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0 人民路民宅

项目简介：人民路 343 号民居，座落于江北区白沙街道大庆社区人民

路 343 号，是一幢民国时期典型的三合院式中西合璧建筑，座西朝东。现

存建筑由大门、两厢楼、主楼及附属用房组成。建筑占地约 409 平方米。

大门朝东，清水砖砌西式门楼。主楼为砖木结构二层楼房，硬山顶式

小青瓦压盖，面阔三开间。明间后部设楼梯。二楼廊前瓶状轩立柱与轩形

挂面上有浮雕和透雕工艺。山墙两侧饰观音兜。两侧厢楼面阔两间，二层

与主楼相连。该建筑风格集中国传统与西洋文化合为一体，具有一定的代

表性。2005 年公布为市级文保点。

保护范围：东北、东南至道路边线，西南、西北至建筑外墙。

建设控制地带：北至相邻建控范围处，东至人民路中线，南至生宝路

道路中线，西至建筑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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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人民路民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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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中马路近代建筑群-教堂用房

项目简介：白沙路 221 号教堂旧址，座落于江北区白沙街道北站社区

白沙路 221 号白沙码头部队宿舍内。由两幢中西合璧的近现代建筑组成。

两幢建筑并列排行，座西朝东，面临甬江。

两幢建筑风格、形制、布局、结构均类同。建筑面阔五间，高二层。

屋面采用四坡顶红色瓦覆盖。东、南、北三面置廊。二层正立面上有车木

瓶式栏杆及壁板，上置玻璃窗。一层为水泥地坪，栏杆采用水泥预制瓶式

栏杆，有砖柱，砖柱上分别镶有菱形，长方形等几何图案。建筑梁架为近

代三角形木屋架。建筑采用西式结构，又带有一些近代中国传统装饰图案。

是一处具有显著外来建筑的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近代优秀建筑。

2003 年公布为市级文保点。

保护范围：院落线外延 5 米处。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保护范围外延 10米处，北至道路边线，西至西侧

建筑外墙，南至南侧建筑外墙。

211



101-1中马路近代建筑群-教堂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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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中马路近代建筑群-朱宅

项目简介：中马路 496 号朱氏民居，座落于江北区中马街道外滩社区，

中马路 496 号，是一幢近代西式风格的砖木结构二层洋房，建筑占地面积

约 363 平方米，座西朝东，面临甬江，背靠中马路。平面略呈长方形，正

立面上有二户外凸的六边形封闭阳台，屋面为小青瓦四坡顶，檐下有叠涩

出檐砖，山墙为实叠清水墙，并开有多扇西式木窗。现存建筑内部已更改。

宅主朱葆三，为近代宁波帮代表人物，民国初期任上海总商会会长，

上海沪军都督府财政长官，又曾被推举为宁波旅沪同乡会会长。该建筑由

2003 年公布为市级文保点。

保护范围：北、东、南至本体线外延 5 米处，西至道路边线。

建设控制地带：北至建筑边线，东至甬江岸线，南至保护范围外延 10

米处，西至道路西侧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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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中马路近代建筑群-朱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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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中马路近代建筑群-英商洋行

项目简介：英商洋行旧址，位于宁波市江北区中马街道外滩社区，中

马路 47号。是一幢清末时期的西式建筑，面朝甬江，背靠中马路。建筑平

面呈长方形，面阔六间，高二层，上置阁楼，屋面采用小青瓦方攒式顶，

正立面上下二层各有六个拱券，内置廊，并饰有西式罗马柱，外墙为混水

墙，上有长方形几何装饰图案，梁架采用近代木构架，室内顶用石膏装饰。

该建筑于 2003 年公布为市级文保点。

保护范围：北、东、南至本体线外延 5 米处，西至道路边线。

建设控制地带：北至建筑边线，东至甬江岸线，南至保护范围外延 10

米处，西至道路西侧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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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中马路近代建筑群-英商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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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 中马路近代建筑群-浙海关住宅楼

项目简介：浙海关住宅楼位于中马路 346 号（原为 166 号），是一幢西

洋式风格的建筑，座西朝东，面临甬江，背靠中马路，面阔四间，高二层

且上置阁楼，硬山顶。屋顶阁楼东向开有两天窗；东立面上下二层各有直

立檐柱九根，内置廊。建筑外墙采用清水砖砌，红、灰、砖相拼，颇具西

洋风格。后偏房通排六间，风格相似。建筑占地约 593 平方米。2003 年公

布为市级文保点。

保护范围：本体线外延 5 米处。

建设控制地带：北至新建建筑退界线，东至岸边，南侧至建筑边线，

西侧至道路西侧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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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4中马路近代建筑群-浙海关住宅楼

218



102 生宝路近代建筑

项目简介：生宝路 20 弄 24 号民居，位于江北区白沙街道大庆社区生

宝路 20弄 24 号，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三合院式建筑。整体建筑座北朝南（略

偏西），由大门、主楼、两厢和后偏房组成。占地约 397 平方米。

大门朝南，砖砌石库门。上置巴洛克风格的山花，两侧为砖砌科林斯

列柱。主体建筑为五开间，硬山顶红色洋瓦覆盖，高二层，方形前檐柱，

雀替造型别致。东西厢房各一间，东西山墙上下开有四个券形窗，前廊两

端有券形门。该建筑格局完整，保存较好。具有一定的保护价值，2005 年

公布为市级文保点。

保护范围：东北、东南至本体线外延 5 米处，西北、西南至建筑边线。

建设控制地带：北至相邻建控范围处，东至人民路中线，南至生宝路

道路中线，西至建筑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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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生宝路近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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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板桥街建筑群

项目简介：使君街 6,14 号民宅，俗称唐家墙门、座落江北区中马街道

外滩社区人民路西侧，第三医院主楼南边的城市拆迁控制地块中，占地约

181 平方米。始建于民国初期，现存建筑主楼一幢，高二层，座西朝东、砖

木结构，屋面采用小青瓦四坡顶，屋顶上开有三个小窗，面阔五开间，有

前廊，正立面为六根砖砌方柱组成。细部饰有花草纹。该建筑 2005 年公布

为市级文保点。

保护范围：东北至本体线，西北、东南、西南往外延伸至对面建筑外

墙。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相邻建控范围处，南至建筑外墙，西北至建筑外

墙，东北至新马路边线与建筑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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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板桥街建筑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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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 新马路近代建筑群-范宅

项目简介：新马路 12号范氏民居，位于江北区白沙街道白沙社区新马

路 12号，是一幢由大门、主楼、后偏房；前后两进的石库门式近代建筑组

成。主体建筑座北朝南，大门面西，为水泥磨石子式石库门，上面有正方

形、长方形、菱形等几何装饰图案。主楼高二层，屋面采用小青瓦硬山顶

式，梁架为近代西式木构架，山墙为泥水砖墙，开有多扇西式木窗，面阔

三间，由木梯通顶。偏房高二层，也为砖石结构、硬山顶。前后两进间隔

一小弄，中间有石砖突起，上刻荷花图案。

据现场口碑调查，宅主为范逊禅，范系解放前江北外滩锦华洋行高级

职员。该建筑 2003 年被公布为市级文保点。

保护范围：东北、东南至本体线，西南至新马路边线，西北至本体外

延 5米处。

建设控制地带：东南至人民路中线，西南至新马路中线，东北、西北

至道路中线。

223



104-1新马路近代建筑群-范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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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2 新马路近代建筑群-李宅

项目简介：新马路 18号李氏民居，座落于江北区白沙街道白沙社区新

马路 18号，是一幢近现代西式砖混结构的洋房建筑，座西朝东。现存建筑

由主楼、南侧偏楼及平台组成。建筑分布面积约为 327 平方米。

大门采用西式磨石子石库门。主楼高两层，硬山顶式双“人”字型，灰色

洋瓦压顶。面阔三间一弄，弄置楼梯，前置廊柱为水泥磨石子柱。屋架为

西式近代木屋架结构，泥满顶装饰；山墙顶上有三角形几何图案和卷涡纹。

建筑四周上下并开多扇西式木窗。南侧偏楼高两层，三开间，屋顶为平台，

四周置水泥栏杆。该建筑布局中西合璧，结构完整。雕刻工艺精湛，具有

一定的建筑特色。2003 年被公布为市级文保点。

保护范围：东南，西南至相邻保护范围处，东北、西北至本体线外延 5

米处。

建设控制地带：东南至人民路中线，西南至新马路中线，东北、西北

至道路中线。

225



104-2新马路近代建筑群-李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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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 新马路近代建筑群-孙宅

项目简介：新马路 22 号孙氏民居，座落于江北区白沙街道新马路 22

号，是一幢西洋风格，传统布局的砖混结构建筑。整体院落座西朝东，由

主楼、后房、偏房和大门组成。

墙体外面为石磨子墙面，主楼外围有大条横纹装饰，正门朝南；一左

一右，拱形圆门对称。其中右边为正大门，左边为正二门。右门上有石匾，

匾下有凸起石纹雕饰。左大门上有圆盘形石雕装饰。入门后可见主楼为三

开间高三层建筑。底层中间为水磨厅堂，有木质楼梯通顶。顶部为人字硬

山顶。其余房间均为泥满顶。与主楼相连的是后房，为孙宅旧时佣人居住

场所，高二层，顶上有露天阳台。后房与主楼间一水塔（用储水）。后大门

的右侧为偏房，高二层，旧时为孙宅账房仓库。2003 年公布为市级文保点。

保护范围：东北、东南、西北至本体线外延 5 米处，西南至新马路边

线。

建设控制地带：东南至人民路中线，西南至新马路中线，东北、西北

至道路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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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新马路近代建筑群-孙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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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 德记巷建筑群-董宅 

    项目简介：大吉弄 1-2号董宅，由二幢近代民居组成，1 号主楼坐东朝

西，面阔五开间，高二层，屋面采用小青瓦硬山式，梁架为穿斗式。2 号主

楼坐北朝南，屋面也为小青瓦硬山式，梁架为穿斗式带前廊，前廊有卷蓬，

车木栏杆雕刻精美，有团寿、回纹等图案，其大门己毁。据调查，宅主姓

董是近代旅沪商人，曾投资教育事业。 

    保护范围：北至本体线，东至道路边线，南至道路中线，西至本体线

外延 5 米处。 

    建设控制地带：北至路边线，东至人民路中线，西、南至相邻建控范

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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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德记巷建筑群-董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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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 德记巷建筑群-曹宅 

    项目简介：人民路 439 号曹氏民居，座落于江北区白沙街道大庆社区

人民 439 号，建于民国时期，为砖木结构二层楼洋房，建筑占地为 568 平

方米，总体格局为中国传统三合院型，座北朝南，现存建筑由大门、主楼、

两厢楼四个单体组成。 

    大门朝南为砖雕门楼，有石雀替，上雕动物、植物及人物等图案，主

楼为硬山顶小青瓦压顶，面阔三间二弄，两侧一弄置楼梯，前设廊，二层

廊前栏杆雕刻图案精美，采用回纹、牡丹及圆寿纹等；建筑梁架为穿斗式，

外墙为清水墙，山墙处及围墙檐下均残留彩绘。该宅主体建筑及门窗等皆

保存完整，建筑具有时代风格特有特色，2005 年公布为市级文保点。 

    保护范围：北至本体线，南至相邻保护范围，东至道路边线，西至本

体线外延 5 米处。 

    建设控制地带：北至路边线，东至人民路中线，西、南至相邻建控范

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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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2德记巷建筑群-曹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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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 德记巷建筑群-方宅 

    项目简介：德记巷 19 号方氏民居，位于宁波市江北区白沙街道北站社

区德记巷，1935 年左右由当地方某人建造，方某为甬籍商人，主要以卖麻

油为生。整体建筑座北朝南，占地面积约为 1265平方米。由二个石库门建

筑院落组成，现存的东院落由一座大门、两个厢房组成；西院落由大门、

左右厢房、主楼和一偏房共五个单体组成。 

    两个石库门类同，均为水泥磨石子式，门上有半圆形门楣，内饰卷草

纹及菱形、方形图案。东院曾发生火灾，主楼已毁（为新建），西院前后二

进，前进主楼平面布局为三合院式，面阔三开间，进深四间，后进为平屋，

梁架主要为穿斗式。 

    该建筑为我区内典型石库门建筑，2005 年公布为市级文保点。 

    保护范围：本体线外延 5 米处。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相邻建控范围处，西、南至保护范围外延 10米处，

北至道路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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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德记巷建筑群-方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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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 德记巷建筑群-许宅 

