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舟山：王老师袁您从事地名文化工作多年袁
舟山有哪些最能反映典型自然或人文地理特征的

地名钥
王建富：舟山的地名其实特别有意思，大概可

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种就是在全国，甚至全球有独

特地位或者有重大与影响力的地名，例如昌国、定

海、舟山等；第二种，就是反映舟山当地文脉，显示

当地人民精神意志的，往往和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有

关，例如大五奎山、小五奎山、沥港等；第三种就是

具有舟山独特地域特色的，有别于其他地方的地

名，例如卖盐岭、卖柴岭、贩鲜岭等。

对话舟山：为什么昌国尧定海尧舟山这些名称会
在全国有影响力钥 贩鲜岭又在哪里钥 能请您详细说
说这些地名的典故吗钥

王建富：舟山和定海独特而复杂的地名变迁历
史，其实和历史上的国家开发战略密切相关。舟山

古称甬东、甬句东。史书记载，舟山首次设县是在唐

开元二十六年（738）。到了北宋熙宁六年（1073），朝

廷在实施“富国强兵”战略过程中，广拓海上贸易。

时宋神宗赵顼采纳了改革家王安石之请，于舟山群

岛重设县治，并从“意其东控日本，北接登莱，南亘

瓯闽，西通吴会，实海中之巨障，足以昌壮国势焉”

的高端定位出发，取名为“昌国县”，从而带动了当

时舟山社会经济的飞速跨越，卷起了舟山发展的第

一个浪潮。然而，历史风云变幻莫测。到了明清两

代，因历史上的倭寇、海盗袭扰，朝廷数读实施海禁

政策，逼迫舟山居民大量内迁，导致当地一度荒废。

康熙二十三年（1684），重新开海展复。二十六年，康

熙皇帝以“山名为舟，则动而不静”为由，改“舟山”

