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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火会，也称水龙会、水龙
局，是现在消防队的前身。但老
底子的救火会与现在的消防队
相比较，完全是另一番情形。

镇海最早的救火会是明万
历四十八年（1620）后不久创办
的十七房水龙局。十七房就是
现在澥浦镇十七房村。

十七房水龙局的创办时间
是既早又奇。从全国范围来说，
创办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
的救火会，是属于很早的了，如
江苏高淳水龙局。宁波城内的
第一个救火会，即永安救火会，
创办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其
会址在当时的城东大道头，即现
在的江厦桥西堍附近。镇海第
二个救火会，是团桥集镇的久安
救火会，它创办于清咸丰八年
（1858）。然而，位于镇海北部海
边一隅澥浦集镇的十七房水龙
局却比它们早了两百二三十年。

奇怪的是，在这两百二三十
年不算短的时间里，宁波、镇海
竟没有创办过一个救火会；或者
创办了，竟没有一个记载下来，
似乎变成了救火会创办的空白
期。与此相反，在镇海，当第二
个救火会创办后，其辖区内的其
它地方却纷纷仿效，增办起了一
大批救火会。据不完全统计，到
新中国成立前的九十年不到的
时间里，镇海城乡先后创办了四
十多个救火会。这与此前两百
二三十年空白期的反差之大，虽
然有时代的因素，但还是让人感
到惊奇的。

我国救火组织，自古至今经
历了官办——民办——民办官
办并存——官办（公办）的转变
过程。大约从南宋初开始，军队
承担了救火职责，那时的救火组
织是属于官办的。从元朝开始，
救火职责由军队转移到了民间，
由保甲长出面动员当地合适的
士绅来组建救火组织，担任救火
指挥，这种救火组织无疑是属于
民办的。从清光绪年间（1875—
1908）开始到民国时期，救火组
织是民办和官办两种形式并存，
官办救火组织跟着民办救火会
逐步建立起来。到了新中国成
立后，救火职责落实到公安系
统，公办消防队逐步壮大，替代
了民办救火会。

所谓的民办、官办，简单地
说就是看经费的来源。经费若
直接来于民间自发的募捐集资
则为民办，若直接取于国家的税
收及政府发起的募捐集资则为
官办。宁波永安救火会是由安
徽商人和鄞邑绅士等人共同创
办；镇海十七房水龙局，是由十
七房郑氏族人郑文瑞从温州购
来救火泵，用于家乡的灭火救灾
而创办起来的。这些都是典型
的民办救火会。

浙江的官办救火组织，是在
光绪二十九年（1903）试办警察
机构时，才规定警察承担火警救
护。此规定一出，杭州、绍兴、宁
波、温州等城市先后建立了警察
消防队。其中，杭州是在光绪三
十二年（1906），将保甲总局改组
成警察总局时，在警察总局下面
设了个消防队。宁波是在民国
五年（1916），由保安警察队第三
分队专司消防职责。镇海的官
办救火组织是镇海消防局，它成
立于民国十年（1921），隶属公安
保卫团，救火队员都由拿津贴的
团丁兼任；日常经费初为“官绅
分投募捐”，次年改为“抽收三成
警捐”；从人事归属到资金来源，
都显示出官办的性质。

镇海这四十多个救火会，除
了镇海消防局的性质为官办和
城 区 另 外 创 办 于 光 绪 年 间
（1875—1908）的七个水龙局性质
不明外，其余三十几个救火会都
由民间自发捐资创办起来的。
这里说的城区，相当于现在的招
宝山街道。这里说的自发捐资，
主要有独资、合资、独资与合资
相互承接这三种形式。

独资创办的救火会有八家，
其中比较有名的是六家。这六
家是十七房水龙局和创办于光
绪八年（1882）的洪家村永安水
龙局、创办于光绪十五年（1889）
的贵驷集镇保安水龙局、创办于
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叶家村
叶氏水龙会、创办于民国八年
（1919）的庄市集镇西祠救火会、
创办于民国十九年（1930）的澥
浦集镇永安水龙局。这些救火
会的经费，分别由郑氏、洪氏、刘
氏、叶氏、庄氏、蒉氏家族独立承
担。这“六氏”都是离乡赴外经
商而富裕起来的家族，特别是郑
氏、洪氏、叶氏还是宁波帮的先
驱，商界的巨擘。这里说到的洪
家村和叶家村，分别是现在骆驼
街道尚志村和庄市街道钟包村
的自然村。