    项目简介：福兴巷 15 号许氏民居，座落于江北区白沙街道北站社区福

兴巷 15 号，该建筑始建清末民初，主体建筑座西朝东，由洋房和西侧偏房

组成，占地约 903平方米。 

    主楼为中西合璧式砖木结构建筑，屋面为硬山式小青瓦压顶，面阔三

间二弄，高二层，前置廊，柱子均采用方形柱，梁架为穿斗式，二层为木

地板，底层为水泥磨石子地坪，二层廊前设有栏杆。 

    主体建筑结构基本稳定，2005 年被公布为市级文保点。 

    保护范围：东、南、西至本体线外延 5 米处，北至建筑边线。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相邻建控范围处，西、南至保护范围外延 10米处，

北至道路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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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德记巷建筑群-许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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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 德记巷建筑群-章宅 

    项目简介：泗州街 9 号章氏民居，座落于江北区白沙街道北站社区泗

州街 9 号，宅主姓章，曾开有烧酒厂，建筑始建于民国，现存建筑座西朝

东，由甬道和二幢近代洋房组成，建筑占地约 317 平方米。 

    甬道口为一石库门，二门也为石库门，门上有半圆形装饰，其下为门

匾，上书“似蘭斯馨”门框采用水泥磨石子，主楼屋面为硬山式洋瓦盖顶，砖

混结构，面阔三间一弄，带有前廊，二层廊前为水泥栏杆，梁架为西式木

屋架，室内顶为石膏顶，地面铺设精美的花地砖，柱子采用水泥磨石子式，

后进楼房为四开间砖木结构。 

    该建筑整体格局保存较完整，是宁波市区保存较为完整，具有民国时

期地方特色的石库门建筑，2005 年被公布为市级文保点。 

    保护范围：北至本体线外延 5 米处，东、西至本体线，南至对面建筑

外墙。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相邻建控范围处，西、南至保护范围外延 10米处，

北至道路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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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德记巷建筑群-章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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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 德记巷建筑群-严宅 

    项目简介：泗州街 8 号严氏民居，座落于江北区白沙街道北站社区泗

州街 8 号，是一幢民国时期的中西合璧院落式洋房，宅主严康茂姨太的住

房，现存建筑座西朝东，大门朝北，整体格局为前后楼房二进，院落二重，

建筑占地为 389平方米。 

    大门为石库门，主楼面阔三间一弄，砖混结构，有前廊，二层廊前置

水泥制的栏杆，屋面采用硬山式洋瓦压顶。梁架为西式木屋架，山墙采用

水泥造仿观音兜式，顶上还有卷涡状装饰，室内屋顶为泥满石膏顶，柱子

为水泥磨石子式，楼梯为北侧一弄里，由西往东而上。后楼为砖木结构，

四开间，屋面及整体格局与前楼相似。该建筑于 2005 年被公布为市级文保

点。 

    保护范围：南、北、东至本体线外延 5 米处，西至本体线。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相邻建控范围处，西、南至保护范围外延 10米处，

北至道路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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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德记巷建筑群-严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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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 德记巷建筑群-董宅 

    项目简介：德记巷 1 号董氏民居，座落于江北区白沙街道北站社区德

记巷 1 号，该宅主为董姓，是清末民初旅沪商人，现存建筑座西朝东，大

门朝北，建筑二进，院落二重，占地约 494 平方米。 

    主楼为硬山顶重檐，五开间，前置廊，梁架为穿斗结构，进深七柱九

檩；后进为单坡顶，五开间，中间及两侧均采用连廊与前进建筑相接。该

建筑由 2005年公布为市级文保点。 

    保护范围：北、东至道路边线，南至本体线，西至本体线外延 5 米处。 

    建设控制地带：北至路边线，东至人民路中线，西、南至相邻建控范

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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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德记巷建筑群-董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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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 贝家巷建筑群-王宅 

    项目简介：贝家巷 1 号王氏民居，位于江北区白沙街道白沙社区贝家

巷 1 号，是一幢民国时期中西合璧的传统三合院式民宅建筑，座西朝东。

现存主楼及两侧厢楼，建筑占地约 290 平方米。 

    主体建筑为砖木结构二层楼房，面阔三间两弄，硬山顶。明间铺设水

泥刻花地坪。左右厢房各一间，二楼与主楼相通，廊前车木栏杆，廊楼板

端面有连珠纹等雕刻，精致华丽，石榴状雀替，檐柱仍残存铁皮。保留了

当时建筑工艺特色。该建筑由 2005 年被公布为市级文保点。 

    保护范围：东北、西南至道路边线，西北、西南至本体线。 

    建设控制地带：东南至人民路中线，西南至新马路中线，东北、西北

至道路中线。 

243



106-1贝家巷建筑群-王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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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 贝家巷建筑群-杜宅 

    项目简介：贝家巷 23 号杜氏民居，座落于江北区白沙街道白沙社区贝

家巷 23 号。是一幢近代西式洋房风格与传统布局相结合的砖混建筑。建筑

座北朝南，由大门、主楼、两厢及后进偏楼组成。建筑形制成多边形。占

地约 626平方米。 

    大门朝南，为水泥磨石子石库门，门楣上设几何图形。主楼高两层，

硬山顶青灰色洋瓦压顶。前设廊，泥满顶装饰。二楼廊前置木制栏杆。面

阔五开间带两厢，采用近代西式木屋梁架。墙面开设西式木窗，地面铺设

菱形彩色地砖。正立面有四根方形水磨石子柱柱上端卷草装饰。该建筑于

2005年公布为市级文保点。 

    保护范围：东北、西北至道路边线，东南、西南至本体线外延 5 米处。 

    建设控制地带：东南至人民路中线，西南至新马路中线，东北、西北

至道路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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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贝家巷建筑群-杜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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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 新马路建筑群-王宅 

    项目简介：新马路 7～9 号王氏民居，座落于江北区中马街道外滩社区

新马路 7-9 号，是一处清代晚期的三合院式传统民居代表作。宅主姓王，

是甬上近代旅沪商人。现存建筑分前后两个院落，座西朝东，建筑占地面

积约 1264 平方米。 

    建筑大门朝人民路，已毁，主楼面阔五开间，高二层，屋面小青瓦硬

山式，梁架为穿斗式，底层带前廊，地面铺设青石板，两厢结构装饰类同

主楼。该建筑 2008年调整为历史建筑。 

    保护范围：东至新马路与人民路边线，西北、西南至建筑边线。 

    建设控制地带：东北、东南至道路中线，西北、西南至保护范围外延

10 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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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3新马路建筑群-王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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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新马路建筑群-姚宅 

    项目简介：新马路 21 号姚氏民居，位于宁波市江北区中马街道外滩社

区新马路北端（21号），主体建筑座西北朝东南，是一幢三合院式近代民居。

大门位于朝新马路的左侧厢房。据调查，原主人姚绍伦曾是洋行老板；其

夫人包梅珍曾为上海华盛烟草公司董事长，现存建筑为主楼，两厢及偏房

四个单体组成。建筑占地约 825 平方米。 

    主楼面阔五间二弄，硬山顶，高二层单檐。前置廊，上层廊前设现代

车木栏杆，栏杆图案用回纹。廊顶卷蓬轩，明间进深七柱八檩。梁架为穿

斗式带前廊。该建筑 2008 年 8月调整为历史建筑。 

    保护范围：东北至新马路边线，东南、西北、西南至建筑边线。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相邻建控范围处，南至建筑外墙，西北至建筑外

墙，东北至新马路边线与建筑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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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新马路建筑群-姚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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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 新马路建筑群-赵宅 

    项目简介：新马路 23 号赵氏民居，位于宁波市江北区中马街道外滩社

区新马路 23号，是一幢民国时期的砖木结构建筑，主体建筑座西北朝东南，

大门朝东。现存建筑二进，院落二重，建筑占地面积为 239 平方米。 

    现存大门为石质框架铁皮大门，两边涡卷纹牛腿装饰。门楣砖雕拼图，

主楼为硬山式顶，单檐，高二层，面阔三开间。前设廊，明间进深为六柱

八檩。穿斗双步梁混合结构。明前额坊雕刻精致。后进偏房为单檐硬山顶，

高二层，面阔三开间，两侧均采用连廊与主楼相接。该建筑于 2008年整改

为历史建筑。 

    保护范围：东北至新马路边线，其他至相邻保护范围处。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相邻建控范围处，南至建筑外墙，西北至建筑外

墙，东北至新马路边线与建筑外墙。 

251



107-2新马路建筑群-赵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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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 新马路建筑群-徐宅 

    项目简介：新马路 25 号徐氏民居，位于宁波市江北区中马街道外滩社

区新马路 25号，是一处民国时期的三合院式二楼住宅。主体建筑座北朝南，

原大门被毁，西边新开大门。通过檐廊与尽头的圆洞门相望。主楼为硬山

顶，单檐，面阔三开间，进深五柱七檩，前置廊。进深桁下花草雀替，二

楼采用廊楼栏杆，大量运用车木技术，二楼廊楼挂面形式新奇，雕刻精美

华丽，该建筑具备典型的民国时期的小木作特色。2005 年公布为市级文保

点，2008 年改为近代历史建筑。 

    保护范围：西南至建筑边线，其他至相邻保护范围处。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相邻建控范围处，南至建筑外墙，西北至建筑外

墙，东北至新马路边线与建筑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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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3新马路建筑群-徐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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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 新马路建筑群-仁济医院旧址 

    项目简介：仁济医院旧址，位于宁波市江北区中马街道外滩社区新马

路 35 号。据记载，仁济医院由金廷荪和杜月笙创办于 1932 年。现存建筑

座西北朝东南。北临新马路为民国时期的三合院式传统二楼住宅。由主楼、

两厢及西侧偏屋组成。硬山顶，面阔五开间，前置廊，进深五柱七檩。檐

廊弧形挂落装饰。山墙清水青砖。该建筑为研究宁波医学发展史有重要的

地位。2008年公布为市级文保点。2008 年调整为历史建筑。 

    保护范围：东北至新马路边线，东南至小弄中线，西北至对面建筑外

墙，西南至相邻保护范围处。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相邻建控范围处，南至建筑外墙，西北至建筑外

墙，东北至新马路边线与建筑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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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4新马路建筑群-仁济医院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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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 新马路建筑群-新马路 100 号民居 

    项目简介：新马路 100 号民居，位于江北区白沙街道正大社区，是一

幢建于 1922年三合院式、砖木结构的民国时期典型民居。主体建筑由大门、

主楼、右厢房、右偏房四个单体组成。主体建筑座西朝东，南依新马路。

主楼为二层、面阔三间、木结构、硬山顶式建筑。右厢房连接主楼，高二

层，硬山顶，面阔一间。右偏房为砖木结构，硬山顶，面阔三间。大门面

朝新马路。石库门风格，上有水泥雕花。建筑占地约 316 平方米。2005 年

4 月 5 日公布为市级文保点。 

    保护范围：南至新马路中线，北、东、西至本体线外延 5 米处。 

    建设控制地带：南至新马路南侧建筑边线，东、西、北至保护范围外

延 10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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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新马路建筑群-新马路100号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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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6 新马路建筑群-吴宅 

    项目简介：正大路 61 弄 21 号吴氏民居，位于江北区白沙街道正大社

区正大路 61 弄 21号，是一幢三合院式，砖木结构，中西合璧的民国建筑。

主体建筑座北朝南，整体由主楼、两厢、右偏房和大门组成。其中大门为

普通长方形石门，门楣上有简易雕刻。主楼高二层，砖木结构，面阔三间，

人字硬山顶，最右侧有一弄，内有木梯通顶。厢房左右对称，重檐硬山顶，

与主楼以连廊相通。右偏房高二层，人字硬山顶，面阔五间。建筑占地约

398 平方米。该建筑于 2005 年 4 月 5 日公布为市级文保点。 

    保护范围：本体线外延 5 米处。 

    建设控制地带：西、南至建筑边线，东、北至道路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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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6新马路建筑群-吴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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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 新马路建筑群-徐宅 

    项目简介：鄞慈镇路 17 号徐氏民居，位于江北区中马街道外滩社区鄞

慈镇路北端，是一幢近代石库门式建筑，主体建筑座西朝东，大门朝鄞慈

镇路，采用石库门模式，高二层，用水泥磨石子抹墙，门洞采用半圆形拱

劵，立面装饰着一些规则的几何图案，外墙采用清水实叠砖墙，屋面为小

青瓦硬山式，梁架为穿斗式，天井地面铺设水泥，主楼面阔四间一弄，二

层楼，单檐，用传统木构架，建筑整体占地约 154 平方米。该建筑由 2005

年公布为市级文保点。 

    保护范围：本体线外延 5 米处。 

    建设控制地带：东北、东南至道路中线，西北、西南至保护范围外延

10 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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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7新马路建筑群-徐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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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 新马路建筑群-新马路 13 号近代民居 

