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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大学周边
一些地名的故事
□汪盛科

（一）定海县与清泉乡

宁波大学所处的这块区域，
究竟有多少年历史可以追溯？从
地理形成的角度看，有一种说法
是，大约6000年前，甬江的出海
口便在三官堂。镇海学者桂维诚
在《甬江赋》中提到：“上溯六千
年，海水初回，至明州之东，今之
三官堂乃入海口。”庄市一带，早
在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就有人
繁衍生息、耕作生产。庄市的先
民，早在春秋时期就在甬江边生
息，以渔盐为业。自汉代筑塘围
堤，开垦种植，人踪日增。而甬江
对岸的梅墟，东汉初年就有人居
住，并逐渐形成集镇。唐朝时，现
庄市街道这个区块隶属于鄮县管
辖，时称永安乡，有出土的《会稽
郡夏氏夫人墓志铭》为证。

镇海曾以“定海”为县名达
778年。公元909年农历五月，吴
越王钱镠巡视明州，筑城于望海
镇。很快改望海镇为静海镇，并以
镇隶属明州。当年闰八月，钱镠因
望海镇地滨海口，有渔盐之利，奏

置望海县，为建县之始。不久改为
定海县。1687年（清朝康熙二十
六年），改定海县为镇海县。

现在庄市有一处小区叫“清
泉花园”，小区以“清泉”命名，有
历史依据。宋代的基层建制称为
乡、里。据宋朝宝庆《四明志》记
载，清泉东乡，辖上湖里、山下村、
黄泥堰村、金川村；清泉西乡，辖
光政里、梢木村、鸬鹚村、孔浦
村。万嘉桥、汉塘等村属于清泉
东乡，庄市属于清泉西乡。元代
时把清泉东乡和清泉西乡合并为
清泉乡。

明代时把清泉乡改为东管乡
和西管乡。其中东管乡辖黄泥堰
前村、慈孝村、山下村、金川村、清
水村、马阻村；西管乡辖孔浦村、
路林村等地。清代时，东管乡、西
管乡没有太大的变动。里夏、半
路张、三官堂、朱家桥、外夏等地，
属东管乡（清泉东乡）管辖，庄市
镇即为东管乡中心集镇。孔浦、
路林、常洪等归西管乡管辖。

（二）庄市与孔浦

自五代十国以来，宁波大学
所处区域一直属于定海县（今镇
海区）管辖，主体即属于如今的庄
市街道。民国和新中国时期，宁
波各县区的行政区域变动较大，
但宁波大学所在区位的隶属关系
整体比较清楚。民国时期，庄市
境域建有联甲乡和清泉乡。联甲
乡辖地有半路张、朱家桥、外夏、
里夏等地，清泉乡辖三官堂等
地。据1945年镇海县抗日民主
政府行政图，三官堂属龙泉乡辖
地，半路张为联甲乡辖地，均为庄
市区管辖。据1949年4月镇海县
政区图，三官堂、半路张均为汉塘
乡管辖。据1983年镇海县政区
图，常洪、路林、里夏均为骆驼区

庄市镇管辖。
1984年1月，江北区与郊区

合并为新江北区，镇海县路林、双
桥、联成3个行政村划归北郊乡
管辖，一年后，这3个村被定为革
命老根据地村。1985年10月，镇
海县清水浦乡里夏村划归江北
区，现属孔浦街道。

据《江北区志》所记，孔浦因
旧有孔浦塘得名。唐代以前就有
人居住，旧有孔浦桥。根据史料
记载，宋代时，孔浦一带属于定海
县（今镇海区）清泉西乡，称为清
泉西乡光政里孔浦村。明朝嘉靖
年间划归定海县西管乡，属第六
都。1984年10月，正式成立了孔
浦街道。

三官堂为原宁波师范学院校
址，亦即今天的宁波大学西校
区。三官堂的命名与道教庙宇有
关。根据镇海光绪志所画县境
图，三官堂是一个庙宇的简图，可
以推知此处至迟在晚清时仍有三
官堂庙宇存在。

1974年，经上级同意，宁波
地区师范学校在市郊三官堂设分
部，总部仍在鄞县大公。1975年
起学校一部分迁入三官堂办学。
1977年6月，学校总部迁到三官
堂，大公改为分部。1978年3月，
中文、数学、物理三系在三官堂办
学，化学系在大公。1978年6月，
改名为宁波师范专科学校，校址
为宁波三官堂。1986年4月，英
语系从大公迁到三官堂。1988
年7月，化学系从大公迁到三官
堂。不久，大公分部撤销。

