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年前旧影上上
一批隐藏的宁波老照片显露真容新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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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雪窦山旧影
均为新见

据仇柏年统计，盖蒂研究所
“在线图书室”公布的这批中国老
照片，涉及宁波的约30张，其中10
多张都是新见。

“老外”取景的地方很集中，主
要在老外滩、慈城、雪窦山、天童寺
这些知名“景点”。值得一说的首
先是新见雪窦山旧影。

“这张千丈岩飞雪亭是目前发
现最早的此亭旧影，亭的样式与后
来不同。”仇柏年说。飞雪亭自古
是观赏千丈岩瀑布的一处名胜。
从亭中俯瞰，崖口喷薄而出的瀑流
飞流直下，状如飞雪。北宋王安石
曾在此吟咏：“拔地万重青嶂立，悬
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机丝挂，
映日还成五色文。”从旧影看，峰峦

“拔地万重”之势形容不虚。
还有两张拍摄于雪窦寺前，视

野广阔，信息量大。宁波古桥研究
者朱永宁一眼从中认出了寺前青
锁桥（现也称关山桥）。

据朱永宁介绍，青锁桥也是雪
窦一景，位于旧时的锦镜池与千丈
岩之间。千丈岩之水就是过此桥
后“崩空落崖”。该桥历史悠久，可
以上溯至宋代；明代诗人沈明臣曾
提到，这座瀑布桥上有桥屋十楹；
清代《四明谈助》载，桥上有“青镇
亭”；而到民国，僧人斌宗在《雪窦
游记》里明确称之为“青锁桥”，并
说“桥距寺半里，飞架崖峡，横锁山
门，桥下水声琤琮，激石而流，听之
精神为之一爽。”1966年秋，桥上之
亭曾经被毁，新亭重建于1986年。

过去，青锁桥也曾有老照片拍
到，不过拍到的是南面。“桥屋南面
是封闭的，但是根据旧志，我一直
猜它与山门相对的北面，为了观景
应当是敞开的。这张新发现的照
片拍到北面，证实了这一点。”朱永
宁说。

老照片上的桥边枫树，至今亦
在，树龄已逾500年。桥亭曾经被
毁，拱券部分却未经改易。“从拱券
和枫树的相对位置看，其年代应该
长于树龄，至少在明代之前。”朱永
宁判断说。

与这几张旧影同批，还有一张
叠草垛的照片，据仇柏年等人推测，
可能是在溪口至雪窦途中所摄。

近日，由宁波老照片收藏者、研究者组成的“N维宁波”群消息不断。

之前，水银在美国盖蒂研究所官网找到几张没见过的宁波旧影，几天来，袁勇、仇柏年、朱永宁、

钱文华等几位朋友合力翻检在线资源，陆续又有新发现。一批隐藏的宁波老照片显露真容，多是见

所未见的百年旧影。

在众人联合考证下，奉化雪窦山、横溪白云寺、慈城德星桥等多张照片拍摄地得以确认。

慈城德星桥
得见真容

这些新见宁波旧影中，多张慈城
老照片也让人眼前一亮。除了之前公
布过的彭山塔，还有雍正钦褒节孝坊
这一视角也是新见，且比以前发现过
的照片更加清晰。

慈城文史专家钱文华告诉记者，
钦褒节孝坊立于清雍正九年（1731），
也称“应曰朋妻冯氏节孝坊”，今主要
构件依然存世，位于慈城骢马河边水
塔之内。

“1964年前后，因宁波胶丸厂工
作需要，在牌坊位置建设水塔。牌坊
中间的两根石柱以及节孝石匾以下部
分，包括石刻和上面的名字都保留了
下来。”钱文华说，“如果不是水塔再利
用，这座坊可能就被拆掉了。”

同批照片内还有慈城乾隆节孝
坊，也称“应宽妻冯氏节孝坊”，主人是
上述雍正节孝坊的孙媳妇，原位于雍
正坊的东面二三十米，1966年拆毁。

“这张虽不是新见，但清晰度很高，可
以说是细节毕现，放大后现看，其精美
程度，使人叹为观止。”

钱文华表示，应曰朋、应宽两位都
是慈城慈溪巷（今太阳殿路）应家的祖
先，两位牌坊的主人在光绪《慈溪县
志》中均有传。应家后裔清末民国初
年在上海做五金生意，在当地有一定
影响力。

巧合的是，就在雍正节孝坊照片
发现不久，“N维宁波”群的袁勇在苏
富比2021年拍卖的一本相册中，又一
次发现雍正坊更加清晰的照片。拍卖
资料显示，这本相册的拥有者是1872
年曾在宁波从事海关工作的英国文员
凯布尔。

这本相册中，还有一张坊与桥的
“合影”，据钱文华识别，正是慈城“城
内三桥”之一的德星桥。

骢马桥、德星桥、通济桥是慈城
内、骢马河上原有的三座高大的拱
桥。站在桥头眺望，古城景色尽在眼
底。德星桥位于骢马桥的西面，两桥
高度基本相同，上下有数十级台阶，置
栏板，南北贯通永明路。

桥的北端有明嘉靖乙巳（1545）年
建造的“世恩坊”一座，跨路而建，石雕
精美。据载，该坊乃当时的监察御史
高懋为周信芳祖上“进士周翔、周文
进、周镐立”，也是慈城现存较大又相
对完整的一座牌坊。 记者 顾嘉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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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见千丈岩飞雪亭旧影。

雪窦寺前。

远景枫树后即青锁桥。

朱永宁制作的青锁桥今
昔对比图。

雍正钦褒节孝坊。

水塔内的牌坊残件。

乾隆节孝坊。

慈城德星桥与世恩坊。

今天的世恩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