为“定海山”，御题“定海山”之名，并于第二年在舟

山群岛设定海县，而改当时的宁波定海县为镇海

县。“舟山”一名产生于宋代，因“舟之所聚”而得名，

1953年，国家成立舟山专区，“舟山”一名从此作为

行政区域的专名使用。这一地名源于交通和贸易，

说明舟山的腾飞要依托大港、依托于贸易。可以看

到一个昌国，昌壮国势，宣示了对外开放的富国战

略；一个定海，海定波宁，是舟山海防前哨的权威定

义；还有一个舟山，曾经的贸易起源地将再次成为

全球贸易的关注点，所以说这三个名字和整个国家

以及国际社会的大发展密不可分。

而大小五奎山，则由乡贤在鸦片战争时期由大

小乌龟山谐音更名，鸦片战争首战在定海打响，第

二次定海战役时三总兵率将士在这里奋起杀敌、抵

御外侮，显示了舟山人民威武不能屈的英雄气概。

而沥港又被称为“平倭港”，顾名思义，和金塘人民

在此斩杀倭寇有关，至今这里还有一块保存完好的

平倭港碑记录当年的历史。贩鲜岭是在白泉的一个

地名，清·康熙《定海县志》图载：贩鲜岭位于定海县

白泉与北墠（今名北蝉）两地界山处，属竺家尖山脉

向北延伸段，临近天打岩。路径呈东西走向，东起北

墠碶头山，西连大支村。在康熙展复之后的数百年

间，贩鲜岭是“四邻八乡”往来的必经之道。贩鲜岭

东北的钓门、钓山、黄沙等村是渔区，海鲜比较多，

定海、白泉一带的鱼贩子经常要到北蝉来贩海鲜，

当时没有公路，只能翻山过岭，故此形成了其独特

且带有海洋与渔业文化属性的地名“贩鲜岭”。

地名能体现舟山自古与国家战略息息相关

挖掘海洋文化底蕴，地名也能成为舟山耀眼名片
———对话央视《中国地名大会》专家组首席专家王建富

阴记者 陈静

不久前，《中国地名大

会》第三季开播，今年的《中

国地名大会》依旧以地名知

识为载体，带领大家重新认

识地名文化，领略地名背后

的历史、生活、情感和信仰，

展示了一个回望历史、赓续

传统、思索当下、展望未来的

中国。前两季《中国地名大

会》，每季都不乏舟山要素、

定海要素，这些题的设计者，

便是担任《中国地名大会》专

家组首席专家的全国民政行

业领军人才、定海历史文化

与古城保护利用专家咨询委

员会专家王建富。

舟山的地名到底有哪些

历史典故？舟山还有哪些值

得挖掘的地名文化？地名文

化能否成为舟山全域旅游的

亮点？如何通过地名文化的

传承来提升城市美誉度和知

名度？……近日，本报记者就

这些问题专访了王建富。

对话舟山：四川的宽窄巷子尧北京的胡同文化
等都能成为当地的旅游资源袁舟山是否也可以将地
名文化转化为一种旅游资源来吸引游客钥

王建富：要将地名文化转化成旅游资源，最需
要考虑的应该是怎样保留过去独有的生活场景，以

及寄托在地名之上的传统建筑，如何在现有基础

上，通过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去修复。宽窄巷子中，其

实并不是所有的建筑都是传统建筑，但是它通过地

名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紧密结合，恢复了历史

场景，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独特的景象，能够品

味其中的文化内涵，又能亲身感受文化氛围。这种

结合是有生命力的，是能长远发展下去的。

我们的定海古城，目前从全国来看，还是具有

独特性的。我们的部分传统建筑保存还相对较好，

在古城保护开发中如何串珠成链，再演变成锦绣的

一个面，是我们当下要考虑的。另外就是生活场景

的还原，现在已经逐渐恢复中。例如我们将恢复古

城东门的砚池、墨井、奎光阁、文笔峰等建筑，希望

将来能成为展示地名文化、历史文化的一个“面”。

对话舟山：舟山正在实施野小岛你好冶和野星辰

大海冶计划袁意在培育海洋文化新标识尧提升城市文
化软实力遥 如何通过地名这一载体丰富舟山海洋文
化袁提高舟山城市美誉度和知名度钥

王建富：街巷地名更多的是对地理位置、建筑、
商号、居住人以及时代特征的刻录———比如顺裕

弄、裕大弄、恒丰弄、泉大弄、隆泰行弄等地名，展现

了著名老字号的风采；陶家弄、竺家弄、向家弄、朱

家塘弄、唐家老街等地名，留存了当地居住人的历

史印迹；解放路、人民路、聚魁弄等地名，则反映了

时代特征。要想通过地名来提高城市的知名度，我

们首先要扩大这些地名的影响力和传播广度。很多

从事地名工作的专家、学者，除了从事专业的研究

工作外，应该有责任也有义务，把地名背后的历史

文化，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告知大众，使其成为

大家耳熟能详、家喻户晓的文化。当然，我们还可以

通过《中国地名大会》这种全国知名的节目来传播

地名知识，这也是提高城市知名度的一种好方式。

地名文化的传播和推广，还可以通过一些让人

喜闻乐见的方式，例如和老百姓的衣食住行相结

合。我们有非常多的地理标志产品，岱山晒生、皋泄

杨梅、金塘李……从饮食入手，一点点去了解当地

的地名、历史。例如长涂岛上的“抗倭井”，也称“倭

井潭”，就是为了纪念戚家军剿平倭寇而立，岛上人

用“倭井潭”水做硬糕，现在已成为长涂特产扬名四

方；也可以和舟山非遗文化结合，例如通过唱蓬蓬、

翁洲走书，将地名文化融入其中，未尝不是一种新

的尝试，例如《衢山岛引路歌》，从“田涂建造关圣

殿，六条溪来阎王关”写到“小小踏床高高山，对面

就是十八湾……”全文涉及衢山岛142个地名。《岱

山引路歌》“一进（子个）蓬莱末，泥峙（呢吗）岙。新

打藤牌聚英庙，老鹰山嘴高……”《长涂地名调》“西

南庙朝南砌，拐过就是皇坟基，皇坟基真岙拐，拐过

就是郑家岙……”分别写到了岱山岛55个地名和长

涂岛13个地名，让外岛人一来岱山就能了解村村岙

岙。这种民间的地名歌谣传播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在这些基础上，我们可以利用网络媒体传播态势，

在各大资讯平台、短视频平台，形成一种强大的传

播势态，线下还可以积极探索地名文创产品研发，

充分利用地名文化资源，这对提升城市影响力和知

名度肯定是大有裨益的。

通过地名提升城市美誉度先要扩大影响力

对话舟山：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变迁袁一些能反
映舟山典型自然或人文地理特征的地名很少使用袁
有些甚至逐渐消失袁 成为一代人割舍不了的情怀遥
对于现在仍然使用的一些老地名袁我们要如何更好
地保护尧挖掘其文化内涵钥