据《宁波师范学院校志》所
记，“师院”所在地系解放初建立
的劳改农场一部分，后为青年中

学、市“五七干校”，此外还有部队
养马场、宁波市消防队耕地、双桥
大队耕地等，后陆续调整归宁波
师范学院所用。

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西校区
的地名被认为是“双桥”，因为前
几年的公交车站牌即为“双桥”，
旁边又曾经有过一个非常繁华的
双桥商贸街。“双桥”之名因何而
来？是原地有两座石桥而得名。
一名大双桥，在双桥村十字河口
上，南北走向的大双桥历经百年，
2004年4月被江北区文广局作为
文保点予以保护。我实地考察了
这座桥，位于医学院动物中心西
北侧，总体保存完好，但东侧桥栏
已损坏。一名甬东桥，即北桥，建
宁波大学时被拆除。

清朝蒋燿琮曾有《双桥凉月》
一诗：“散发步东阡，凉蟾白满
川。石梁横古埭，燹庙逗燐烟。
双镜卵天澈，孤星蟹火圆。蔡家
堑下路，消夏忆年年。”

近日，我通过翻检《镇海县志》《人文庄市》《宁波大
学校史》《宁波师范学院校志》等书，试图理一理宁波大
学及周边地区的沿革，并说说地名掌故。经过努力，总
算弄清楚了一些眉目。

（三）三官堂与双桥

（四）半路涨与风华路

宁波大学的校址名称，30多
年间，从半路涨改为宁镇路，又改
为风华路，也是有一番来历的。

1984年 12月 23日，宁波市
领导到包玉刚旧居所在地——庄
市附近踏勘选择校址，最后选定
位于甬江边的半路涨边为宁波大
学校址，并确定了校址范围。选
定的校址距宁波市中心9公里，
北依公路，南临甬江，地势开阔，
交通便利。

半路涨，又称半路张。据《人
文庄市》记载，传说在晚清时期，
江南霞浦有一位姓张的退休将军
到这里定居。当时镇海、宁波已
相当繁荣，他因年事已高，想挑一
个距镇海或宁波近点的地方游
走，但又不知这里距镇海、宁波，
哪个更近些。有一天，他派了两
个人，分别骑两匹马，一个往东至
镇海西城门，另一个往西至宁波

三宝桥。各自一个来回，结果两
匹马同时回到半路张。这个将军
知道这儿是地处镇海到宁波的半
路之中，自己姓张，就把这个自然
村命名为半路张。后来当地百姓
为了图个吉利，把张字改为涨字，
并在河边立一块石碑刻上“半路
涨”三个字。

宁波大学本部以北的公路，即
宁镇公路，最初是砂石路，后为沥青
公路，1994年起开始改造为一级公
路，1995年建成。那一段时期，学
校印制的信封或写为宁波市宁镇路
半路涨，或写为镇宁西路1211号。

如今，宁波大学以风华路
818号作为校址。2005年4月14
日，宁波市民政局颁布标准地名，
风华路西起常洪三角地，东至江
北与镇海界河。为何取名“风华
路”，尚不清楚，猜测一下，很可能
是取自“风华正茂”之意。

（五）汉塘村、拗猛江、鹭林与梅墟

宁大花园位于汉塘村。在宁
波大学周边，有不少以塘、漕、碶、
堰命名的地名，表明了人们对潮
汛的改造与利用，孔浦因孔浦塘
而得名，汉塘的命名也与潮汛
有关。据《人文庄市》一书所记，
早在汉朝时候，甬江江面很宽阔，
每逢潮汛，海水直逼阮家、余家等
村庄。为了防止海水造成水灾，
当地百姓合力在阮家、余家的南
面建造起一条土塘，后人称之为
汉塘。随着历史的变迁，甬江江
面变窄，从前阮家、余家南面的一
片汪洋，已变成了陆地，这条汉塘
也便失去了作用。新中国成立前
后，这条塘的塘基还有八九米，高
约两米，顶宽为六七米，中间是一
条两块石板宽的路。到1960年，
平毁了汉塘，改为了稻田和机耕
路。如今，汉塘已不可见，只留下
一个“汉塘”的村名。

拗猛江。据《宁波市志》，甬
江有弯道8处，浅滩6个，尤其以
三官堂和江对面的梅墟段弯度最

大，因此称为拗猛江。据镇海学
者桂维诚解释，拗猛江者，因江
流至此，曲折汹涌，水势急湍而
得名也。又据镇海学者唐斌源
在《拗猛江，望着你我万般惬意》
一首诗中解释，甬江的鹭林江至
大浃江曰“拗猛江”。又据县志
载：“江至此汇成拗”，“潮流甚
猛，故名”。

路林，又称鹭林，民国初曾设
鹭林乡，后并入清泉乡。桂维诚
在《甬江赋》中说：“十里膏壤，稻
花飘香，江畔苇林，白鹭翔集，故
有鹭林之谓也。”由此可以推论，
如今在宁大上空飞翔的白鹭，它
们的先辈早就生活在甬江两岸。

与宁波大学隔甬江相望的，
便是梅墟。该地始于东汉初，南
昌尉梅福，系九江寿春人，因反对
王莽擅权，弃官隐居至此地，率民
众筑塘，保禾苗灭蝗，功绩显著，
为后人敬仰，立庙祀之，并以梅姓
及当地的集墟而命名，墟是“集
市”的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