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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年前，我还是一个刚
考进初中的少年，浙东区党委
成立大会在我家“宓大昌”老
屋里召开，我才有幸目睹了当
时的盛大场面。开会前，“三
五支队”打散了盘踞在“宓大
昌”老屋里铁心反共的顽军国
民兵团杨峰部队，从此“三五
支队”在转战三北中，常来老
屋驻留。1942年7月的宓家埭
有点不同寻常。战士们拿起扫
帚，把上街下街的牛粪扫得一
干二净。驻地周围放出了比往
常多一倍的步哨。老屋大明堂
里，我们幼时踢足球的地方，
驻扎着配有轻重武器的部队，
队列整齐，时刻待命。这分明
是有大活动。当时谭启龙、何
克希两位首长分别住在老屋前
进厅堂两侧的耳房内。可能出
于保密的需要，他们打扮成富
商模样，头戴大礼帽，身穿绸
衫裤，胸前还挂着带金链条的
怀表。会议的进行是极其秘密
的，有个叫蔡教官的（其后才
知 道 他 是 三 支 队 政 委 蔡 群
帆），和颜悦色地关照我们几
个孩子不要大声喧哗、到处乱
跑。可是到了他们在廊檐下分
组传达讨论时，我还是好奇地
去偷看。有一天，部队集合在
明堂里上课，前进边门两扇乌
黑的门板被卸了下来当做黑
板，讲课人边讲边在门板上写
写画画。走近一看，板上依稀
可辨有杭州湾的地名，孔丘、
鲁迅、希特勒、斯大林等人
名。指战员们每人都有一支

“大孚”牌钢笔，边听边记。
这使我既羡慕又肃然起敬，因
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不久前
还是目不识丁的种田人和放牛
娃。

当我第一次读到关于“宓
大昌”会议的这些细节，非常
兴奋。时间的尘埃遮不住这段
历史。这是大屋主人家孩子的

“目击记”，他叫宓洽群。宓洽
群出生于 1930年，当时还是
位十二三岁的少年。他后来考
入上海交通大学电信管理系，
大学期间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参
加抗美援朝。这篇《浙东区党
委成立目击记》是宓洽群先生
古稀之年写的，曾收在家乡出
版的《古镇鸣鹤》一书。

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和毛
泽东同志对于新四军在华中作
战的战略部署，做了新的安
排。

历史给浙东带来了新的机
遇。

宓大昌大屋里陈列有毛泽
东亲自起草的两封电报的复印
件，上有“复自中央档案馆”
字样。

1941年 2月 1日，毛泽东
电令新四军和华中局，应着重
三个基本战略地区，即鄂豫陕
边地区、江南根椐地（包括苏
南、皖南、浙东及闽浙赣边）
和苏鲁战区。并明确指出，

“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
角地区，我们力量素来薄弱，
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
地”，毛泽东还指出了具体工

作路径，“经过上海党在该地
区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
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

1941 年 4 月 30 日，毛泽
东根据日军侵占浙闽沿海地区
后的新形势，再次电示华中局
增派干部，开展浙闽沿海游击
战争，“有单独成立战略单位
之必要”，还特别加了一句：

“此区大有发展前途。”
毛泽东决定在浙东投下这

颗具有战略意义的棋子，并预
见了它的发展前景。

党中央、毛主席是将浙东
置于新四军在华中作战的大棋
局考虑的，明确指出须单独成
立战略单位，成为新四军新的
战略支点，并指明了操作路
径。

随即，华中局和江南区党
委作出决定，中共浦东工委组
织力量向浙东敌后挺进，浦东
武装900余人分七批南渡杭州
湾抵达浙东三北地区，成为创
建浙东根据地的抗日力量的基
础。

毛泽东的两封电报，让浙
东三北宓家埭，这个带着滩涂
海泥味道的地名，写进了抗日
根据地的历史。

1992 年夏，中共浙东区
党委成立 50周年。依然是那
样的夏日，三北大地，炎热多
雨。

6月20日，79岁的谭启龙
同志，回到了宓家埭这座叫

“宓大昌”的旧式大房子里。
中共浙江省委党史委员会和中
共宁波市委，在慈溪、余姚两
地召开大会，隆重纪念浙东区
党委成立暨浙东抗日根据地创
建 50周年。伫立宓大昌明堂
前，谭启龙双目湿润，激动不
已。