王建富：一个地名，或承载一段古老的传说，或
铭记一段历史的变迁，或附依某种民俗与风情，无

论是哪一种，都直观反映了当地历史，极具文化价

值。续用老地名，亦是正视自身优秀的文化，从而唤

醒民族文化自觉、焕发民族文化自信的一种良好方

式。由于历史原因，贩鲜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称

为“翻兴岭”，以至于它最早的名字逐渐被淡忘。当

地近两年通过修建牌坊、石碑，还原“贩鲜”场景，让

大家更好地了解过去的生活，一代人的记忆马上就

回来了。当地还拍摄了一段关于贩鲜岭历史变迁的

视频，通过现代媒体的多种手段来传播这个地名的

历史变迁和文化故事，很好地传播了地名文化，不

失为对历史传统的良好传承方法。

对话舟山：一个小小的地名袁一下子成了当地
人联系的纽带袁对于海外华人来说袁家乡的地名更
是他们维系情感的一种方式遥 如何通过地名唤起更
多人尤其是一些海外华人对家乡的记忆和热爱钥

王建富：无论是在外地还是在海外的舟山人，

要唤醒他们的家乡情怀，我们常常是通过乡音。这

个乡音其实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故乡方言，说

话的语调、口气等；第二个是故乡地名的读音，特别

是一些老一辈的华侨，对家乡眷念也是需要通过某

些特定的地名、物品或某些文化元素来承载。如果

名称改了，再回到自己的家乡时，就有可能找不到

以前的那种味道，因为承载了这份情感的符号被更

换了。

多年来，有不少海外华人来舟山通过乡音寻

亲。我记得刚刚参加工作时，两岸通邮才起步，我就

曾经收到过不少舟山籍去台老兵的寻亲信件。他们

有一部分不识字，信件都是请人代写的，信封上的

地址都是凭往昔的读音记忆，常常出现错误，可能

完全找不到地方。我后来尝试用舟山方言翻译信封

上的地名，再与现存地名一一对照，尽力找寻正确

地址，让很多离散的亲人得以团聚。从这件事可以

看出，中国人的乡土情结是很深刻的，即使离开家

乡数十年不得回归，但故乡的地名仍然会牢牢镌刻

在他们的脑海里。因此，我常说，地名就是游子赓续

根脉最重要的线索，这也是保护、续用老地名的意

义之一。

对话舟山：舟山的很多地名都有历史典故和传
说袁这些地名文化是否值得被挖掘钥

王建富：确实有很多地名典故和传说在时间长
河中逐渐被掩盖、失传。主要是一些小地名，比如说

一个村庄里面的局部区域，小山包、小山坡、小山

谷、小溪流的名称，这些名称可能上不了地图，所以

对我们的采集工作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些地名中也

有一些反映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可能对很多外来

者来说比较陌生，但是对当地居住的人，或者祖籍

在当地的海外舟山人，是他们心中抹不去的一种记

忆。因此，保留、挖掘这些地名典故和传说，是很有

意义的一件事。

对话舟山：那我们能不能通过挖掘渔农村的这
些地名文化内涵袁来促进乡村振兴发展钥

王建富：我们说中华民族的乡愁，正是刻在一
个个生动的具有文化内涵的地名中。挖掘地名文化

既是传承乡村文化的有力之举，也是坚定中国文化

自信的重要举措。对于渔农村的地名文化，我们还

要进一步挖掘。有些渔农村的地名融于农村产业、

农民生活，所以这也是打造特色渔农村地名文化品

牌的一种新思路。例如登步，有地理标志产品登步

黄金瓜，在这里发生过登步战役，还有登步为什么

在宋代被称为“登部”，这些串联起来未尝不是一个

新的文旅结合的发展方向。

传承历史地名，讲好舟山文化故事

王建富袁舟山市地名服务中
心编审 渊正高级 冤袁毕业于杭州
大学地理学系遥 全国优秀社会
科学普及专家尧 全国民政行业
领军人才尧 舟山市资深拔尖人
才袁多年来致力于舟山地名文化
的挖掘尧整理与研究袁先后出版
叶舟山群岛地名文化坐标 曳叶舟
山群岛史话 曳 叶群岛老街巷记
忆曳叶舟山群岛新旧地名录曳叶海
上丝绸之路浙江段地名考释 曳
叶地载海山名志千岛要要要海岛鲜

为人知的那些事曳 等多部专著袁
曾获得海洋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尧
海洋工程科学技术奖二等奖袁担
任央视中文国际频道大型文化

类节目叶中国地名大会曳专家组
首席专家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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