合资创办的救火会有十多
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创办于光
绪十年（1884）的庄市集镇的镇
安水龙局、创办于光绪二十二年
（1896）的徐家堰集镇的咸安水
龙会、创办于光绪三十二年
（1906）的万嘉桥集镇的万安救
火会、创办于宣统元年（1909）的
庄市集镇的至安救火会、创办于
民国早期的憩桥村的憩安救火
会及清水浦村的永安救火局
等。这些救火会都是由当地坤
商富户发起募捐和商户、居民、
村民捐钱捐物出力创办起来
的。其中，至安救火会的发起和
募捐者就是庄市名医庄可法先
生；清水浦村永安救火会的资
金，主要来于本村恒丰、三和、三

茂、阜丰四家商铺的捐款。这里
提到的徐家堰、万嘉桥是现在庄
市街道万市徐村的自然村，憩桥
是贵驷街道民联村的自然村，清
水浦村隶属蛟川街道。在民办
救火会的募捐集资中，各家各户
尽己努力，多的有上千银圆，少
的有几块、几角、几分。

由独资与合资相互承接的
救火会也有靠十家。其中，创办
于咸丰八年（1858）的团桥集镇
的久安救火会南局，先由乡坤徐
氏捐资创办，民国后又由众商铺
集资续办。创办于光绪年间
（1875—1908）的清水湖村的安靖
救火会，先由“村民张荛珍爷爷”
和“中大房张公”相继购置三套
救火设备，再由村民集资建造库
房。创办于宣统元年（1909）的
老周村的平安水龙会，其经费由
村民集资捐助，不足部分则由周
氏义庄独资垫补。创办于民国
初的下河村救火会，是在“有钱
的村人出资购买水龙”后，再由
村里组织人力承办。团桥村、清
水湖村及下河村，现在分别隶属
骆驼街道及敬德村；老周村现属
蛟川街道迎周村。

镇海是宁波帮的发源地，有
众多工商业者和工商业务，促进
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
的提高。在这些富起来的工商
业者中，不乏有好善乐施、反哺
桑梓之士。他们在家乡开展公
益事业、创办救火会中，带了头、
出了钱。

镇海的救火会，是分布在城
区、集镇、村落这三类地方。其中，
有八个救火会在城区，十五个救火
会在长石桥、骆驼桥、贵驷桥、万嘉
桥、团桥、庄市、澥浦、徐家堰、沙河
这九个集镇，其余十七八个救火会
分别在各个村落。这个分布从地
域上来看是疏密不均衡的。一个
城区和九个集镇竟有二十三个救
火会，超过了总数的一半；而还有
二百七十多个村落所有的救火会
却不足二十个，不到总数的一半。
造成这种不均衡，可能与两个因素
有关。一是与人居密集有关。在
城区和集镇，商铺、民宅鳞次栉比，
人居密集度高于分散的村落。在
那里，稍有一点火烛疏忽，便会火
烧连营。因此，居民们的防火意识
特别强烈，对创办救火会的愿望更
为迫切。事实也正是如此，民国二
十六年（1937）庄市街上的同泰当
店失火，因有救火会的及时出手，
才没有殃及附近商铺。二是与居
民结构有关。居住城区和集镇的

居民，从事工商业的较多，他们相
对见多识广一点，社会活动能力强
一点，家庭经济收入高一点，搞募
捐集资、创办救火会也容易一点，
往往有热心公益事业的绅商发起，
其他居民就会响应跟上。

镇海的救火会，也有长有
短、有分有合。庄市的镇安水龙
局，只运行二十五年，到宣统元
年（1909）就结束了，好在有至安
救火会接替。十七房水龙局经
过清朝到了民国初，还在增购新
的救火设备，此时这个水龙局已
运行了两百九十多年。 团桥久
安救火会创办后，因内部发生意
见分歧，约在光绪二十六年
（1900）拆分为南、北两局。拆分
后，南、北两局同感人力、物力分
散之苦，便有合并之意。到了民
国二十二年（1933）11月，南、北
两局又重新归并，成立了团桥消
防联合会。这个团桥消防联合
会的经费仍由民间劝募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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