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水浦自然村在过去镇海（古称定海。本文为叙述方便，统称镇海）
县城西约五公里的甬江边，今年上半年已被整体拆迁。

人总是这样，在一件东西失去后，才感到它的珍贵。当怀着惜别之情
徘徊在清水浦拆迁的废墟中，才酝酿着要写篇关于清水浦的文章，这便是
现在的《琐聊清水浦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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琐聊
清水浦旧事（上）

□胡白水

在清水浦村的北边有条大河
流过。这条大河东起镇海县城西
门外，西达宁波江北岸桃花渡，全
程约有五十里。大河由制帅颜颐
仲在宋淳祐六年（1246）“役工访故
道”疏凿，宽达五丈，深达一丈二
尺，民颂其德名为颜公渠。沿甬江
而行的颜公渠其实是条隔江河，镇
海方言“隔”“夹”同音，又被传成了
夹江河。

夹江河又以前大河之名行
世。前大河之名来源有两个，一个
是从地理上说，夹江河位于镇海县
江北地区最南面，按照中国坐北朝
南的传统习惯，称南为前、北为后，
故称夹江河为前大河；另一个是从
时间上说，夹江河是江北地区有文
字记载的最古老的大河，故后人称
其前大河。

前大河很重要，它不仅是镇海
县城直通宁波府城的唯一航道，还
是编织江北河网的三条东西向主
干大河之一，它们是后塘河、中大
河和前大河。因此，受到历代重
视，在明嘉靖十五年（1536）、万历
二十八年（1600）、崇祯十七年
（1644）、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
等均曾疏浚；1918年县人集资重
浚十余公里；1954年3月庄市区又
作全线疏浚。以后，政府多次投资
治理，至今自张鑑碶至清水浦大闸
仍然贯通。

目前在前大河镇海段上还有
古桥八座，其中一座是清水浦的交
通要地镇西桥。镇西桥是清咸丰
年间（1851—1861）始建的石桥，
单孔，十二点四米长，四米宽。现
在的镇西桥，桥面已在1974年改
换为钢筋水泥板，桥脚及附近的河
岸依然是过去遗留下来的条石建
筑，古朴精致，极富年代感。

在清水浦还有一条穿村而过
的驿道。这条驿道从镇海县城沿
甬江北岸到达宁波府城东渡门外，
在明嘉靖年间称为前江路。前江
路之名可能也来于两个方面。镇
海江北的地理特征是南江北海，也
即前江后海，遂称前江边上驿道为
前江路。镇海方言“前”“沿”同音，
前江路很可能是从沿江路演变过
来。

驿道是秦始皇在公元前221
年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后，为实施

“车同轨”改革方案而推行全国的
官道，相当于现在的国道，有统一
的等级规格和质量标准。镇海驿
道一般宽在一点五米至两米之间，
路面在平原为石板在山区为砂
石。驿道“遇有损坏，例督令就近

居民掘土填修”，历代清水浦村民
肯定为前江路的建造和养护付出
过辛勤劳动。

镇海口在唐元和四年（809）置
为望海镇，这是朝廷设在东海前哨
的重要军事机构，按理说镇海至少
从那时起有了驿道。但是，文字记
载镇海最早驿道起于宋朝（960—
1279），好像只有两条，前江路是其
中一条。

驿道是官员来往、公文传递、
军事物资输送的重要通道，每隔十
里或十五里设一个驿铺，专门管理
驿道运行，以保证其畅通无阻。宋
朝就在清水浦设置驿铺，称为清水
铺，是当时全县五个驿铺之一。清
水铺设在清水坊，可清水坊的具体
位置已经无从查找了。清水铺设
置到清宣统三年（1911）撤消驿铺
为止，历时至少六百三十二年。清
水铺撤消时改成了清水浦邮政代
办所，持续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
一段时期。

驿铺是有等级的。在明嘉靖
年间，全县至少有五条驿道，共有
二十三个驿铺。其中，县城旁的蛟
川铺，设管理人员七名，每名获银
四两；清水铺、永福铺、孔浦铺均设
管理人员六名，每名获银四两；其
他各铺设员获银都低于他们。这
四个铺均为前江路的驿铺，而前江
路驿铺也没有都能享受到这个标
准，由此可见前江路驿道和清水浦
驿铺的重要程度。

前江路驿道的重要性体现在
两个方面。它不仅是镇海县城，而
且还是浙东门户、宁波咽喉的甬江
口军事重地，唯一直通宁波府城的
驿道。可以想象，在明朝抗倭和清
朝抗英战争中，前江路上递送的文
件多为军事急递，由铺骑以白天鸣
铃、晚间举火、昼夜五百里以上的
速度传送。清水浦村民肯定目睹
了这时前江路及清水铺的紧张和
繁忙。

