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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坝——
浙东运河上的

宁波门户（下）□胡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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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大西坝能“兼通船
楫”，宁波官民共同采取了拔
船过坝、迎送官员及建桥造亭
等补救措施。

拔船过坝大约经历了三
个阶段。西渡堰时，是人畜协
力拔船过坝。据《四明志》记
载：官府以每月每人二贯文钱
雇佣18人、每牛及草料一贯
文钱配备8头牛、三贯文钱准
备索缆等用于拔船过堰。到了
宝庆三年（1227），因管理不
善，人散牛亡，使拔船过堰甚
为艰难，后经知府胡榘过问，
又恢复正常。

大西坝时，是人力借助机
械拔船。在建坝时，于内外两
面对称地各砌一条从坝底到
坝顶一船宽的斜坡，在上坡的
一面放上若干圆木棍、坝顶设
置两个大转盘。在拔船时，索
缆的一头套住待过坝船的船
尾，另一头缠绕在转盘上，雇
员分站转盘四周。待拔船号子
一响，雇员挨磨似地推动转
盘，缩紧索缆，牵船移上圆木
棍，借助圆木棍减少摩擦力，
将拔船到坝顶。当船身一半过
坝，就会顺着另一面的斜坡滑
下水面，这就完成了拔船过坝
的全程作业。为便于拔船过
坝，在坝上建有坝房，为管坝
人员的办公室、拔船雇员的休
息室及工机具等物品的仓库
间。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上世
纪）60年代，人民政府在大西
坝安装了电动升船机，采用

“高低轮惯性”让船过坝。这种
电动升船机，每次可让一艘30
吨位或两艘 10 吨位的船过
坝，大大提高了过坝效率。

迎送官员实施了三个步
骤。在大西坝东侧的姚江边，
建了一座3米高的炮楼。楼顶
有人守望，楼内装有礼炮。当
发现有官船来往，立即鸣放礼
炮。隆隆炮声既迎送官员，又
通知大、小西坝做好官员迎送
和官船过坝的准备。从楼中刻
有“明州锁钥”来判断，该楼至
迟建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
之前，因为在该年朱元璋改

“明州”为“宁波”，从此“明州”
之名再未使用过。炮楼于
1951年拆除。在炮楼南约30
米的地方建有一座官厅，当官
船要过大西坝时，就请官员上
岸至官厅歇脚品茶；待船过坝
后，再请官员回船继续航行。

在宁波城西门口建有一座接
官亭，当官船到达西门船埠头
上岸时，即由接官亭派人出车
马接官员入城。

至于建桥造亭，就是在上
文提到过的七座石拱桥和将
于下文说到的四座凉亭。

可能因补救措施的得力，
过大西坝的船只如《四明续
志》所记：“舳舻相衔，上下堰
无虚日。”其中，留下了陆游、
崔溥、张苍水、黄宗羲、陈汉章
等人物的过坝身影。

大诗人陆游曾从绍兴经
大西坝到宁波月湖，探望曾提
携过他的原丞相史浩。探望时
间 当 在 南 宋 淳 熙 十 五 年
（1188）七 月 到 绍 熙 五 年
（1194）之间。因为只有这段时
间，这两位离乡任职的大忙
人，才分别罢官蛰居绍兴老家
和致士定居宁波月湖，有了在
月湖相见的时空。

古代朝鲜官员崔溥在明
弘治元年（1488）因故从海上
漂至中国台州，后乘船过大西
坝，经浙东运河、京杭运河、鸭
绿江返回故国。他将沿途见闻
写成《漂海录》，其中写到大
西坝是：“坝之两岸筑堤，以石
断流为堰，使之与外江不得相
通，两旁设机械，以竹绹为缆，
挽舟而过。”

抗清英雄张苍水于清康
熙三年（1664）被捕解送杭州。
在过大西坝时，突然有一和尚
掷瓦于舟，又疾行而去。瓦外
裹一纸，纸上有字云：“此行莫
作黄冠想，静听先生正气歌。”
早已视死如归的张苍水看后
笑曰：“此王炎之后身也。”此
事以“西渡僧掷诗瓦”流传至
今。

大学者黄宗羲曾从家乡
余姚过大西坝到宁波白云山
庄的证人书院讲学。黄宗羲在
清康熙六年（1667）五月和七
年（1668）三月两次到证人书
院讲学，途径大西坝可能不止
一次。

我太外公、国学大师陈汉
章老先生，于清光绪十二年
（1886）从家乡象山赴杭州师
从俞樾时，走的也是过大西坝
的浙东运河。在过坝那天，刚
好“大雪初霁，群山皆皓”，又
起东风，船速快疾。他心情舒
畅，吟诗云：“东风齐着力，飞
雪满群山；流水杳无际，行人
何日还。”

