下水村，居民七百余家。又西为二
灵山，折而南为掘断湾，其西有王荆公祠……”
据学者考证，自福应庙沿着湖边蜿蜒小路，在
临近二灵禅寺不到300米的地方，有一道山
岭，就是安石岭了。再走一里山路，就是下水
后岭港，离忠应庙也不远了。

有旧迹也有新景。据宁波市地名办专家
组成员徐雪英介绍，位于东钱湖畔，有一座王
安石公园。该园建于2000年，2009年又进行
了景观的升级改造，并改名为半山忆·湖滨公
园。如今的公园内，建有王安石治湖石刻的群
像以及半山亭、鄞女亭等建筑，并增设了《安石
魂》雕塑、水利文化特色雕塑和文化墙等景观。

安石路，曾名启新大道，北起东钱湖镇牌楼，
南至陶公路，全长3648米，宽9至16米，1992年
由215省道拓宽而成。“此路系2001年为纪念王
安石任鄞令的功迹而命名。”徐雪英说。

曾有学者发出感慨，翻遍史料，才发现王
安石知鄞仅千日，却似乎走遍了这里的角角落
落，与其有关的地名更是难以计数。

记者 朱立奇

这些古迹新景，都和王安石有关
东钱湖畔的《安石魂》雕塑。

记者 胡龙召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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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剧本朗读会
《听·见 鄞令王安石》
今起上线

今晚7点半，由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
院出品的原创剧本朗读会《听·见 鄞令王
安石》将开启线上直播。

2020年10月，宁波市文化旅游研究
院副院长王晓菁，联合青年编剧马敏、青年
文化学者周东旭，搜集整理王安石在鄞县
的历史事迹，创作《听·见 鄞令王安石》剧
本，以期向今人再现王安石当年的壮举与
精神。

剧本共分“兴水利、办县学、颁新法”三
幕。为牵动情绪，丰富人物的内心世界，剧
本以王安石即将离开鄞县，与幼年早夭尚
未取名葬在鄞县的小女隔空对话为“序”开
启全剧。千年后，早夭的“鄞女”在戏剧舞
台上重生，与父亲王安石“对话”，并作为串
联者，回望了王安石在鄞县的功绩，将父亲
的意志精神品质，传递给今天的世人。

据了解，“听·见”系列作品是宁波市文
化旅游研究院推出的精品文化项目，以实
验方式跨界融合，将戏剧、朗读、音乐、舞
蹈、乐器融为一炉，既传递中国传统舞台的
写意韵味，又融入现代艺术的多样性，呈现
新的舞台样式来演绎故事。

编剧兼策划者王晓菁告诉记者，为了
扩大的作品传播力，也为了疫情下打破时
空距离丰富大家的精神生活，今年《听·见
鄞令王安石》特在云在书院（宁波戏剧书
房）庭院实景尝试“浸入式戏剧录制”，并于
王安石“生日”当天开启线上展播。

《听·见 鄞令王安石》线上直播将根据
剧本三幕情节分别在12月18日、19日、20
日19：30上线，“宁波有戏”公众号将持续
推出相关观演信息，敬请关注。

记者 顾嘉懿 通讯员 薛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