    项目简介：新马路 36 弄 13 号王氏民居，座落于江北区白沙街道白沙

社区新马路 36 弄 13 号。是一幢砖混结构的西式洋房。建筑座西朝东（偏

东南）。现存建筑由大门、主楼和后楼三个单体组成。占地约 496平方米。 

    大门朝东，为水泥磨石子大门，主楼高两层，造型凹凸多变，为三楼

三底、前后房布局。二层明间前设阳台、廊用水泥栏杆。二次间为外凸六

边形的一半。屋面为硬山顶式红色洋瓦压顶。西式近代人字型梁架。后楼

为三开间楼房，平台顶。建筑外墙为水泥面有规正长方形线条图案装饰。

地面为水泥磨石子。 

    保护范围：东北至新马路边线，东南至本体线外延 5 米处，西北、西

南至建筑边线。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相邻建控范围处，南至建筑外墙，西北至建筑外

墙，东北至新马路边线与建筑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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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新马路建筑群-新马路13号近代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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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9 新马路建筑群-新马路 28 号近代建筑 

    项目简介：位于新马路 28号的近代建筑，大门改动，尚留偏门，偏门

为石库门。该宅平面布局为三合院式，主体建筑坐北朝南，屋面为洋瓦硬

山式，梁架采用近代西式三角形木屋架，有前廊。 

    保护范围：东北、西南至至本体线外延 5 米处，西北至本体线，西南

至新马路边线。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相邻建控范围处，南至建筑外墙，西北至建筑外

墙，东北至新马路边线与建筑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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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9新马路建筑群-新马路28号近代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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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 新马路建筑群-鄞慈镇路 16 号 

    项目简介：鄞慈镇路 16 号民居，座落于江北区中马街道外滩社区鄞慈

镇路北端，建于民国，平面由二个“L”形的楼房分南北向并列组成一个三合

院式院落。主体建筑座西朝东，大门条石边柜，拱形门楣，墙体堆塑花草

图案，主楼重檐硬山顶，面阔三开间，牛腿承托檐坊，雕花雀替，主楼南

侧的过街楼与另一组面阔三开间的建筑面相通。另具一格厢房山墙开窗，

砖砌窗楣，檐口叠涩砖出挑，空斗山墙局部施有彩绘，建筑占地约 514 平

方米。该宅建筑新奇，院落围合保存完整。 

    保护范围：本体线外延 5 米处。 

    建设控制地带：东北、东南至道路中线，西北、西南至保护范围外延

10 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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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0新马路建筑群-鄞慈镇路1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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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鄞州区部分 

108 安澜会馆 

    项目简介：安澜会馆，位于宁波市区三江口东岸，庆安会馆（北号会

馆，在国内经营北方贸易）南侧，世称“南号会馆”（在国内经营南方贸易），

由此形成了宁波独有的南、北号两会馆并立的格局。它既搞运输、又搞销

售。安澜会馆由甬埠南洋舶商于清道光六年（1826）创建，整体建筑坐东

朝西，依次为宫门、前戏台、大殿、后戏台和后殿。宫门是五开间硬山顶；

前戏台是歇山顶建筑；大殿是安澜会馆核心建筑，五开间硬山顶；后戏台

是歇山顶建筑；后殿是五开间抬梁式硬山顶建筑。 

    安澜会馆是祭祀航海保护神天后妈祖的殿堂和行业聚会的场所。会馆

内所建有的分别为祭祀妈祖和行业聚会时演戏用的两戏台为国内罕见，整

体建筑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建筑构造独特，工艺精湛。 

    保护范围：东、西、南各以院落向外 5 米为界，北至庆安会馆。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东胜路西侧边界，西至江东北路东侧边界，南至

常关弄北侧道路边界，北至庆安会馆北侧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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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王墅亭及碑 

    项目简介：王墅亭原位于王墅桥畔，民国九年（1920）九月里人李孝

合发起、夏琴初资助、桑志友督造、桑苞为记。王墅桥位于原鄞县东北朱

桑村西。民国五年（1916）里人重修。此桥跨东塘河北流至复兴庵前，南

流入后塘河，东行通朱桑桥，西行余隘村。现此桥已拆，其西侧约 50 米新

建朱桑桥，而此亭亦由河对岸西行 50米被迁移至此，现三眼桥河旁。据村

民讲，亭南的道路，原是宁波到北仑的通道，在十几年前小孩在亭内玩火，

而引起火灾，亭被烧毁，只剩有断裂的石碑、四根亭柱和亭基。 

    此亭占地面积约 20平方米，原为歇山造、九级顶，屋脊压顶砖上有镂

空砖饰，坐北朝南，面阔单开间，通进深同面阔，五步抬梁结构，檐角略

有雕饰。亭柱均为石质，同连石凳，以供行人歇息。亭内还立有《剏建王

墅亭碑记》的石碑，由民国九年九月，由董事桑志友敬立。碑文记“两途为

鄞镇通街过客倘疲劳仅可到兹歇足”，亭前对联书“坐而言者起而行，近是主

人远是客”。现仅存四根石柱及断碑。 

    此亭在建筑史和交通史上都有重要的意义，石碑所记具有重要的纪念

意义和研究价值。 

    保护范围：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以本体线向外延伸 5 米。 

    建设控制地带：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1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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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延芳桥碑 

    项目简介：延芳桥位于蓬莱里小区东侧，旧名嘉靖桥，始建于民国初

期。据《鄞县通志》记载：位于鄞县东南白鹘桥跟，跨前中两塘河会流之

水，南通宋诏桥，北通四眼碶，西北通贺丞庙跟。民国二十一年，蒉延芳

重建桥洞加阔改为水泥钢股，故改称延芳桥。民国二十二年（1933 年），宁

波著名企业家虞和德、陈宝麟、杜镛、张继光等在桥西侧设亭立碑，碑文

着重记叙了延芳桥的变化过程，由张琴撰并隶书，李良栋刻。碑亭为穹顶

单开间，外雕饰具有典型的民国时期外来文化特色。现因城市开发建设，

亭已被拆除，碑也已丢失。 

    延芳桥是单拱桥，东西走向，桥面宽 4 米，净跨 14米，桥栏长 20 米。

2006 年对延芳桥进行修复，现老桥上重新架设了桥面和护栏，同时桥面中

间 2 米改用台阶接坡，两侧改用坡道。 

    延芳桥不仅是研究近代“宁波帮”代表人物的历史实物，而且据说为国民

政府接受日军投降所在地，有着重要的历史纪念价值。 

    保护范围：东、南、北各以桥本体向外 10 米为界，西至桥体西侧约 10

米道路边线。 

    建设控制地带：东、南、北各以保护范围向外 10 米为界，西至桥体西

侧约 20 米建筑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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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虹桥巷近代建筑 

    项目简介：虹桥巷府院位于江东潜龙路 30 号、虹桥巷 12 号，为一中

西结合的三合院建筑。据历史资料记载，此处曾是原鄞县县府所在。 

    大门朝南，梅园石门框，雀替分别雕饰梅兰竹菊四君子图，内侧面西

化装饰，有拱券及几何图案。主体建筑坐北朝南，欧式二屋楼房，面宽五

开间，山墙饰观音兜，实叠清水墙。明间后部设楼梯通楼上，楼梯瓶式车

木栏杆。檐前多立克柱子简洁大方，檐下水泥壁柱浅刻涡纹，楼上栏板几

何图形成菱形，扇形窗楣上饰拱券，内有浮雕花纹。室内石膏平顶、吊灯

装饰，用料讲究。两侧东、西厢房均为传统形式，重檐楼房，硬山顶，元

宝砖屋脊，面宽五开二弄。檐下单步梁，牛腿呈象鼻状，雀替雕饰石榴。

檐柱均为方柱，方形梅园石柱础四面均雕刻花卉。山墙、围墙皆清水空斗

墙，墀头残留彩绘，围墙转角处嵌有界碑石。该宅布局规整，体量较大，

保存完好。 

    虹桥巷府院为江东区仅存传统建筑与近代建筑完美结合的实例之一。 

    保护范围：东、西、南各以院落向外 5 米为界，北侧向外延伸约 3 米

以花坛为界。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潜龙巷东侧，西至潜龙路东侧边界，南至虹桥巷

南侧道路边界，北至院落外 10米处老干部活动中心水池处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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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亭溪岭古道 

    项目简介：亭溪岭古道位于东钱湖镇城杨村亭溪岭，东起城杨，西到

横溪周夹岙，全长约 5000 米，宽 2.8米，由鹅卵石铺成，蜿蜒在群峰之中，

连接城杨村和横溪镇周夹岙，根据附近村庄的年代推断，始于明代。 

    岭上祥云亭立内有《重修亭溪岭路碑》（清光绪二十年立）记载：“亭

溪岭为鄞奉象三邑通瞿。绵亘十余里，往来行人日夜不绝”，说明该古道之

交通地位。该古道距离长，地势陡，整体保存完好，为城杨村古代交通的

实物例证。 

    保护范围：以古驿道牌坊为起点，到东钱湖城杨交界处为止，古驿道

两侧到交界为止。 

    建设控制地带：古驿牌坊向外延伸 30 米，东钱湖城杨交界处延伸 30

米，两侧边界向外延伸 5 米。 

277



112亭溪岭古道

278



113 岭南山古道及岭南菩萨摩崖石刻 

    项目简介：岭南山古道位于东钱湖镇韩岭村岭南山，整条古道南北坐

落，南往岭南山，北通韩岭村庄，现存长度约 1000 米，宽约 2 米，由鹅卵

石砌成，是旧时韩岭通往附近山村的交通要道。根据附近村庄年代初步推

算，该古道建于明至清时期。 

    古道起始较平坦，自岭南山脚起，随山势渐陡，迂回曲折，此时每隔

三五步，嵌一块狭长的横石条，使古道呈阶梯状，为上下山提供了行走便

利。该古道虽年代久远，但整体保存完好，具有较大的保护价值。 

    岭南菩萨为一处摩崖石刻，位于东钱湖镇韩岭村岭南山一岩壁上，座

西朝东。该岩壁一侧凸出呈不规则形，另一侧表面较为平整。佛像刻于较

平处，盘膝而坐，高 50厘米，宽 50厘米，雕刻深度约 10 厘米，面部稍有

风化，身体纹理清晰，被过路百姓奉为岭南山神。2002 年村民集资，以岩

壁为背，建岭南殿，供过路百姓在此祈拜和休憩。该佛像具体年代不详，

根据殿前岭南山古道的修建年代，推断在明清年间。该石刻雕刻精细，保

存较好，是东钱湖范围内迄今发现的唯一一处摩崖石刻。 

保护范围： 

岭南山古道：左右两侧以古道两边各向外延伸 5 米为界。 

    岭南菩萨摩崖石刻：岭南殿本体保护，靠山坡一侧向后延伸 3 米。 

建设控制地带： 

岭南山古道：左右两侧以古道两边各向外延伸 10米为界。 

    岭南菩萨摩崖石刻：东、西、南、北以岭南殿建筑本体各向外延伸 1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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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戴东泉墓 

    项目简介：东泉公墓位于东钱湖镇大堰村奕大山南坡，座北朝南。据

查，东泉公为大堰戴氏五世祖，其派下文行忠信四房子孙尤盛。墓经过后

裔重修，墓前置祭台、供桌、牌坊等，全长 19.05 米，宽 7.7 米。墓碑刻

有“大明先祖东泉公之墓”。其中墓前石牌坊，为四柱三开间冲天式牌坊，通

面阔 6.2 米，明间阔 2.2 米，次间分别阔 2 米，坊高 4.3 米。顶柱饰荷叶

帽，明间右柱有云翼一朵，其余云翼无存，右次间右柱坊上部分无。明间

坊额中置一石匾，从右至左刻有“诏旌冠带郡宾戴公神道”，并刻有“明嘉靖

十六年立”。该墓保存完整，墓前牌坊具有较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保护范围：东、南、西、北各向外延伸 10 米为界。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上山小路入口处、西以台基向外 30米为界，南至

会展中心交界处，北以墓区北墙向外 30 米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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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灵佑庙 