“皖南事变发生，我正在
上海治病，在医院里挂号的时
候，碰到皖南突围出来的饶漱
石，后来又见到了曾山、陈丕
显同志。1941 年 4 月 30 日，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
英打电报给刘少奇和陈毅同
志，指示华中局增派干部，开
辟浙闽沿海游击战争。刘少奇
和陈毅同志决定开辟浙东工作
暂归江南区党委书记谭震林同
志负责，叫我到上海组织闽浙
皖赣四省联络站，要浦东工委
组织力量向浙东敌后挺进。
1942年 5月 31日，华中局又
电令我立即去浙东主持工作。
我到苏南找到了谭震林同志。
谭震林同志和我谈论发展敌后
根据地的方针，争取有利时
机，扩大与发展武装，创建敌

后根据地。我于是到浦东和连
柏生、张席珍同志带了一个小
连，乘张大鹏同志的船南渡，
在古窑浦登陆。”谭启龙站在
宓大昌老屋，向陪同的省、
市、县的同志们讲述。半个世
纪过去了，留在记忆深处的历
史细节仍清晰如昨。

“因为浙江省委书记刘英
同志被捕英勇牺牲，浙江地方
党组织遭到破坏，刘英同志的
爱人，从浙南冒险到了上海找
党组织。”谭启龙无限感慨，
对着时任浙江省委常委、省纪
委书记刘锡荣说，“当时你还
没有出生，你妈妈怀着你到了
上海。50年了……”

从那时起，宓家埭这个地
名，和浙东抗日的历史联系了
起来。

一座被叫做“宓大昌”的
老屋，与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联系了起来。

1942 年 7 月 18 日。浙东
敌后第一次干部扩大会议在慈
北宓大昌召开。刚来浙东的干
部和在浙东工作的地方干部、
军队干部参加了会议。谭启龙
在会上作了《目前国内外形势
与我党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
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报告。
那时谭启龙到浙东虽只有个把
月时间，经过深入细致的调
查研究，他对浙东的情况却
已经相当熟悉。一个月来，
几乎每天晚上都要行军，移
动驻地。在敌人后方打游
击，要避开敌强我弱的劣
势，求得部队的生存和发
展，不得不天天移动。正是
这样，他利用天天行动的机
会，一面熟悉三北的地形，一
面观察了解部队的情况；白天
则抓紧时间与部队和地方党组
织的干部谈话，很快弄清了各
部队党组织的现状，并与地方
党的负责同志接上了关系。

谭启龙报告的全文，我们
可以在《浙江革命历史档案选
编》中找到。谭启龙先分析了
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三个有
利条件。第一，有党中央、毛
主席和华中局的正确领导，以
及一师粟裕同志的指导，为做
好工作提供了可靠保证。第
二，浙东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
传统。第三，地方各级党的组
织，具有很强的战斗性。浦东
部队进入浙江一年来，在党的
领导下，进行了民族教育、阶
级教育，纪律严明，敢于打击
日军，赢得了人民群众及各界
人士的一致称赞，得到了他们
的大力支持。同时，谭启龙也

向大家坦言，我们将面临许多困
难。浙江是国民党的“模范
省”，浙江奉化是蒋介石的老
家，这里各种反动势力非常强
大，聚集了许多国民党的正规部
队，控制了姚江以南的大片地
区。在三北地区，日军建立了许
多据点，还有一些国民党的杂牌
部队，我军回旋余地较小。而我
们部队数量有限，根据当时向新
四军上报的数字，除地方行政人
员外共有 1261人，轻重机枪 34
挺，长短枪654支。况且，我们
这支部队只有少数是我党自己创
建发展起来的，大多数是由伪军
和国民党军队争取改编过来的。
虽然经过我党派出的干部较长时
间的整顿改造，但军政素质还有
待进一步提高。谭启龙反复告诫
大家，“同志们要做艰苦细致的
思想政治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
准备，在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