正因为这样，在镇海口抗法战
争前夕的清光绪十年（1884），时任
宁绍台道、负责浙东防务的薛福
成，花重金把电报线从宁波府城沿
前江路驿道，架到了镇海营务处。
这条电报线的开通，不但促进了镇
海口抗法战争的胜利，还让清水浦
村民观赏到了现代通讯设施，更预
示了古老的驿道驿铺将被淘汰。

二、前大河、前江路及其他

很早以前，在镇海县江北大地
上有条河渠流入甬江，在那里形成
了一个浦口。因该浦口内的水常
年清澈，便被称为清水浦。

清水浦是进出江河的必经水
道，其周围又有广阔的江滩地可围
垦劳作。于是，为生计奔波的船家
渔家、农民盐民便定居在浦口两
岸，撑船航运，撒网打鱼，开垦耕
耘，灌水晒盐。这样日复一日，年
复一年，逐渐形成了一个聚居的村
落，人们也以该浦之名叫该村落为
清水浦村。自此，以清水浦命名持
续不断，一直到如今的二十一世
纪。2010年，在清水浦邻村架起
一座横跨甬江的高速公路大桥，也
被命名为清水浦大桥。清水浦名
气越来越大。

这条清水浦村的母亲河清水
浦在民国初年已经湮废。历年记
载它的原始位置，一直沿用清乾隆
十七年（1752）留传下来的说法“在
江神庙前”。这个江神庙应该是现
在的前江神庙，问题是现在这座前
江神庙是否仍建在二百六十多年
江神庙的原址上呢？如果弄勿清
这两座江神庙的地址关系，那也就
无法找到清水浦的原始位置，这是
很无奈的事。

清水浦的甬江江塘有个较长
的 形 成 过 程 。 在 明 嘉 靖 年 间
（1522—1566），清水浦东南面有
条三里长的塘，名为清水塘；在清
乾隆年间（1736—1796），清水浦
西南面有颜家塘和善庆塘。颜家塘
比较单薄，容易坍塌，宜时加缮葺。
善庆塘是“旁有善庆闸，因名”。到
新中国成立时，清水浦还是土质江
塘，且塘身已危，时有缺口。在
1952年和1958年先后两次整修，
加高了塘的高度，再对险要段的迎
潮面砌石加固。清水浦现在的江
塘，是竣工于2000年的标准塘，用
石块和水泥砌筑，防浪墙顶高程六
点五米，路面宽在三米与四米之间，
防洪标准达百年一遇。

在有颜家塘存在的差不多时

期，清水浦上有了一条堰，名为清
水浦堰。堰和塘都是水利设施，两
者的区别是塘高堰低。塘高的优
点就能将塘外的咸水与塘内的淡
水完全隔离，它的缺点是把江海与
内河的航运也阻隔开了。堰低既
可保持一定量的内河水不至白白
流失于江海，又可将过满的内河水
自动溢入江海不使内陆受涝，还可
以将堰内外的船只通过人力拔过
堰顶沟通航运。但不足的是在大
潮汛期间，咸水能越堰浸入内河，
污染河道河水，影响农田灌溉和居
民生活。清雍正二年（1724），暴发
海啸，海水越过清水浦堰，涌入农
田，禾麦尽灾。

清水浦建造碶闸是很晚的事，
其原因之一可能与碶闸在镇海县
江北地区的建造进程和在清水浦
附近的分布情况有关。据记载，镇
海县江北地区在南宋时仅有两碶
一闸，分别是张鑑碶、东门浦碶和
化子闸。其中，张鑑碶、东门浦碶
是县城排涝的主要口子；化子闸的
作用是调姚江水入内河，以缓解慈
溪、镇海缺水状况。从这两碶一闸
的重要程度来看，清水浦还轮不到
建造碶闸。在元至正年间（1341—
1368），清水浦附近已有两碶三闸；
在明嘉靖朝前，清水浦西南边又有
了一座善庆闸，善庆闸虽曾“久
废”，但在清康熙三十一年（1692），
由邑令黄宫柱组织修复，在这期间
清水浦已没必要重复建造碶闸。
然而，可能受雍正二年海啸的破
坏，善庆闸在清乾隆年间已“改
堰”。此后，清水浦“或被潮冲，或
遭河溢，屡岁大歉，总由外塘单薄、
内堰低洼之患也”。

新中国成立后，开展姚江蓄淡
工程和标准江海塘建设，将内河和
沿江海的碶闸作了统一的兼并或
改建，1982年在清水浦西侧江塘
上建起了清水浦闸。清水浦闸是
座现代化大闸，又几经改造完善和
升级扩建，始终发挥着阻咸排涝的
重要作用。

一、浦口、塘堰和碶闸

社址/宁波市宁东路901号 广告部电话/87348429 发行咨询电话/87685669 87682340 定价/每月30元 零售/每份1元 邮发代号/31—84
印刷/宁波报业印刷发展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素豪律师事务所罗杰律师、胡力明律师 地址/宁波市高新区扬帆路999弄研发园B区1幢8楼 电话/87298700 宁报集团职业道德投诉/876543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