    项目简介：灵佑庙位于东钱湖镇绿野村西侧 1 公里处，座北朝南，据

史料记载，建于清嘉庆年间。灵佑庙由门楼、大殿及东西厢房组成四合院，

占地面积约 573.35平方米。大殿五开间硬山顶，进深七柱，明、次间抬梁

结构，梢间穿斗结构，前廊卷棚。天井设戏台，古朴厚重，基座长 4.5 米，

宽 3.5 米，顶为藻井式。门楼前两株银杏树尤为壮观，形状如旗杆。 

    《鄞县通志》记载，灵佑庙原为王安石庙，庙本建于山之深岙，绿野

与下水两村村民致祭深感不便，且年久失修，遂有异地建庙建议。两村村

民争相于本村建庙，各不相让，下水村民抢得王荆公神像，择地建庙，称“忠

应庙”。绿野村民争得荆公神主牌位，建庙于绿野村，称“灵佑庙”。 

    保护范围：东、西各以院落线外 5 米为界，南至韩天线道路中心线，

北至山坡脚下。 

    建设控制地带：东、西、北各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10 米为界，南至小

溪南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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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 永丰桥及亭 

    项目简介：永丰桥及亭地处东钱湖镇光辉村，位于近年建成的东钱湖

大道（光辉段）景观隔离带内，据口碑调查，是旧时光辉村通向云龙镇戴

江岸村的必经之路，为戴江岸村民出资建造。 

    桥为三孔石平桥，东西向横跨。桥面长 14.5米，宽 1.75米，分三段，

每段由三块长石合成。桥面两边有石拦板，拦板及望柱较低，约高 0.4 米，

均素面，南面拦板外侧阴刻“永丰桥”。东西落坡呈喇叭状，最宽处 4.2米，

各设石梯 8 级。桥墩块石堆筑，其中中间两孔桥墩各由六块条石叠砌，成

平船形墩。 

    桥东侧建有一座三开间凉亭，面宽 7.8 米，进深 3.85 米，内设佛龛，

供祈拜。亭内立《永丰桥助牌》一块，提及该桥为光绪二十二年（公元 1896

年）建成，该亭于 1994 年由戴江岸村民重修。亭柱刻对联，落款时间为光

绪七年（公元 1881年），因此基本判断该亭先于桥而建。 

    该桥、亭建筑年代确凿，构造牢固，保存尚好。桥形制美观，是旧时

光辉村和戴江岸村交通往来的实物例证。 

    保护范围：东、西以本体外延伸 15 米为界，南以本体外延伸 20 米为

界，北至路北侧。 

    建设控制地带：东以桥及亭本体为中心向外 30 米为界，西至白石北路

桥体东侧边界，南至东钱湖大道北侧，北至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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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奕大山石牌坊 

    项目简介：奕大山石牌坊位于东钱湖镇大堰村奕大山南坡，座北朝南，

为四柱二间一弄冲天式牌坊。牌坊通面阔 6.25 米，高 3.5 米，其中中弄阔

1.65米，两边明间阔同为 2.3 米。两明间分别在枋额间置石匾，分别铭文“明

故寿官戴公之墓”、“大堰戴氏先茔”等字样，为明嘉靖十七年立，因此判断

此牌坊为明代墓前牌坊，墓主为大堰村戴氏先祖，但墓迹难寻。四柱柱顶

均饰荷叶帽，一顶无存。整座牌坊建筑简朴，整体保存完好，具有较高的

价值。 

    保护范围：东、南、西、北各向外延伸 5米为界。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上山小路入口处、西以戴东泉墓台基向外 30 米为

界，南至会展中心交界处，北以戴东泉墓北墙向外 30 米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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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绿野石拱桥 

    项目简介：绿野石拱桥位于东钱湖镇绿野村，距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史

诏墓道”约 100 米。桥体用块石堆砌，全长 5 米，宽 3.5 米，拱券矢高 4.5

米，跨径 4.2 米。南北方向座落，有溪水由东向西从桥下流过，桥沿长满

植物。石拱桥北首与现有村中道路成垂直方向，另一端右侧为民居，左侧

为废弃工厂厂房。 

    据当地村民介绍，该桥始建于南宋，望族史氏迁居绿野村后，在村内

先后建祠、庙、庵、桥等，该桥因此留传下来，年代久远。整座桥形态美

观，保存完整，无铭文所刻。 

    保护范围：东以本体向外延伸 5 米为界，西、南至建筑院墙，北至道

路南侧。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桥本体外 10米处，西、南至建筑院墙，北至道路

北侧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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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 钱氏宗祠"爱日堂”大厅 

    项目简介：爱日堂大厅位于东钱湖镇高钱村，座北朝南，据口碑调查，

始建于明代，后经过多次修建、改建，定形于清末明初。祠堂五开间，体

量较大，面宽 15.4 米，进深 9.45 米。檩条较粗，用料大，雀替做法比较

古老，有宋明遗风。祠堂东边还保留旧时台门，保存较好，硬山顶，雕刻

流畅精美。 

    爱日堂大厅曾为高钱村钱氏祠堂，现作村中老年活动室用，钱氏在当

地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祠堂具有一定的保护价值。 

    保护范围：东、北至本体外 5米，西、南各至院子院墙。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南北方向钱河，南至东西方向钱河，西、北以保

护范围外 10米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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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永安桥及亭 

    项目简介：永安桥及亭位于东钱湖镇城杨村，据亭内碑刻记载，建于

民国十九年（1930 年）。桥为三孔水泥拱桥，南北向横跨村溪，全长 18.6

米，桥面宽 3.15 米。拱券上阴刻楷书“永安桥”，桥面两侧为镂空水泥栏板，

共 8 根望柱，中间 4 根短，两端 4 根长，具有西式建筑的装饰风格。南北

落坡略呈喇叭状，无台阶。 

    桥的北侧建有一路亭，建筑风格与桥一致，四方石柱水泥屋顶，内设

佛龛及石凳，供路人祭祀及歇息。亭内立有二通石碑，一通为捐助碑，另

一通名为《碑文记略》，说明该桥是民国十九年由本县人任水洋发起，杜月

笙等人出资建造的，碑文大意是先述修桥之必要，再记修桥之资费，又表

资助人之功德，落款为发起人任水洋。 

    该桥、亭建造纪年确凿，建筑风格鲜明，结构牢固，保存基本完好，

且由杜月笙、陈世昌、金廷荪、马祥生等著名“宁波帮”出资建造，是研究“宁

波帮”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 

    保护范围：东、西、南、北以桥、亭为中心各向外延伸 20 米为界。 

    建设控制地带：东、南、北以保护范围各向外延伸 40 米为界，西至保

护范围外 40米处等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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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 李达三旧居 

    项目简介：李达三先生，宁波旅港同乡会创始会长、浙江省政协常务

委员会委员、宁波市荣誉市民等，热心慈善和公益事业，重视教育捐资助

学，为促进香港和内地的合作与经济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李达三旧居位于东钱湖镇沙家垫村 94号，据现任屋主介绍，建于民国

初期。院内主楼一进，座北朝南，三开间重檐硬山楼房，穿斗梁架，面宽

14 米，进深 8.5 米，左次间后半部设楼梯，主楼后有小花园。墙门侧立墙

角石一块，明示为李亨房己墙，外留余地二尺。 

    该宅用材考究，所用木材均为福建杉木，尤其明间铺英国进口地砖，

在当地传统民居建筑中属罕见，明间八扇大门也因质地非凡遭偷窃，整体

保存完好，现由李达三本人委托其亲属李华定居住管理。 

    保护范围：东、西、南、北以院落线各向外延伸 5米为界。 

    建设控制地带：东、西、南、北以保护范围各向外延伸 10 米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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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 横街石刻群-水坤潭墓前石刻 

    项目简介：水坤潭石刻，位于东钱湖镇横街村吉祥安乐山，由北岙岭

公路向上，竹林成荫，掩盖着四座石像生，两文臣、两武将，除一武将直

立外，其余均俯卧。两文两武对称分布，石像高度均在 2.7 米左右，主体

宽 1 米左右。直立武将面朝西，底座已埋于土中。石刻后有坟墓遗迹，墓

主有待考证，墓道座北朝南。 

    据史料记载，吉祥安乐山是南宋孝宗帝赐给丞相史浩（1106—1194）

的阴宅封地，并有御书“吉祥安乐”。自史浩之父史师仲葬于此地后，史浩本

人及其子孙六代大部分人葬于此地，因此基本判定此处为史氏家族的墓道

石刻。 

    四件石刻保存较完整，是国保单位“东钱湖墓道石刻群”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研究我国南宋时期的雕塑史、美术史以及史氏望族的显赫门第提供

了重要的实物例证，具有较高的保护和研究价值。 

    保护范围：中轴线东西方向以石刻本体向外 3 米为界，南至 6 米外等

高线，北至 10 米外等高线。 

    建设控制地带：沿墓道中轴线，以保护范围为界，向东、西两个方向

延伸 10 米，南、北方向(墓道方向)延伸 2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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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1横街石刻群-水坤潭墓前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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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 横街石刻群-木圆墓前石刻 

    项目简介：木圆石刻位于东钱湖镇横街村吉祥安乐山木圆竹林深处，

现存一对武将和一尊文臣，其中一武将直立，高 2.3 米，肩宽 0.8 米，其

他二尊倒地，其中文臣仰卧，中间断裂，肩宽 0.9 米，身高 2.6 米，武将

俯卧，形体完整，身高 2.6米，肩宽 0.9 米。 

    据史料记载，吉祥安乐山是南宋孝宗帝赐给丞相史浩（1106—1194）

的阴宅封地，并有御书“吉祥安乐”。自史浩之父史师仲葬于此地后，史浩本

人及其子孙六代大部分人葬于此地，因此基本判定此处为史氏家族的墓道

石刻，墓穴已毁，墓道座北朝南偏东，墓主待考。 

    木圆石刻是国保单位“东钱湖墓道石刻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研究我国

南宋时期的雕塑史、美术史以及史氏望族的显赫门第提供了重要的实物例

证，具有较高的保护和研究价值。 

    保护范围：以石刻本体为参考，西、南、北向外延伸 3 米，东侧延伸

至 10米外等高线处。 

    建设控制地带：沿墓道中轴线，以保护范围为界，向东、西方向(墓道

方向)延伸 20 米，南、北方向延伸 1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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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横街石刻群-木圆墓前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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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 横街石刻群-石马弄墓前石刻 

    项目简介：石马弄石刻，位于东钱湖镇横街村吉祥安乐山，分布较散，

山岙平地上，左右两侧是无头的石羊、石马，头朝南，马后是与其尾对的

完整的石虎。沿山间小路而上，又一完整的石虎头朝上山方向。行到丫字

路口往右，分散分布着无头侧卧的石马、无头仰卧的武将及无头仰卧的文

臣。 

    据史料记载，吉祥安乐山是南宋孝宗帝赐给丞相史浩（1106—1194）

的阴宅封地，并有御书“吉祥安乐”。自史浩之父史师仲葬于此地后，史浩本

人及其子孙六代大部分人葬于此地，因此基本判定此处为史氏家族的墓道

石刻，墓道整体座西朝东，墓主待考证。 

    石马弄石刻是国保单位“东钱湖墓道石刻群”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研究我

国南宋时期的雕塑史、美术史以及史氏望族的显赫门第提供了重要的实物

例证，具有较高的保护和研究价值。 

    保护范围：以石刻本体为参考，东、南、北向外延伸 3 米，西侧延伸

至 6 米外等高线处。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路，西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25 米至等高线处，南、

北两个方向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1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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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横街石刻群-石马弄墓前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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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 横街石刻群-彩坑墓前石刻 

    项目简介：彩坑石虎位于东钱湖镇横街村吉祥安乐山彩坑，此地原有

石刻件若干，现遗留石虎一只，其它均迁移至东钱湖南宋石刻公园。石虎

侧卧于彩坑山坡上，头朝北，体长 0.9 米，高 1.1 米，形体完整。据史料

记载，吉祥安乐山是南宋孝宗帝赐给丞相史浩（1106—1194）的阴宅封地，

并有御书“吉祥安乐”，自史浩之父史师仲葬于此地后，史浩本人及其子孙六

代大部分人葬于此地，因此基本判断此为南宋时期的墓道石刻，是国保单

位“东钱湖石刻群”的有机组成部分。 

    保护范围：以石刻本体为参考，东西向外延伸 5 米至等高线，南北向

外延伸 5米。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参考，南北向外延伸至 20米处，东西延

伸至 20 米处等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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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4横街石刻群-彩坑墓前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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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 横街石刻群-大竹园墓前石刻 