多年后忆及这次干部会，谭
启龙依然非常感慨。他说，自
1928年参加革命工作以来，我
先后做过少先队、青年团、地方
党政军的领导工作，大部分时间
是协助主要领导工作。独当一面
主持一个地方全面工作还是第一
次，所以我特别注意学习其他地
区的工作方法，如与浙东地区情
况相近的苏中、华北等地的工作
经验，反复领会党中央的方针政
策，防止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极

“左”错误的发生。高举团结抗
日的旗帜，不能过早暴露我党的
名称。政权建设方面，不要过早
废除保甲长制度。“今天看来，
我当时所做的报告与一年半以后
由我代表浙东区党委所做的施政
纲领是相当一致的。”大家通过
学习讨论，对党中央和华中局有
关浙东的战略决策，有了较好的
领会，明确了浙东抗日根据地发
展的目标和方向。

关于宓大昌，百度的文字简
明扼要：宓大昌，原是清代中叶
在杭州经营烟叶的宓彰孝造的大
屋。为砖木结构两层楼房，抬梁
雀替，腰墙花窗，院落园园相
连，进进相通，是一座具有江南
独特风韵的口字型四合院。这座
江南院落，见证了中共浙东区党
委的成立，并一度成为浙东抗日
根据地的指挥中心。1986年被
列为慈溪县文物保护单位，2005
年被列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2006年作为“浙东抗日根据地
旧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四明
山抗日根据地旧址一起，被列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看来，宓洽群是烟草商宓彰
孝的后人。宓洽群先生年届古稀
时说自己“并非劳动家庭出

身”，但并不妨碍他亲近革命队
伍，向往进步，并成长为革命队
伍的一员。他在《浙东区党委成
立目击记》中写道：

那年头在三北，什么挺进
队，税警队，忠义救国军，无不
糟蹋百姓。惟有三五支队对乡亲
秋毫无犯。部队后来还接济办
学，使我们这些战乱中的孩子在
沈师桥念完初中。驻我家老屋的
部队每次开拔前，必定上好门
板，挑满水缸；转移时，粮食自
己背，辎重自己扛，从不拉民
伕。有个侦察员，至今不知他的
名字，为了处决一名敌特，借了
我家一只能挡风的马灯，用完后
当晚送还。这个侦察员后来到敌
堡去摸伪军岗哨，不幸被日寇杀
害，这只马灯也就成了烈士留给
我家的永久的纪念。

浙东纵队杀敌英勇，锄奸
果断，却是一支很有人情味的
部队。区党委成立的那几天
里，会余饭后是欢言笑语歌声
一片：“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
去……”“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
……”我在家养病半个月，听会
的歌有二十几首。其中有一支记
述新四军先遣人员从苏南、浦
东南渡三北开辟浙东根据地的
进 行 曲 ：“ 星 光 照 耀 着 杭 州
湾，月色弥漫四明山，我们勇
作革命铁流，英雄冲过敌人碉堡
下面……”

也许，正是 1942年夏天宓
大昌老屋发生的一切，让宓家少
年开始萌生了投身革命的志向。
宓洽群说，他大学三年级实习的
时候，在上海到南京的京沪线上
当车长，有一天中间休息时看报
纸，得知抗美援朝开始了。打仗
了！我立刻回到上海的学校里，
学校非常热闹，“雄赳赳气昂
昂，跨过鸭绿江……”我要参
军！虽然我当时还不是共产党
员，但我是团支部书记啊，我不
参加，谁参加？当然也有点害
怕，被打死了怎么办？后来到了
部队，才知道毛岸英在我们参军
的时候已经牺牲了，一想到领导
人都这样子啊，我就不害怕了！

