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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龙”地名，皆因山形水势
等外在轮廓或形状似龙，结合地形
地貌后缀而得名。

无人机视角俯瞰镇海九龙湖，
可见周围山势九曲起伏，九个山头
和九条山脊并列一起，犹如九条卧
龙伏地，绵亘数里，故得名九龙山。
有诗曰“九龙盘青山，松竹映碧
波”，九龙山和九龙湖之名，皆藉此
而来。

伏龙山位于慈溪市境东部，海
拔282米。据光绪《镇海县志》载：

“一名箬山，其山跨东海、西海之
门，宛若龙头龙尾之形，又若龙赴
海之状，因名伏龙山。”明洪武二十
年（1387）筑城，山旁设龙山所，以
山名之。后派生地名众多，如龙山
镇、伏龙山村、龙山所村、龙门坊、
龙头场、伏龙寺、伏龙路等。宋宝庆

《四明志》和明嘉靖《浙江通志》等
对伏龙山中自然景观亦有记载，山
上自然景观有龙脊柱、千丈岩、自
满仓、海眼泉等，人文景点有伏龙
寺、莲花池、刺史桥、观蜃楼、摩崖
石刻群等。

位于鄞州区东吴镇的画龙村，
秋天拥有大片红透的水杉，阳光下
泛着星光的湖水，油画般的景色触
动了很多人，成为年轻人“逃离城
市、拥抱大自然”的目的地。画龙村
没有龙相关的传说，据说连绵山脉
起伏，流淌在山谷中的溪水，宛如
一条画出来的龙。此地原有一座
庙，叫做画龙庙。村子建在画龙庙、
画龙溪边，所以称为画龙村。当地不
远就是太白湖，附近有一片水杉林，
夏天的时候郁郁葱葱，冬季满目红
色，可以很好地欣赏湖上水杉林。

很多风景与“龙”有缘1

宁波“龙”地名，你知道几个？
龙年纪念币“秒光”、龙生肖黄金大卖、落叶龙装置引发关注……

作为“龙的传人”，足见中国人对龙情有独钟。农历龙年将近，《宁波晚
报》推出“甬城寻龙记”主题策划，邀您寻找宁波“龙龍龘”。

宁波濒临东海，是中华龙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大量的山水、村落、
道路等地名与“龙”密切相连。近日，记者以“龙”为关键词，在“地名一
张图”中检索，发现全城记录在档的龙名称达2000余条，包括景区、
道路、山水、企业等。

经过梳理，“龙”地名的成因多种多样，主要以自然山水形似、神
话传说而得名，但是景随时迁，很多地方的风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
不管如何变迁，地名都蕴含了人们对这片土地的美好祝愿和期盼。

“龙地名”的相关区域常常形
成“龙文化”。走进海曙区龙观乡，
龙谷坑、五龙潭、蟠龙山、龙王溪
……与龙有关的地名比比皆是，从
乡政府所在地龙兴路出发，沿着龙
溪村、龙峰村，路上很多公园、厂区
大门雕刻巨龙腾飞的形象。

龙观乡最有名的景区之一，当
属五龙潭。“天井山高不可攀，龙藏
五窟绝人寰；鹿亭樊榭无多路，定
有仙人此往还。”清代文人万斯同
如此赞美五龙潭。景区是以溪流飞
瀑、怪石险峰为特色的省级风景名
胜区。每年农历二月二，五龙潭举
行祭龙祈雨民俗，仪式隆重，很多
海外华人华侨也不远万里虔诚而
来。景区内遗留下祭坛、五龙神堂、

关龙庙、摩崖石刻等古迹和众多的
民间传说。

云龙镇以“云龙碶”得名。据
历史记载，北宋熙宁(1068～1077)
年间，奉化江潮水内涌，建造五洞
石契闸以御潮，大潮汛期，潮水撞
石，向上飞溅似云雾、似龙腾，故
名“云龙”。云龙镇的“龙文化”可
追溯到两千多年前，1976年该镇
出土“羽人竞渡纹铜钺”。文物上
方刻有两条龙，一排人戴着羽毛
头冠，双手持桨划船。作为民族图
腾的龙文化，在今天仍有强大凝
聚力，“龙舟竞渡”也已成为云龙
乃至全国都有影响力的民俗活
动。2014年，云龙镇被授予“中国
龙舟之乡”称号。

龙地名中的“龙文化”2

龙文化的传承与弘扬，更多借
助民间传说，一旦龙字出现在地名
中，其丰厚的文化内涵就得以固
化。

作为中国神话中的“顶流”，
龙具有兴云雨、利万物的特异功
能，催生了许多“求水”文化。宁海
深甽镇龙宫村，相传是蛟龙藏卧
之地。村西有个石窦潭，此潭处在
悬崖峭壁之下，潭深无底，碧水辉
映，常年不涸，犹如水晶宫。神幽
莫测带来了神奇的传说：蛟龙就
藏在这幽深的岩洞里，还不时地
在水潭里翻腾着，腾云驾雾，及时

行雨消旱。因而，龙宫村人把龙作
为村名来纪念，象征兴旺发达的
福祉。

宁波市民政局区划地名处相
关负责人介绍，龙在宁波地名中频
繁出现，或与龙的传说有关，或与
当地的地理特征、历史事件相联
系，可见宁波人对龙有一种超乎
寻常的敬畏、崇拜之心。将这种感
情赋予身边的山水万物，并以地
名形式固定，成为独特的文化符
号，构成地名文化中千年不变的
民族精神。

记者 林微微 通讯员 周益平

传说中的龙，因美好祈求得名3

伏龙山、九龙湖、五龙潭
云龙镇、龙观乡、画龙村……

伏龙山。

▲龙观乡。

▲
龙宫村。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