    项目简介：大竹园石羊位于东钱湖镇横街村吉祥安乐山区域的大竹园，

背靠窝山，面朝北，临溪坑，西靠北岙岭与青林山路交叉口，头部与尾部

残损，残体长 0.7米，宽 0.35 米，高 0.5 米，除该石羊外其它石构件无存。

据史料记载，吉祥安乐山是南宋孝宗帝赐给丞相史浩（1106—1194）的阴

宅封地，自史浩之父史师仲葬于此地后，史浩本人及其子孙六代大部分人

葬于此地，因此基本判断此为南宋时期的墓道石刻，是国保单位“东钱湖石

刻群”的有机组成部分。 

    保护范围：东、西沿墓道中轴线向外延伸 5 米，北至溪坎，南至石刻

外 17米处等高线。 

    建设控制地带：以保护范围为参考，东、西向外延伸 10米，南至约 100

米处等高线，北至溪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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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5横街石刻群-大竹园墓前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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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 横街石刻群-北岙岭墓前石刻 

    项目简介：北岙岭赑屃位于东钱湖镇横街村吉祥安乐山北岙岭公路彩

坑段旁。赑屃是传说中龙生九子之一的动物，像龟。一般古代大石碑的石

座多雕刻成赑屃状，人们俗称为石龟。石龟巨大，头部残损，清晰可辨阴

刻龟背纹和腿上的鳞纹，按头部计算在内，长度可达 3.2 米，宽度 2.3米，

厚度 0.8米。龟旁躺着风化严重的巨碑，长 3.4 米，宽 2 米，厚 0.35 米，

原由整块鄞西梅园石制成，碑文字迹已难以辨认。据史料考证，南宋丞相

史浩及其子孙六代大部分人葬于横街村吉祥安乐山，该赑屃应为神道碑碑

座，巨碑为原神道碑。北岙岭赑屃位于东钱湖镇横街村吉祥安乐山北岙岭

公路彩坑段旁。赑屃是传说中龙生九子之一的动物，像龟。一般古代大石

碑的石座多雕刻成赑屃状，人们俗称为石龟。石龟巨大，头部残损，清晰

可辨阴刻龟背纹和腿上的鳞纹，按头部计算在内，长度可达 3.2 米，宽度

2.3 米，厚度 0.8 米。龟旁躺着风化严重的巨碑，长 3.4 米，宽 2 米，厚

0.35 米，原由整块鄞西梅园石制成，碑文字迹已难以辨认。据史料考证，

南宋丞相史浩（1106—1194）及其子孙六代大部分人葬于横街村吉祥安乐

山，因此判断该赑屃应为史氏家族的神道碑碑座，巨碑为原神道碑。如此

形制巨大的赑屃，在东钱湖一带已绝无仅有，具有较高的保护价值。 

    保护范围：东至路西侧边界，西、南、北以墓前石刻群为中心各向外

延伸 5 米为界。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路东侧边界，西、南、北均以保护范围为参考，

向外延伸 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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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横街石刻群-北岙岭墓前石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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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 东钱湖堰碶坝群-莫枝堰、碶、坝 

    项目简介：莫枝堰堰、碶、坝位于东钱湖镇东西街尽头，是东钱湖和

鄞东中塘河的交界，据史料记载，始建于宋，为宋时形成的东钱湖七堰之

最。 

    堰头上有许多水利设施，从东到西分别是闸门、古堰坝、配电房和电

动坝。闸门由碶改建，原址仍留有一碶额，上刻“莫枝堰碶清道光伍年”等字

样，据记载为清道光年间修善时所立。古堰坝堰面砌成人字屋脊形，宽 10.4

米，上游长约 8米，下游长约 16 米。电动坝原为泥坝，后改建为人工控制

的电动车坝，于 1966 年 1 月正式使用，宽 12.5 米，全长约 30 米，最大承

载能力达 15吨，可以同时过坝 3 吨位船只两艘。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随着

陆运的日益发达，莫枝堰作用弱化，闸门至今仍发挥着作用，为研究东钱

湖古代水利工程提供了实物资料。 

    保护范围：东至东街、西至滨湖西路，南、北至湖心洲堤岸。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东街邻街建筑东侧外墙，西至滨湖西路邻街建筑

西侧外墙，南、北各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20 米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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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1东钱湖堰碶坝群-莫枝堰、碶、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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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东钱湖堰碶坝群-平水堰、坝 

    项目简介：平水堰、坝位于东钱湖镇湖塘村平水桥东侧，东面连接东

钱湖，西面通向内河。据史料记载，平水堰为宋代形成的东钱湖七堰之一，

堰面砌成人字屋脊形，既可拦水又方便通船，堰顶为车堰，长 13 米，宽 0.4

米，堰身较阔，上下游斜坡平缓，上游长约 6.6 米，下游长约 13 米。堰旁

有坝，以一平台相隔，平台上置盘座，坝顶长 4 米。堰、坝顶部设有辘轳，

旧时由人工运转拽船过坝。坝旁立有一碶石。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随着陆运的日益发达，平水堰的作用逐渐弱化下

来，周围河道状况较好，为研究东钱湖古代水利工程提供了实物资料。 

    保护范围：东、南、北以本体为中心各向外延伸 10 米为界，西至道路。 

    建设控制地带：东、南、北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20米为界，西至路对

面（约 20 米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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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东钱湖堰碶坝群-平水堰、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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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3 东钱湖堰碶坝群-大堰堰、坝 

    项目简介：大堰堰、碶位于东钱湖镇大堰村。堰东面连接东钱湖，西

面通向内河，据史料记载，为宋代形成的东钱湖七堰之一。堰面砌成人字

屋脊形，既可拦水又方便通船。堰顶为磨堰，长 10 米，宽 0.45 米，堰身

较阔，上下游斜坡平缓，上游堰身长约 5 米，下游长约 14 米。旧时小船过

堰，用人力在船头船尾，反复交错移动磨盘而上。堰南 29 米处有操纵湖水

的碶门，新建闸门与机房。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随着陆运的日益发达，堰、碶的作用逐渐弱化下

来，周围河道状况较好，为研究我国古代水利工程提供了实物资料。 

    保护范围：东、西、北以本体为中心各向外延伸 10米为界，南至南侧

建筑北墙。 

    建设控制地带：东、西两个方向各以保护范围向外 20 米为界，南、北

各至堰体 20米处现代建筑的外墙。 

313



123-3东钱湖堰碶坝群-大堰堰、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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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 东钱湖堰碶坝群-前堰堰、碶 

    项目简介：前堰堰、碶位于东钱湖镇前堰头村，南面连接东钱湖，北

面通向内河，旧时经东钱湖去往五乡、东吴、梅墟等地需过此堰。 

    据史料记载，该堰为宋代形成的东钱湖七堰之一，堰面砌成人字屋脊

形，既可以拦水又方便通船。堰顶为磨堰，长 9.2 米，宽 0.6 米，堰身较

阔，上下游斜坡平缓，上游长 8米，下游约 16 米，旧时小船过堰，用人力

在船头船尾，反复交错移动磨盘而上。堰旁 7 米处有操纵湖水的闸门，碶

石长 4.5米，宽 1.5 米，后有放水口，长 2.9 米，宽 2.35米。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随着陆运的日益发达，前堰堰、碶的作用逐渐弱

化下来，周围河道状况仍然较好，为研究我国古代水利工程提供了实物资

料。 

    保护范围：东、南、北以本体向外延伸 10 米为界，西至西侧建筑外墙。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道路西侧边界，西至保护范围外 20米处山坡，南、

北以保护范围外 20米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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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东钱湖堰碶坝群-前堰堰、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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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 东钱湖堰碶坝群-高湫堰 

    项目简介：高湫堰位于东钱湖镇郭家峙村迎旭寺旁，东面连接东钱湖，

西面通向内河，据史料记载，为宋代形成的东钱湖七堰之一。堰面砌成人

字屋脊形，既可以拦水又方便通船。堰顶为车堰，长 9.2 米，宽 5.4 米，

堰顶装置船坝，两旁设有辘轳，旧时由人工运转拽船过坝。堰身上游长约 5

米，下游长约 10 米，下游较上游阔，最宽处 14 米。 

    上世纪八十年代起，随着陆运的日益发达，高湫堰的作用逐渐弱化下

来，周围河道水草丛生。高湫堰为研究我国古代水利工程提供了实物资料。 

    保护范围：东、西、北以堰向外延伸 10 米为界，南以堰向外延伸 5米

为界。 

    建设控制地带：东、西、北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20米为界，南以迎旭

寺建筑群北外墙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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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5东钱湖堰碶坝群-高湫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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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 韩岭古建筑群-宁波卷烟厂旧址 

    项目简介：宁波卷烟厂旧址位于东钱湖镇韩岭村后街中下 16—18 号，

创始人金吟生（1879—1939），韩岭村人。烟厂创办于 1921 年，1925 年更

名为中国韩岭烟厂，1942 年因宁波沦陷而停产歇业。该烟厂是宁波地区第

一家卷烟厂，带动和促进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宁波卷烟业的迅速发展。 

    现存建筑为烟厂办公楼，座西朝东，民国初期建筑风格，三开间重檐

硬山楼房，穿斗结构，面宽 13.4 米，进深 8.25 米。明间立金吟生半身铜

像及烟厂发展过程的图文展览，左右次间居住。天井左侧单檐厢房一间，

天井正中花坛内立金吟生墓志铭碑一块，保存完好，从其安葬地马山迁来。

建筑后原有烟厂厂房，后卖于韩岭供销社。该建筑现由金吟生后代亲属居

住，保存完整，是东钱湖工业建筑的重要遗址。 

    保护范围：东至河边，北、南至周边建筑外墙，西以院落外 5 米为界。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河对岸、西至院落线 15米范围处建筑边界，南至

小路，北以韩岭村中下 14 号南侧小弄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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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韩岭古建筑群-宁波卷烟厂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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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 韩岭古建筑群-郑竹房宅院 

    项目简介：郑竹房宅院又称大夫第，坐落于东钱湖镇韩岭村后街下

141—159 号，据载系韩岭郑氏“松竹梅”三房中的第二房居所，故称“郑竹

房”。建筑座北朝南，清代风格，由倒座、主楼和东西厢楼组成四合院，占

地面积 774.09 平方米。 

    主楼七开间，硬山顶重檐楼房，穿斗结构，面宽 28.2 米，进深 10.55

米，明间大堂名“崇德堂”，堂内高高挂贴郑氏子孙中举捷报单，经年久毁坏，

部分仍可辨认。倒座三开间单檐硬山顶，脊上装饰福禄寿三圣，现大半放

置杂物。厢楼重檐二开间。正墙门位于偏房西侧，上刻“大夫第”三字，虽敲

毁，遗迹可辨。 

    郑竹房宅院建造规模宏大，用料考究，风格典雅，虽年代久远，整体

保存较好，依然散发江南大户风韵，具有较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保护范围：北侧为建筑本体外墙，东、西各延伸至周边建筑外墙，南

侧至南侧建筑外墙。 

    建设控制地带：东以建筑群东外墙向外延伸 10 米处建筑外墙为界，西

以韩岭村后街下 181 号西侧小弄为界，南以韩岭村后街中 64 号南侧门前小

弄为界，北以北侧小路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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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2韩岭古建筑群-郑竹房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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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 韩岭古建筑群-安房、公懋宅院 

    项目简介：安房、公懋宅院位于东钱湖镇韩岭村后街，座北朝南，安

房在北，公懋在南。 

    据口碑调查，韩岭金氏为村中大族，多深宅大院，保存至今的有著名

的“三盛六房”，均为清代建筑。房名以家族中的排行定名，安房、公懋宅院

即为“三盛六房”之一。因建造年代先后，被称为老屋和新屋，老屋约有 200

年历史，新屋约 160 年历史，新屋主人为老屋主人的后代，新屋定名公懋，

据传由屋主所开设的钱庄名而来。 

    两幢宅院结构相同，均由主楼和东西厢楼组成。主楼五间二弄，厢楼

二开间重檐硬山顶重檐，穿斗结构。前廊东西各开一门，以西大门为正门。

每幢一个大天井，一个后天井，两幢建筑之间既有高墙相隔，又在墙的两

端开门相通。安房占地面积 545.22 平方米，公懋占地面积约 583.16 平方

米。建筑风格朴实，多为组线条纹饰，勾划雄浑有力，整齐而庄重，用料

较大，楼板厚实。安房门面略改，公懋基本无改建，现分别居住 7 户和 2

户，其余空置。安房占地面积 545.22平方米。 

    两幢建筑规模较大，保存较好，是韩岭村古建筑的代表，具有较高的

文物价值。 

    保护范围：东以本体院落外墙为界，南、北各延伸至周边建筑外墙，

西至小溪。 

    建设控制地带：东、西、南至建筑外墙延伸约 10 米处建筑边界，北至

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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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3韩岭古建筑群-安房、公懋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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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4 韩岭古建筑群-花桐殿 