从参加学生运动到走向战
场，青年宓洽群一步步走上了为
国家独立、民族自强奋斗的道
路。

1942 年那个夏天，对于一
个少年，或许是埋下了一颗革命
的种子；对于浙东敌后抗日根据
地，更有着里程碑的意义。

浙东区党委是 1942年 7月 8
日组成的，华中局任命谭启龙为
区党委书记，“负政治上的责
任”，何克希任区党委军事部
长，“指挥浙江敌后党的武装”。

7月28日，陈毅、曾山致电粟裕
和谭启龙，决定区党委暂以谭启
龙、何克希、杨思一、顾德欢四
人组成，谭启龙任书记。12月2
日经中央批准，华中局调整了区
党委成员，区党委由谭启龙、何
克希、张文碧三人组成，谭任书
记。1943年 9月 30日，根据工
作需要，报请华中局同意，增补
杨思一为区党委委员。此前，浙
东部队和地方的党组织没有隶属
关系，只是一种横的联系。浙东
区党委的建立，浙东开始有了一
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浙东”，在
当时是一个扩大了的地理概念，
包括三北、四明、三东（镇海、
奉化、鄞县三县的东部）、会稽
以及浦东等广大地区。为加强党
的统一领导，区党委对这些地方
的党组织作了调整，分别建立了
四个地区级的工委，即三北工
委、四明工委、三东工委、会稽
工委，还继续领导浦东特委，不
久各工（特）委改成地委。

浙东地区抗日的武装力量，
当时也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
指挥部。浙东区党委开始时对外
不公开，对外活动都用部队的名
义。这就迫切需要在三北地区建
立一个统一的指挥机构，以便对
我党控制的部队实行指挥。关于
指挥机构的名称，根据华中局和
新四军军部提出的“尽量做到灰
色隐蔽，不要过早暴露目标，
以免引起日、伪、顽军注意”
的指示，主张使用“国民党第
三战区淞沪游击队”的招牌，
称“三北游击司令部”。关于三
北游击司令部司令的人选，一
开始区党委想把国民党在三北
地区的势力包括进去，把国民
兵团等杂七杂八武装统一起
来，包括淞沪游击队第一支队
顾小汀部等。根据华中局对顾
小汀“宜以高位大名争取之”
的指示，想让顾小汀出面当司
令，这样有利于我们打开三
北、浙东的局面。但顾小汀考
虑到自己力量不大，只占据游
源一带，怕被我们吃掉，不肯
干，他对连柏生说，我当司令是
个空架子，共产党厉害得很，把
我的部队吃掉了，我就成了光杆
司令。于是，浙东区党委决定，
我们自己干。八月，第三战区淞
沪游击队三北游击司令部在慈北
鸣鹤金仙寺成立，何克希化名何
静任司令员，谭启龙化名胡志萍
任政委 （对外仍称连柏生的秘
书），连柏生任副司令员，刘亨
云化名刘云任参谋长，张文碧任
政治部主任。司令部成立后，统
一整编了浙东地区的主力部队。
在会稽地区活动的南进支队改编

为三支队，支队长林达，政委
蔡群帆；淞沪游击队第三纵队
的大部改编为四支队，支队长
吴建功，政委吕炳奎；淞沪五
支队一大队改编为五支队，支
队长连柏生兼任，参谋长张席
珍；还有司令部特务大队、警
卫中队和海防中队，并在慈北
组建了教导队。整编后的主力
部队全体指战员及工作人员共
1510人，拥有轻重机枪 36挺，
长短枪878支。新组成的这支部
队，是开创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基
本武装力量。

时隔 50年看浙东区党委成
立的意义，时任浙东区党委委
员、三北游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
的张文碧同志讲过一段很精辟的
话。他说，浙东是三种重要力量
的结合，第一是浦东南进浙东的
武装部队，这是一支党领导的好
部队，政治素质好，经过长期灰
色隐蔽的锻炼和考验；第二是宁
绍地方党的雄厚基础，七七抗战
以后组织了很多的“政工队”，
还有武装力量；第三就是华中局
和新四军军部多次派来的一批批
军政干部。“浙东区党委成立以
后，这三者在谭启龙同志为核心
的浙东区党委领导下，亲密地团
结成为一个拳头。”

从浦东武装南渡，到浙东区
党委和三北游击司令部成立，可
以说是浙东抗日根据地建设的一
个里程碑。从此，这个被毛泽东
称为“沪杭甬三角地区”的抗日
大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
段。

1992 年的夏日，听说“三
五支队”老同志重返三北，慈北
许多老区群众纷纷前来探望。

6月20日晨，当地农民朱先
文戴了一顶草帽从小眠岙步行到
宓家埭，想看一看谭政委。“谭
政委快 80了吧，那时他住在我
家还不满三十岁，我还只有十五
六岁呢！”是的，当年谭启龙踏
上三北这块土地的时候，只有
29岁。50年过去了，79岁的谭
政委在宓大昌那块铭刻着“中共
浙东区党委旧址”的石碑前见到
老朱，认出了这位 50年前的少
年，“你爸爸叫朱金法是不？他
还健在吗？”两双手紧紧地握在
一起，两人的眼睛里都含着泪
光。