大西坝村位于大西坝东侧
的姚江边，因坝得名。

大西坝村“村民主姓楼，宋
时从奉化迁来”，楼氏是大西坝
村记有明确迁居时间的最早姓
氏。该村在上个世纪已形成楼、
金、周三大姓，到本世纪初有住
民 282 户 844 人和耕田 585
亩，主产稻谷和蔺草。

楼氏在“宋时”迁居大西坝
村的具体时间存有建坝前、后
的两种可能。如果迁居在建坝
前，那么楼氏是大西坝村的首
批村民。但是，在建坝前，大西
坝村这块地方还是咸潮浸蚀的
芦荡荒涂，迁居的可能性很小。
相比之下，在建坝后迁居的可
能性会大一些。因为建坝后这
块地方实现了阻咸蓄淡，其人
居环境有了较大改进。如果真
是这样的话，那么大西坝村的
首批村民很可能是大西坝的雇
佣人员及其他们的家属。他们
因职业需要而率先迁居到这块
处女地上，在业余时间与家属
们一起，割芦苇盖草舍，垦荒涂
种庄稼，撑船运输，撒网捕鱼，
辛勤改善生活、生产和生存环
境，从而迎来了第一批移民楼
氏。楼氏在大西坝村定居后繁
衍成族，遂成主姓。

大西坝村这块地方虽然在
宋朝已有人居，但发展较为缓
慢。在《鄞县志·政区·行政区
划》中，到清乾隆年间（1736—
1795）才出现地域名“西坝”，时
属鄞县清道乡横山里四十九都
二图；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
才出现“大西坝村落（居 民
点）”，时属鄞县高桥乡；在
《1990年底鄞县区、乡镇、村一
览表》中，发现大西坝村成为高
桥乡的一个行政村，但其属下
仅一个大西坝自然村。2016年
10月，大西坝村随所属的高桥
镇由鄞州区划为海曙区。

起自高桥的大西坝河及其
东岸的大西坝古道，直穿大西
坝村到达姚江边的西渡口止，
全程2.5公里。过去，在村内的
该古道上，共建有四座亭子。从
现存的上凉亭、下凉亭和渡亭
来看，它们的建筑都相当普通。
上亭和下亭均为抬梁式的清朝

建筑，石柱木梁，面宽三间，长
方形状。渡亭大约初建于宋，原
亭早毁，现为重建的砖混结构
四方亭。然而，从这些普通亭子
上，至少有两点体现出过去“大
西坝百姓以坝为业”的职业特
点。从建亭数量来看，在一里稍
长点的村内沿河古道上，连续
建有四座亭子，这在其它古村
是很少见的，如果不为大西坝，
是不会建这么多亭子的。从建
亭位置来看，上凉亭是建在传
说中的最早坝址旁，下凉亭是
建在移建后的坝址旁，渡亭是
建在姚江边的渡口旁，这更说
明了建这么多亭，是专给等候
船只过坝、摆渡过江的旅客提
供挡雨、遮阳、歇脚的方便。难
怪上凉亭和下凉亭都成了区级
文物保护点。

由这四亭想起，据船只排
队过坝、拔船雇员昼夜作业、陈
汉章老先生夜宿大西坝等记
载，我们后人可以设想，当年大
西坝村可能还会有饭庄、客栈、
茶室和多种商铺、摊贩等；大西
坝和大西坝村是如何的繁忙和
繁荣。

以坝为业的大西坝村百
姓，也注意村里的文化氛围。在
明清时期，村内建有三圣殿、雷
公殿和普渡庵。三圣殿塑造和
供奉着药王菩萨及左右两位肩
背药箱和手採药草的童子。雷
公殿祀雷公雷婆神像，每逢农
历初一月半，有不少善男信女
前来烧香。普渡庵占地约400
平方米，在大雄宝殿祀释迦牟
尼、阿弥陀佛和药师佛，每天的
晨鼓暮钟，环绕在村内上空。在
清代，大西坝村办有义庄义塾，
为村内贫困人家解除生活和求
学的后顾之忧。该义塾在光绪
三十三年（1907）改建为蓝渡初
级小学堂，这所初小直到1990
年还在发挥它的义务教育职
责。

现在的大西坝村为原有的
瓦房和新建的楼屋所组成。在
原有瓦房中，还有楼氏大宅院、
周家里（礼）五房宅院、长弄堂
民房等规模较大的民国建筑，
均成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
录点。

四、村因坝而得名

三、船从坝顶拔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