    项目简介：花桐殿位于东钱湖镇韩岭村狮子岩山脚（后街中 101 号），

是韩岭当地的十大景点之一。殿内供奉一女神，人称“花桐娘娘”，传说花桐

娘娘姓周，嫁韩岭金氏，以行医济世被村民尊为仙人，后立殿祭拜。 

    殿座东朝西，单开间，门面及内墙均经过重修，面宽 4.7 米，进深 9.9

米，据殿内石碑所刻文字记载，该殿始于清代，曾在嘉庆年间重修。村人

后来又在旁建房，1988 年再次重修。殿正中悬挂沙孟海先生真迹“花桐古迹”

匾额。 

    该殿历史悠久，且在当地具有较大影响，具有一定的保护价值。 

    保护范围：东南至本体外约 2米处建筑墙体，西北以本体外延伸 5米，

西南至本体外约 3米处建筑外墙，东北至本体外约 5米处建筑外墙。 

    建设控制地带：东南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10米为界，西北以保护范围

向外延伸约 15 米处建筑边线，东北至山脚等高线，西南至道路边界。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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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 韩岭古建筑群-瑚房宅院 

    项目简介：瑚房宅院位于东钱湖镇韩岭村中下 258—260 号。据口碑调

查，韩岭金氏为村中大族，多深宅大院，保存至今的有著名的“三盛六房”，

均为清代建筑，房名以家族中的排行定名，瑚房宅院为“六房”之一。 

    该宅座北朝南，由主楼与东西厢楼组成，占地面积 468.25 平方米。均

为重檐硬山顶，东厢楼大半已改建成新楼房。主楼五开间，穿斗结构，面

宽 23.5 米，进深 5.9 米，明间为堂前，为旧时办婚丧事宜使用，挂“万松

堂”牌匾，后部置阁楼放牌位，经过维修，门面新刷红漆。西厢楼三间一弄，

面宽 11.7 米，进深 6.55 米，基本保持原貌，窗栿精雕细作，牛腿雕刻成

精巧的龙鱼状，廊右侧为整个院落的正门。天井作花坛使用，建筑外墙面

窗饰等经过改建，呈近代风格。 

    该建筑整体格局完整，保存较好，为研究韩岭村古建筑情况及韩岭金

氏家族提供了实物依据。 

    保护范围：东以建筑外墙向外延伸 5 米为界，西、南各向外延伸至周

边建筑外墙，北至河岸。 

    建设控制地带：与大溪洋头相同。东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30 米为界，

西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10 米处建筑外墙为界，北至河流，南至保护范围向

外延伸 10 处建筑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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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5韩岭古建筑群-瑚房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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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6 韩岭古建筑群-大溪洋头 

    项目简介：大溪洋头位于东钱湖镇韩岭村后街，天然形成，形成年代

无考，当地群众或称“大丘秧田”，根据名字推断为古时溪流入海之处或由秧

田演变而来，经地质运动成为池塘。因附近民居集中，成为防火救火取水

之地，遂改名为太平池，并刻名于池塘西面一石壁上。 

    池塘基本呈长方形，南北长 28 米，东西宽 16 米，水不深，东岸南端

有一条进水沟，另一端有一条小渠出水。该池塘年代久远，面积大，水质

良好，且曾为韩岭主要的消防设施，在当地具有较大影响。 

    保护范围：文物本体。 

    建设控制地带：与瑚房宅院相同。东以保护范围延伸 10米为界，南以

保护范围向外延伸至 20米处，西、北均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至建筑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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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6韩岭古建筑群-大溪洋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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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7 韩岭古建筑群-绍房宅院 

    项目简介：绍房宅院位于东钱湖镇韩岭村后街，为韩岭金氏著名的“三

盛六房”之一。据口碑调查，韩岭金氏为村中大族，多深宅大院，保存至今

的有著名的“三盛六房”，均建于清代，房名以家族中的排行定名，绍房宅院

为“六房”之一。 

    院落内主楼一进，西南朝向，七间二弄，重檐硬山顶，穿斗结构，面

宽 32.3 米，进深 8.05 米，用料考究，建造牢固，牛腿镂空雕刻，明间墙

面改建，明间及左次间改铝合金窗，其它基本保持原貌，前廊右侧设边门，

正门位于院落正前，正门两侧的围墙已成为前面两处民宅的后墙。该建筑

整体保存较好，为研究韩岭村古建筑情况及韩岭金氏家族提供了实物依据。 

    保护范围：南为建筑本体，东、西、北向外延伸至旁边建筑外墙。 

    建设控制地带：东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10 米至小弄，西向外延伸至建

筑外墙与全盛宅院建控范围相接，南、北各至邻界建筑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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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7韩岭古建筑群-绍房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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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8 韩岭古建筑群-全盛宅院 

    项目简介：全盛宅院位于东钱湖镇韩岭村中上 16—21号。据口碑调查，

韩岭金氏为村中大族，多深宅大院，保存至今的有著名的“三盛六房”，均为

清代建筑，全盛宅院为“三盛”之一，名称来源于当时屋主所开设的店铺招牌

名。 

    该宅院座北朝南，由主楼和东西厢房组成，占地面积 560.55 平方米。

主楼五间二弄，重檐硬山顶，沿街建造因街的曲折略成平行四边形，穿斗

结构，面宽 29.4 米，进深 8.5 米，其中明间公用放置杂物。厢房单开间，

南面山墙饰观音兜，左厢房南面设边门。天井置花坛二只，水井一口。该

建筑地面全部铺石板，用料考究，南面围墙正中开月洞门，正门位于主楼

东侧。 

    该宅格局完整，建造牢固，曾在 1958 年作食堂使用，历时两年，期间

存在一定破坏，天井西侧的花坛也在此期间遭敲毁，但整体保存较好，为

研究韩岭村古建筑情况及韩岭金氏家族提供了实物依据。 

    保护范围：北至小弄，南至小溪，东、西各向外延伸 5 米为界。 

    建设控制地带：东北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至 30 米处小弄，西南至河对

岸，西北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10 米与大溪洋头建控范围相接，东南延伸至

保护范围外 30 米处建筑外墙边界与绍房宅院建控范围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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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8韩岭古建筑群-全盛宅院

334



124-9 韩岭古建筑群-小沙井 

    项目简介：小沙井位于东钱湖镇韩岭村后街，据口碑调查，挖凿于清

代。井口呈长方形，东西长 1.3 米，南北宽 0.8 米，因年代久远，井口表

层剥落，现边沿新浇水泥加固，外观齐整，井水距离井口约 0.7 米。小沙

井井水冬暖夏凉，以其独特的水质闻名遐迩，在自来水没有进村之前，是

全村一千余户人家的共同饮用水，永不干涸，被喻为“韩岭第一井”。 

    保护范围：东延伸至东侧建筑外墙，西以邻接建筑外墙为界，南北各

向外延伸 5 米为界。 

    建设控制地带：与全盛宅院相同。东北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约 20 米至

小弄，西南至河对岸，西北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约 50 米与大溪洋头建控范

围相接，东南延伸至保护范围外约 20米处建筑外墙边界与绍房宅院建控范

围相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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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9韩岭古建筑群-小沙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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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0 韩岭古建筑群-财房宅院 

    项目简介：财房宅院位于东钱湖镇韩岭村后街，东边与全盛宅院相连，

西侧为村溪。该建筑群历史悠久，格局完整，基本上保持着历史原貌。虽

然有一定的损毁，但是仍然不失为一处研究韩岭村古建筑情况的重要实物。 

    保护范围：东北延伸至河岸，西北、西南、东南各以院落外墙向外延

伸 5 米为界。 

    建设控制地带：东北至河对岸，西北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10 米为界，

西南、东南各延伸至建筑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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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0韩岭古建筑群-财房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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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1 韩岭古建筑群-金氏宗祠 

    项目简介：金氏宗祠位于东钱湖镇韩岭村后街上 63号。据资料记载，

金氏原籍河北，明代初年，金益垕从姚江迁入韩岭，是韩岭金氏的始祖，

明兵部尚书金忠（1351—1415）为金益垕三世孙。金氏宗祠建造于明清年

间，冠名“万松堂”，勉励后代以松树坚忍不拔的风格处事立业。金氏宗祠西

南朝向，原祠建筑雄伟，结构紧密，精雕细作，因年久破败，历代修缮，

最后于 2001年仿古重修，由门厅、正厅和南北厢楼组成四合院，占地面积

1026.48平方米。正厅九开间硬山顶，穿斗抬梁混合式结构，面宽 28.2米，

进深 9.65 米，前廊卷棚顶，梁枋间雕刻花草、人物图案，两侧檐壁有戏曲

人物浮雕图饰，廊两侧设边门。门楼雀饰更为精美，图案丰富，添彩色，

门楼后设戏台，后代取名“金鑫台”，歇山顶，飞檐翘角，梁坊上细刻龙凤、

花卉等图饰。厢楼三开间，八根方柱支撑楼面，上刻纂书对联，二楼与门

楼相连围成看台。柱础形式有鼓形、花篮式等。祠堂内立重修万松堂石碑

两块，位于门厅内侧壁中，一为清道光壬辰岁（1832）所立，一为民国十

九年（1930）年所立。另有一碑立于左厢房内壁，为清咸丰戊午岁九月立，

字迹较难辨认。金氏宗祠曾作生产队仓库使用，现为村中庆典、集会场所。

建筑规模宏大，为研究韩岭金氏家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保护范围：东、南、北各以建筑院墙向外延伸 5 米为界，西以建筑院

墙向外延伸至旁边建筑外墙边界。 

    建设控制地带：东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约 10米处建筑外墙，西以保护

范围向外延伸约 8米处建筑外墙，北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约 20 米处山坡，

南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约 25 米处小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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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1韩岭古建筑群-金氏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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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2 韩岭古建筑群-上酒坊 

    项目简介：上酒坊位于东钱湖镇韩岭村前街上 71—74 号，以世代酿酒

出名。设备已无，大部分已改建成新楼房，现存台门、照壁及房屋若干，

据风格判断为清代建筑。 

    台门座西朝东，面宽 2.3 米，进深 1.5 米，风格古朴，有花纹雕饰。

进门正对面小屋一间，北侧平屋一排，保存较好，由外到内面积逐渐减小。

其中第一间临街，墙体沿街的走向略呈斜面，基础部分块石堆砌，朝街面

另开一门，设柜台卖酒。照壁位于台门前，右侧残损，现存部分长 5 米，

高 3.8 米，厚 0.4米。 

    上酒坊为韩岭古村著名的作坊，具有一定的保存价值。 

    保护范围：东、北至路对面建筑外墙，西、南以建筑本体外墙为界。 

    建设控制地带：东、西以临接建筑外墙为界，南以建筑本体所在外墙

为界，北至路对面建筑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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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2韩岭古建筑群-上酒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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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3 韩岭古建筑群-郑家埠头 

    项目简介：郑家埠头位于东钱湖镇韩岭村前街，南朝溪坑，北为村路，

周围居民房密集。据口碑调查，该埠头建于清代，因附近居民以“郑”姓为主

而得名。埠头狭长，由三块长石合并而成，长 8.5 米，宽 1 米，东西两头

均有四级石阶上路，西侧石阶较窄。溪宽 1.6 米，源于韩岭茅岭墩，在此

处居民屋下形成暗流，溪水清澈，该埠头年代久远，保存较好，为附近村

民提供了洗涤之便。 

    保护范围：南、北以埠头向外延伸 5 米为界，东以邻接建筑的外墙为

界，西延伸至西侧建筑外墙。 

    建设控制地带：东以邻接建筑的外墙为界，西至本体外 10 米处建筑外

墙，南、北各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5米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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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3韩岭古建筑群-郑家埠头

344



124-14 韩岭古建筑群-象坎凹井 

    项目简介：象坎凹井位于东钱湖镇韩岭村前街中段。井口呈长方形，

长 1.8 米，宽 0.55米，井水清澈，距离井口约 0.7 米。井口下方里侧拓宽

呈弧形，使该井体积增大。据口碑调查，该井约挖凿于清代，在自来水没

有进村之前，是附近村民的共同饮用水，保存较好，是韩岭村为数不多的

古井之一。 

    保护范围：西、南以邻接建筑外墙为界，东、北各向外延伸 5 米为界。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东侧建筑东外墙，西至西侧建筑西外墙，北至小

弄北侧建筑外墙，南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约 5米处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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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4韩岭古建筑群-象坎凹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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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5 韩岭古建筑群-上金氏门楼 