6月21日谭启龙等老同志到
了余姚，谭启龙夫人严永洁专程
来到四明山南山乡裘岙村，当年
裘家的大妈顾不上自己还在哺乳
期的孩子，把谭政委的孩子当做
亲生孩子来哺养。半个世纪过去
了，老奶妈去世很多年了，奶妈
的儿子裘明星也做了爷爷，严老
带了当年由裘明星的妈妈养育的
孩子，赶到了裘岙村。严老拉着
裘明星的手，激动地对自己年近
50岁的孩子说：

“明星就是你的哥哥，你是
喝了四明山母亲的奶长大的，你
不能忘本啊！”

1992 年的这个夏日里，谭
启龙说得最多的话是：

“感谢老区人民！老区人民
用鲜血和生命养育了我们，养育
了革命！”

宓大昌：浙东区党委成立
方向明

《坎墩由来》一文写道：
“ 因 卦 坐 于 坎 位 ， 而 名 坎
塘。……明嘉靖间，倭寇猖
獗，人们利用坎塘南侧原墩
基，大量挑动土方，成规模扩
基垒高，在上面建起祀妈祖的
娘娘殿与一座举狼烟报警的烟
墩（又称烽火台）。……十里
横塘的集居之民，就取坎墩之

‘坎’字与高墩之‘墩’字，
作为自己家乡的名字。”问作
者和参与讨论的人出典，说无
史料依据，揣测而来。

经考证，认为值得商榷。
历史沿革

坎墩位于二塘东端，介于
潮塘与三塘中间。道光《浒山
志》称“坎镇”。故二塘在此
段称“坎塘”。二塘何时修
筑，史料无明确记载。民国
《余姚六仓志》载，查无考稽。

近日，在光绪二十二年
《朴树下孙氏宗谱·坎六公
传》看到一段话：“公讳玲，
字瑞图，学名珍符，号坎六。
公以坎六为号，殆志其生长之
地乎！不然，何居于坎墩之六
灶，而适以坎六为号也！夫坎
者，卦也，以坎而为水，水必
由海以为归。兹坎墩之地，其
始本海也，继而为涨涂，迄今
村烟户灶，纷纷然不可胜数。
刚原知坎六公者亦世居于兹
矣。”“坎”字终于有据可证。

坎墩发轫以来至 1954 年
10月，属余姚县辖区，先后
属梅川乡、梅川一都。梅川乡
地域面积很大。东界上林乡的
游源、罗家岙、赵家、涂山
头、石人里、宋家漕、高家等
自然村，南至现横河境内沙河
头牛头山山脊，西至眉山（鸣
山）大路一线与龙泉、云柯两
乡交界，北到海。包括今胜
山、白沙、横河、浒山、坎
墩、崇寿、宗汉诸乡全境或部
分境域。

据 《慈 溪 县 历 代 海 塘
图》：周塘东端在今浒山石桥
头西，潮塘东端在坎东一灶，
坎塘东端在坎东六灶，再东就
是杭州湾喇叭口，或称东海。
属余姚县大东北位置，自筑潮
塘直至修筑三塘，贯穿300余
年。期间，坎墩已有大批居民
集聚，坎塘围筑后，塘内农
耕，故除灶区名称外，应有其
他地名。行政村早有保德村，
集镇称坎镇。

宣统元年 （1909 年） 余
姚县首次调整行政区，分属白
沙、保德、沐仁、柯东诸乡。
民国17年（1928年），废白沙
乡、保德乡、柯东乡，境域自
东而西析为屺东乡、坎东镇、
坎西镇、宗汉乡等，沐仁乡未
变；民国 29年坎东与坎西合
并，置坎墩镇。盐场属石堰场
（余姚场）埋下仓灶区，分属
礼字灶、乐字灶、岳字灶、浒
字灶。 1747 年四塘加固完
成，盐场下移至四塘下，四塘
内全部改为农耕区。

“坎”字之说
“坎”字，“夫坎者，卦

也，以坎而为水，水必由海以
为归”。其基准点在哪？《易
经·卦象》 内涵十分宽广，

“八卦”各代表自然界一定的
事物或方位，如乾为天、表示
西北向；巽为风、表示东南；
坎为水、指北等。此须确定基
准点，即立足点不同，方位就
不同。若以绍兴府为准点，坎

墩在东；以宁波为准点，坎墩
则在西北。那么，以余姚县
城、或石堰场为准点，坎墩则
在东北，应属于艮卦位，而非
坎位。然而，以梅川乡政府驻
地而言，可谓其北部，“坎”
位成立。

“墩”字之说
光绪《朴树下孙氏宗谱》

未说“墩”字，可惜。“墩”
含义丰富。民国 《余姚六仓
志》曰：“有灶余地佃与（租
给）人追价，名曰墩涂、曰仓
基、曰灰场。”坎塘之北，三
塘至四塘、四塘至五塘，均有
一条“祝墩横路”，后者今已
修筑成田间公路，沿用旧名。
本地土语称涂基 （坨） 为涂
墩。

查阅史料，均未见坎墩烟
墩或烽火墩（台）记载。《新
修余姚县县志》载：三山所，
一曰眉山隘……三山所烽堠
八：曰历山烽堠、曰眉山烽
堠、曰徐家路烽堠、曰撮屿
（俗称屺山）烽堠、曰胜山烽
堠、曰蔡山烽堠、曰吴山烽
堠、曰浒山烽堠。乾隆《绍兴
府志》 引 《俞志》：东海濒
海，浙中诸府宁绍尤为咽喉，
前代海防之师。三江所，烽堠
六：曰宋家溇、曰周家墩……
三山所辖烽堠七：曰历山、曰
眉山、曰徐家路、曰撮屿、曰
蔡山、曰吴家山、曰浒山。

上述周家墩多称周家路烽
堠，指周巷镇境内，那里还有

个周家路村。明清海防图上有明
确标注，并非指坎墩。据道光
《浒山志》载，团圈路（原典当
弄）原来亦称周家路，其南、北
均同存，而无烽堠烟墩记载。

慈溪另有几个带“墩”的地
名：老塘墩 （逍林），马墩路
（西二环北路），岗墩，烟墩村
（桥头镇）。“老塘墩”不会是说
老塘上面有一个墩的地方吧！

娘娘殿前有石墩，略高于涂
地，露出地面部分约 6 平方米
余。后在墩上建了娘娘殿，今遗
址仍在。“墩”字成立。然而说

“烟墩”却靠不住。
“坎墩”之名

“坎墩”之名何时开始使
用？查考坎塘、坎墩和坎镇等带

“坎”字的记载，综合宗谱和其
他史料，所阅览到的最早为《余
姚沙墅施氏宗谱》 光绪四年
（1824 年） 编修，称“坎村”，
或为编写宗谱时的地名；其次为
《洋 山 霍 氏 宗 谱》 道 光 七 年
（1827 年） 称“坎镇”，应为集
镇解；再次，胡杰人（1831年-
1895年）《坎镇竹枝词》：十里
横塘住万家，风犹古朴不繁华。
荒村比户如鳞接，犬吠鸡鸣旦夕
哗。又咸丰八年 （1858 年） 所
作《大水思患行》曰：“繄余坎
村隶海边，生涯大半在木棉。”
继而《粤匪入寇颠末诗以纪之》
记1861年-1862年长毛“石堰横
河次第烧，浒山坎镇祸谁招！”。

又光绪甲午年 （1894 年）
胡杏生所作《烛溪胡氏宗谱·迁

徙传》 记载三处“徙居保德
村”：“海惠公之次子公亮公徙
居保德村，十世祖鼎公之子普
隆公徙居保德村……之瑜公之
次子成忠公徙居保德村。”且与
下列地名同载一文：坎墩五
灶、坎墩周家路岳三灶、坎墩
大泥路、坎墩周家路、胜山四
塘南六灶、坎墩直塘角、坎墩
凝福庵后、坎墩拉子桥又称四
灶勒子桥、三灶、坎墩后海房黄
路福缘庵前、胜山礼五灶四塘南
……载迁徙人由七房兄弟为一世
分开始，而后三世至作该传记时
的十五世族人不同迁徙地，先后
记十三代，时间跨度大，据估算
约在三百年左右。言保德村者为
十、十一世之子，亦已经相距
八、九代。称坎墩后海房黄路福
缘庵前者为十三世之子。写作时
应均为梅川乡辖区，即保德村为
梅川一都。“坎墩”多次呈现。