    项目简介：上金氏门楼位于东钱湖镇韩岭村前街，座东朝西，据文献

记载，为明代兵部尚书金忠（1351-1415）之兄——白云先生金华的宅第门

楼故址。今与两旁普通民居连为一体。该门楼二开间，硬山顶二层建筑，

穿斗梁架，面宽 7.02 米，进深 7.2米，“金氏门楼”四个金色大字刚劲有力。

右间一楼放置村消防水龙，二楼住人，左间空置，一楼为过路弄堂，铺鹅

卵石路。该门楼整体保存完整，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保护范围：与下金氏门楼相同。西南至道路，东北以本体为界，东南

至东侧建筑外墙，西北至下金氏门楼西侧建筑外墙。 

    建设控制地带：与下金氏门楼相同。东北至小弄，西南至道路，西北

至小弄，东南至上金氏门楼东侧 10 米处建筑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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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5韩岭古建筑群-上金氏门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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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6 韩岭古建筑群-下金氏门楼 

    项目简介：下金氏门楼位于东钱湖镇韩岭村前街，座东朝西，据文献

记载，为明代兵部尚书金忠（1351-1415）的宅第门楼故址。今与两旁普通

民居相连。门楼单开间，硬山顶二层建筑，穿斗梁架，面宽 4.4 米，进深

7.2 米，“金氏门楼”四个金色大字刚劲有力。该门楼建造牢固，整体保存完

好，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门楼后有金氏堂前，相距约 29米，有鹅卵石小路相通，清代建筑风格。

据宁波地方风俗，堂前为同族中的一房操办婚丧事宜使用，单开间硬山顶，

穿斗结构，面宽 4.8 米，进深 10.25 米，后半部屏风隔开，左有偏房，面

宽 3.3 米，该堂前在 2000 年经族人集资修建。 

    保护范围：与上金氏门楼相同。西南至道路，东北至小弄，东南至上

金氏门楼东侧建筑外墙，西北至下金氏门楼西侧建筑外墙。 

    建设控制地带：与上金氏门楼相同。东北至小弄，西南至道路，西北

至小弄，东南至上金氏门楼东侧 10 米处建筑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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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16韩岭古建筑群-下金氏门楼

350



125-1 陶公山古建筑群-洪宸笙墓前建筑 

    项目简介：洪宸笙为宁波早期工商业家，1935 年出任宁波太丰面粉厂

总经理。其墓庄位于宁波市东钱湖镇建设村大岙底山脚下，墓庄整体座北

朝南，背靠陶公山，面朝东钱湖，视野开阔，地理位置优越，为其生前亲

自选址建造，建寿坟，并在墓庄旁边建造“宸笙学校”，资助民生。 

    其墓庄在文革时期被毁，现存石阶、护拦及西式建筑一幢，该建筑进

深 2 开间，面宽 3 开间，外墙清水实叠墙，极具西洋风格，原为管理和祭

祀用房，现内部改建。 

    洪宸笙去世后未葬于此，葬于今宁波宝幢，留下月湖“洪宅”等一批产业，

东钱湖建设村的墓庄为其生平事迹的实物例证。 

    保护范围：西、南、北向外延伸 5 米为界，东延伸至东侧建筑外墙。 

    建设控制地带：东向外延伸至小弄，西侧以保护范围为界向外延伸 10

米，南侧以保护范围为界向外延伸 10米与东侧建筑外墙延伸线平齐，北侧

以保护范围为界向外延伸 2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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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陶公山古建筑群-洪宸笙墓前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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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 陶公山古建筑群-珠山头 15 号宅院 

    项目简介：珠山头宅院位于东钱湖镇建设村珠山头 15 号，朝东南，由

倒座、主楼和东西厢楼组成四合院。主楼五开间二层楼房，重檐硬山顶，

晚清建筑风格，穿斗结构，面宽 20.15 米，进深 9.25 米，牛腿雕刻成兽头

状，雀替略有雕饰，主楼内部略改建。倒座与东西厢楼相连，略晚建造，

呈民国风格，倒座中间大门饰冰裂纹。外墙拱圈门，饰玫瑰碎花。 

    该宅为屋主祖传，现由其同宗堂兄弟共同保管，建筑规整，布局合理，

保存较好，是晚清时期典型的村落建筑。该宅西侧有一堵石墙，上书“珠山

里”。 

    保护范围：东为建筑本体，西、北各向外延伸至旁边建筑外墙，南延

伸至花坛。 

    建设控制地带：东、西、北各以所邻接建筑外墙为界，南至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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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陶公山古建筑群-珠山头15号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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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 陶公山古建筑群-史长发当店旧址 

    项目简介：史长发当店位于东钱湖镇利民村史家湾，清末至民国初期

建筑风格，朝东北，由主楼、东西厢搂和后天井两侧厢房组成院落，占地

面积 416.07平方米。 

    主楼五开间重檐硬山顶，穿斗结构，面宽 20.1 米，进深 10.15 米，每

间后半部有楼梯通二楼，门窗及屋内地坪改建较多，雕饰简单，牛腿素面，

西面设边门。东西厢搂二楼阳台饰瓶式栏杆，檐下雕饰花草，均与主楼相

连，其中东侧厢楼底层门板朝天井侧墨书“廉”字，门板可卸，便于旧时操办

婚丧事宜，另一侧为整幢建筑的正门。主楼后有小天井，两侧各设单檐厢

房一间。 

    据口碑调查，当店第一代店主史长发，后将当店传于三个儿子共同经

营。整幢建筑功能齐全，保存基本完好，是东钱湖地区金融业发展的重要

遗迹。 

    保护范围：东、南各延伸至建筑边界，西向外延伸 5 米，北侧至道路

边界。 

    建设控制地带：东、西、南各以所邻接建筑外墙为界，北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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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3陶公山古建筑群-史长发当店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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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4 陶公山古建筑群-史家湾 48-51 号民宅 

    项目简介：史家湾 48—51 号民宅位于宁波市东钱湖镇利民村史家湾

48-51 号，东北朝向，建筑风格为晚清时期的传统民居建筑，占地面积约

399 平方米。主楼五开间重檐硬山顶，穿斗结构，进深 10.45米，面宽 19.85

米。明间中层无楼板，为旧时操办婚丧事宜使用，进深相比其他各间向内

推进 1.4 米，左右次间门在其左右两侧相对而设。建筑风格古朴，以素面

为主。天井地面铺小石块，两侧原各有单檐厢房一间，右侧已倒，留左侧

一间，大门位于天井东面。院落外侧墙角立石一块，上刻“忻史公墙界”。整

座建筑功能齐全，因多间屋主旅居上海使建筑较好地保留了原来的面貌，

是晚清时期典型的浙东传统民居建筑。 

    保护范围：北侧为建筑本体，东至东侧建筑外墙，南以本体外 5 米为

界，西至小溪。 

    建设控制地带：东、西各以所邻接建筑外墙为界，北至道路，南以保

护范围向外延伸 10米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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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4陶公山古建筑群-史家湾48-51号民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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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5 陶公山古建筑群-史家湾 53-57 号民宅 

    项目简介：史家宅院位于东钱湖镇利民村史家湾 53-57 号，建筑风格

为晚清时期的传统民居建筑，朝东北，由主楼和前后天井的四间厢房组成

院落，占地面积 459.8 平方米。 

    主楼五开间重檐硬山顶，穿斗结构，面宽 20.9 米，进深 13.6 米，每

间后半部有楼梯通二楼，除左梢间基本无改建外，其余各间门窗及屋内地

坪、墙面等改建较多。主楼前、后各有天井，每个天井两侧各设单檐厢房

一间。前廊及天井地面均铺青石板，大门位于前廊东面。整座建筑建造牢

固，功能齐全，是晚清时期典型的浙东传统民居建筑。 

    保护范围：南、北两侧为建筑本体，东至东侧建筑外墙，西至小溪。 

    建设控制地带：东、西各以所邻接建筑外墙为界，北至道路，南以保

护范围向外延伸 10米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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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5陶公山古建筑群-史家湾53-57号民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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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6 陶公山古建筑群-许家大屋 

    项目简介：许家大屋位于东钱湖镇陶公村许家 206 号，西南朝向，据

建筑风格判断为清晚期建筑，由主楼、倒座和东西厢楼组成四合院式格局，

总占地面积 790.63平方米。 

    主楼七开间，重檐硬山顶，穿斗梁架，面宽 27.4 米，进深 9.05 米。

风格古朴，前廊单步月梁，牛腿和雀替略有雕饰，除明间屋顶稍有塌陷外，

其余保存较好。天井两侧重檐厢楼，二开间，均有所改建。倒座略晚增建，

前为砖雕门楼，西侧另有一台门，围墙已破损。 

    该宅因建造规模大，被当地人称为“大屋里”，布局合理，是晚清时期典

型的村落建筑。 

    保护范围：四至各向外延伸至旁边建筑外墙。 

    建设控制地带：四至各以所邻接建筑外墙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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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6陶公山古建筑群-许家大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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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7 陶公山古建筑群-王家 2 号民宅 

    项目简介：王家民宅（2 号）位于东钱湖镇建设村王家，座北朝南，据

屋主介绍，建于 1948 年。 

    主楼为三开间二层楼房，硬山顶，面宽 12.05 米，进深 6.8 米，抬梁

结构。明间屏风墨书家训，后半部设楼梯，饰瓶式扶手，由屋内往外看，

花格门窗上的玻璃呈现彩色，色彩鲜艳，极精致美观，且保存完好。前廊

雀替雕饰花草，二楼通排瓶式栏杆。天井水磨汀石板雕饰小花纹，后有小

天井，两侧各有厢房一间。外墙实叠墙，饰拱圈窗。 

    据口碑调查，该宅系上海资本家名王豪德建造，曾为大公乡政府办公

点，后又作村办公室、医院等，曾有电视剧《华罗庚》剧组在此取景。该

宅保存完好，做工考究，在当地保存至今的民国建筑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保护范围：北以建筑本体为界，东、西、南各延伸至旁边建筑外墙。 

    建设控制地带：西、南、北以保护范围所邻接建筑外墙为界，东侧与

保护范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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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7陶公山古建筑群-王家2号民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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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8 陶公山古建筑群-王氏宗祠 

    项目简介：建设村王氏宗祠位于宁波市东钱湖镇建设村王家 72号，据

祠堂内资料介绍，建于清代，民国八年重修。建筑为五开间四合院，东南

朝向，由门厅、正厅和两侧厢楼组成，占地面积 578.85㎡。 

    门厅和正厅均为重檐硬山顶建筑，正厅面宽 17m，进深 6.65m，穿斗抬

梁混合式结构，建筑内鼓形柱础体量硕大，饰覆盆式柱顶石。前廊卷棚顶，

檐柱为龙鱼状牛腿，梁枋间雕饰有凤凰、花卉及人物故事图，雕刻精美。

廊柱均为花篮式柱础，镂空雕饰，极为精美。 

    据考证，王氏原籍山西太原，在明天顺年间迁居陶公山。解放后祠堂

曾作国有粮站和供销社使用，改革开放后复原，由子孙出资重修，现为建

设村老年活动室。 

    保护范围：北以建筑本体为界，东、西各延伸至旁边建筑外墙，南以

本体外 5米为界。 

    建设控制地带：东以建设村王家 99 号东侧小弄为界，西以建设村王家

40 号东侧小弄为界，南至本体外 7米处，北至建筑外墙外 10米处小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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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8陶公山古建筑群-王氏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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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9 陶公山古建筑群-胡公祠及亭 

    项目简介：胡公祠及亭位于东钱湖镇利民村曹家山头，座北朝南，由

殿堂、亭子组成，占地面积约 66平方米。据建筑风格判断，为清晚期建筑。 

    殿堂单开间硬山顶，穿斗式梁架，面宽 4.95米，进深 6.1 米，建筑风

格古朴、雕饰精美。亭为单开间抬梁式，歇山顶（九脊顶），南北长 6 米，

东西宽 5.5 米，顶部正脊上雕刻有“风调雨顺”字样。 

    该祠及亭建造年代较早，且在当地有较大影响，具有一定的保护价值。 

    保护范围：西侧以建筑本体为界，东、南、北各向外延伸 5米为界。 

    建设控制地带：东、南、北各以保护范围向外 10 米为界，西至保护范

围外 15 米处小弄。 

367



125-9陶公山古建筑群-胡公祠及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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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0 陶公山古建筑群-曹氏宅院 