早期资料无“坎”字，其先
后为海里、海边 （头）、滨海、
潮塘下等，诸如此类。如周乔龄
《楚游草》序称潘郎别名箵槎，
文中说“箵槎家海乡”。

二新潮塘，在乾隆四十六年
（1781 年） 编修的《余姚县志》
才有记载，却通篇无“坎”字：
坎墩或坎塘。偏僻的海隅，“天
高皇帝远”。道光癸未年（1823
年） 编修的《浒山志》才看到

“坎塘”“坎镇”。光绪甲午年编
修的《烛溪胡氏宗谱·迁徙传》

“坎墩”才露面。诚然，早有坎
墩之名，而后才有带“坎”的其
他名称。只是至今尚未找到而
已。

综上撰述，坎墩名称由来：
因卦象坐于梅川乡北端坎位，取

“坎”字；坎墩周家路二塘内侧
有凸起之石墩，取“墩”字，故
名“坎墩”。故二塘在坎墩段称
坎塘。坎墩东部称坎东，西部称
坎西。

说“坎墩”由来
费银海

红色之光

陈文谟
陈文谟 （1528 年 —？），

字显卿，号仰澹，宁波府慈溪
县人，民籍。明世宗嘉靖七年
戊子正月十三日生。

国子生，治《诗经》。嘉
靖二十五年丙午科浙江乡试第
十七名举人。嘉靖四十一年壬
戌科会试第一百九十一名，廷
试第三甲第一百三十名进士。
授直隶溧水知县。升刑部贵州
清吏司主事。

刘志业
刘志业 （1523 年 —？），

字可大，号平江，刘安仲子，
宁波府慈溪县人，民籍。明世
宗嘉靖二年癸未八月初七日
生。

县学生，治《诗经》。嘉
靖三十一年壬子科浙江乡试第
五十六名举人。嘉靖四十四年
乙丑科会试第一百二十二名，
廷试第二甲第三十九名进士，
观兵部政。授临清知州，升南
京刑部员外郎、郎中，漳州知
府，江西副使，听调。传附天
启 《慈溪县志》 卷八 《刘安
传》。

徐绍卿
徐绍卿 （1528 年 —？），

字靖甫，号云岳，绍兴府余姚
县龙泉乡马堰（今属慈溪市横
河镇马堰村）人，民籍。明世
宗嘉靖七年戊子十月初九日
生。

县学附学生，治 《礼记》。
嘉靖二十八年己酉科浙江乡试第
七十二名举人。嘉靖三十五年丙
辰科会试第一百三名，廷试第二
甲第三十五名进士，观礼部政。
授刑部主事。三十七年，调兵
部。明年，升员外。四十四年，
复除升郎中。明年，升福建兴化
府知府。

孙大霖
孙 大 霖 （1519 年 —1584

年），字汝济，号双湖，绍兴府
余姚县梅川乡孙家境（今属慈溪
市横河镇孙家境村）人，灶籍。
明武宗正德十四年己卯三月初四
日生，神宗万历十二年甲申卒。

县学生，治《易经》。世宗
嘉靖三十四年乙卯科浙江乡试第
十六名举人。嘉靖三十五年丙辰
科会试第二百七十四名，廷试第
三甲第二十二名进士，观大理寺
政。初授直隶保定府推官。三十
八年，升刑部主事。四十五年，
升员外郎中，钦差恤刑山东。穆
宗隆庆四年三月，罢斥为民。

冯盛宗
冯盛宗 （1541 年—？），字

时翰，宁波府慈溪县人，民籍。
明世宗嘉靖二十年辛丑七月十四
日生。

县学附学生，治 《诗经》。
穆宗隆庆元年丁卯科浙江乡试第
五十八名举人。隆庆五年辛未科
会试第一百十三名，廷试第三甲
第一百一名进士。主事。

慈溪进士录
王孙荣

地名溯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