    项目简介：曹氏宅院位于东钱湖镇利民村，座北朝南，临湖而建，由

五开间主楼、后楼和两侧厢房组成院落，占地面积 638.6 平方米。主楼为

框架结构，面宽五开间，前为厅堂，厅堂设戏台，两边住宅，室内均为泥

满顶，东厢房屋顶稍有塌陷，前面围墙东侧开有一门。 

    据口碑调查，该宅建于 1936 年，原主人名“曹兰欣”，后作曹家小学，

现为利民村村委会，因门面带有西洋式风格，被当地人称为曹兰欣洋房。 

    保护范围：东侧向外延伸 5 米，西、南、北向外延伸至旁边建筑外墙。 

    建设控制地带：东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10 米为界，西、南、北以保护

范围所邻接建筑外墙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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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1 陶公山古建筑群-候舟亭 

    项目简介：候舟亭位于东钱湖镇利民村张万岭底，座北朝南，据风格

判断为清代建筑。亭单开间硬山顶，转木结构，四面敞开，长 3.4 米，宽

3.3 米，顶部以下四根石柱支撑，柱上刻对联，东、西、北三面设石凳。旧

时亭东面有航船停靠点，该亭既为村民候舟使用，又为途径张万岭的赶路

者提供休息场所，建造牢固，是东钱湖一带保存较好的路亭之一。 

    保护范围：东、西、北向外延伸 5 米，南至道路边线。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湖边，西、南、北三个方向以建筑本体各向外延

伸 20米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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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12 陶公山古建筑群-许氏宗祠 

    项目简介：许氏宗祠又称慎德堂，位于东钱湖镇陶公村，西南朝向，

据口碑调查，建于民国时期。正厅三开间，重檐硬山顶，硬山面饰二级马

头墙，进深 8.4 米，面宽 9.9 米。明间抬梁结构，次间穿斗结构。前廊卷

棚顶，梁坊间雕饰人物故事图，内容丰富，手法精细，雀替饰凤凰图案，

柱础有鼓形和花篮式两种。正厅左右两侧各有偏房一间。 

    据查，许氏原籍福建，于明代迁移至此。许氏宗祠现为村中老年活动

室及许氏操办婚丧事宜使用，最近一次于 1996 年重修，整体保存较好。 

    保护范围：四至各向外延伸至旁边建筑外墙。 

    建设控制地带：北与保护范围相同，东、西、南以保护范围所邻接建

筑外墙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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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3 陶公山古建筑群-青山鲍王殿 

    项目简介：青山鲍王祠位于东钱湖镇陶公村忻家 707 号，座北朝南，

晚清建筑风格，该庙堂为村民纪念鲍盖而建。鲍盖(?-316年)，后汉鄮邑人，

任鄮县县吏，居高钱青山村（今东钱湖镇梅湖村），因将官府粮食赈济灾民，

无法交差而投江自尽，被奉为东钱湖的“画船菩萨”，因此青山鲍王祠也叫“忻

家画船殿”。 

    庙堂由大殿及偏房组成院落，占地面积 192.3 平方米。正门经石阶而

上，大殿单开间，硬山顶重檐高平屋，进深 8.9 米，面宽 6 米，内设佛龛，

内部改建。左旁有偏房一间，重檐二层建筑，进深 6.7米，面宽 4.05 米。

正殿右边设有小弄，宽 2.1 米，通后门，外墙基础部分为乱石堆砌，上端

实叠墙，整体保存较好。 

    旧时陶公山每年九月半举行庙会，又做戏文，又赛龙舟，抬出画船菩

萨巡游，因此该祠在当地具有一定影响力，是反映当地民俗的实物资料。 

    保护范围：东、北向外延伸 5米为界，南侧至建筑外墙。 

    建设控制地带：西、北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10 米为界，东、南以保护

范围邻接建筑外墙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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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 陶公山古建筑群-陶公梅泉 

    项目简介：梅泉位于东钱湖镇陶公村梅树下，据口碑调查，最早开凿

于清代。井口长方形倒小角，长 1.55 米，宽 0.85 米，井圈高 0.3 米，井

水距离井口约 1.8米，井水水质因上世纪 60 年代山上建宁波师范学院校舍

破坏变浑浊。 

    井旁立碑，高约 2 米，宽 1.6 米，厚 0.4 米，分上中下三段，下段为

基座，中段刻“梅泉”两个大字，上款为“乙亥仲夏”，落款为“魏友棐题”。魏

友棐先生（1909—1953）为著名书法篆刻家，“梅泉”为 1935 年题。上段右

侧横刻“天然井”三个大字，右侧小字述梅泉渊源，因风化严重，难以完全辨

认。 

    该井井口造型美观，井与碑用料厚实，且有文字记载及名人题刻，具

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保护范围：西北、西南向外延伸 10 米，东南向外延伸 5 米至建筑外墙，

东北以邻接建筑外墙为界。 

    建设控制地带：西南、东南以保护范围所邻接建筑外墙为界，东北至

保护范围外约 20 米处，西北至保护范围外约 10 米处山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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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 殷家湾古建筑群-郑氏宗祠 

    项目简介：郑氏宗祠位于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东钱湖镇莫枝村，

祠堂座北朝南，南北长 57.5m，东西宽 35.25m，依次分布着石栅栏、正门、

门厅、东西厢房和正厅，其中门厅和正厅两侧又各有偏房及跨院，廊厦错

落，素有“九进十明堂”之称。据考，现宗祠为清道光年间重建，建筑规模之

大在宁波市祠堂建筑中尚属首例。 

    门厅和正厅均为五开间硬山顶，用料硕大，穿斗抬梁混合式结构。门

厅前廊卷棚，山墙为观音兜，正厅前廊双卷棚，梁枋间雕刻云彩、花草、

人物、禽兽等各类图饰，内容丰富，雕刻精美，廊柱花篮式柱础，雕刻如

意纹图案。东西跨院三开间，前各有分隔墙，开圆拱门，更添建筑层次感。

三开间砖雕正门，祠堂前广场旗杆冲天，高墙耸立。 

    据记载，殷湾郑姓原籍河南荥阳，明洪武初，迁殷湾西村（今属莫枝

村），遂建祠于现址，距今已有 600多年历史，清道光年间重建，因年久失

修，1999 年郑氏子孙筹资六十余万，由临海古建筑公司按原貌修缮。 

    保护范围：东、西各延伸至旁边建筑外墙，南向外延伸至 15 米处，北

向外延伸至 5 米处。 

    建设控制地带：东、西、北以保护范围所邻接建筑外墙为界，南侧以

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10 米处建筑外墙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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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2殷家湾古建筑群-郑氏宗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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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3 殷家湾古建筑群-新祥兴走马楼 

    项目简介：新祥兴走马楼位于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东钱湖镇殷湾

村新祥兴 1—12 号，座东朝西。整座建筑总占地面积 799.75m2，由倒座、

主楼及南北两侧厢楼组成，前、中、后三个天井，最南侧有石板路通正墙

门。墙门呈西式风格，门楣上刻“亦爱吾庐”四字。主楼和倒座结构一致，均

为五开间硬山顶二层楼房，面宽 21.8m，进深 7.8m，穿斗结构。建筑通排

花格门窗保存完整，二楼阳台四面均饰瓶式栏杆，檐下较多雕饰。 

    据口碑调查，该建筑建于 1923 年，原屋主孙祖英，早年在武汉、上海

一带经商，并入股“上海三友实业社”，同时在家乡殷湾开大型酒坊。此建筑

分于其第一、第二子居住，文革期间，后楼有三间改为公产，后卖于个人，

其余房屋由后代居住，部分出租。整座建筑格局规整，做工考究，保存完

好，具有较高的科学与艺术价值。 

    保护范围：东、西两侧延伸至旁边建筑，南、北两侧向外延伸 5 米。 

    建设控制地带：西至小弄，东、南至保护范围邻接建筑外墙，北以保

护范围向外延伸 10米处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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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3殷家湾古建筑群-新祥兴走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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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4 殷家湾古建筑群-四古山 79 号走马楼 

    项目简介：四古山 79 号走马楼位于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东钱湖镇

莫枝村四古山，座西朝东，民国建筑风格。倒座和主楼均为硬山顶二开间

二层楼房，穿斗结构，倒座面宽 8.5m，进深 6.4m，主楼面宽 8.5m，进深

7.4m。二楼有过街楼连接前后两进，使二楼四周贯通，四面均饰瓶式栏杆。

倒座与主楼之间天井，墙门位于天井北侧，南侧墙面开两个圆拱形孔，利

用该建筑与邻屋间的狭小通道放置水缸，方便取水。该走马楼结构稳固，

形制精巧，保存较好，对研究民国时期的建筑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保护范围：西南、西北以建筑本体为界，东南向外延伸 5 米，东北延

伸至建筑外墙。 

    建设控制地带：四至均至周边小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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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4殷家湾古建筑群-四古山79号走马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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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5 殷家湾古建筑群-殷湾村廿四间宅院 

    项目简介：殷湾村廿四间宅院位于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东钱湖镇

殷湾村廿四间 129 弄 1—24 号，座西朝东，据风格判断为清中早期建筑。

整座宅院南北长 38.3m，东西宽 35.35m，由倒座、主楼和南北两侧厢楼组

成四合院，南北两侧朝路面大小两个墙门，中、后两个天井。均为硬山顶

重檐楼房，穿斗结构，建筑紧凑，屋顶坡度较缓，二楼四面贯通，共二十

四间，因此得名。其中厢楼七开间。 

    主楼和倒座五开间，除主楼明间为堂前外，其余居住。月梁、牛腿等

素面无装饰。该建筑地面全部铺石板，用料大而考究，门窗、结构保存完

整。据初步考证，原屋主郑公文，为殷湾早期有名的生意人。廿四间宅院

在当地建造规模宏大，具有较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保护范围：四至均向外延伸至旁边建筑外墙。 

    建设控制地带：南至保护范围外 10 米处小弄，东、西、北至保护范围

所邻接建筑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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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5殷家湾古建筑群-殷湾村廿四间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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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6 殷家湾古建筑群-老廿四间宅院 

    项目简介：老廿四间宅院位于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东钱湖镇莫枝

村西村 175 弄，座北朝南，据建筑风格判断，建于清中早期。整座建筑由

倒座、主楼和东西厢楼组成四合院，前、中、后三个天井，南北长 33m，东

西宽 26.2m。均为硬山顶重檐楼房，穿斗结构，建筑紧凑，屋顶坡度较缓，

二楼四面贯通。其中主楼与倒座均五间二弄，两侧厢楼各七开间，主楼与

倒座明间均为堂前。该宅院地面全部铺石板，用料较大，整体结构保存完

整，具有一定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据初步考证，该宅原为房主郑公文（殷湾早期有名的生意人）居住，

后因儿子娶妻，在殷湾村建宅院一处，俗称“廿四间”，形制与该宅相似，规

模与用料均胜于该宅，该宅便被当地称为“老廿四间”。该宅院建筑规模大，

建造年代较早，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保护范围：东、南以建筑本体为界，北至本体外 5 米处山坡，西侧延

伸至旁边建筑外墙。 

    建设控制地带：东、西、南至保护范围所邻接建筑外墙，北以保护范

围外 10 米处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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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6殷家湾古建筑群-老廿四间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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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7 殷家湾古建筑群-西村郑氏大院 

    项目简介：郑氏大院位于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东钱湖镇莫枝西村

63-69 号。该宅座东朝西，晚清建筑风格，由主楼及前后四处厢房组成，占

地面积 748.48m2。 

    门靠路，设小天井，经石阶而上，左右各设马房，别具一格。再进入

主体院落，主楼五间二弄，重檐硬山顶，左面山墙保留二级马头墙，穿斗

结构，面宽 24.5m，进深 8.6m。明间堂前，堂前后门对称两道砖墙，饰砖

雕花形窗，后有祭台类建筑，这在当地传统民居中较为少见。主楼前两侧

有二开间单檐厢房，其中右侧已改建成楼房，并将右侧马房位置占用，后

两侧二开间厢楼，一楼门窗饰冰裂纹。 

    据口碑调查，该建筑为屋主郑雄大祖上留传，一半已变卖，堂前归村

所有。建筑规模较大，功能齐全，用料较为考究，整体保存较好，具有较

高的文物价值。 

    保护范围：东以建筑本体为界，西、南、北向外延伸至周边建筑外墙。 

    建设控制地带：四至均至保护范围所邻接建筑外墙。 

389



126-7殷家湾古建筑群-西村郑氏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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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8 殷家湾古建筑群-项氏宗祠 

    项目简介：项氏宗祠位于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东钱湖镇莫枝西村

（原殷湾西村），座东朝西，背靠平满山，东西长 38.2m，南北宽 15.6m，

规模较大。门厅、正厅依山势次第升高，两侧各有厢房，门厅前置三级平

台，更显祠堂庄严之感。正厅三开间硬山顶，穿斗抬梁混合式结构，面宽

10m，进深 7.1m，后部放祖上牌位。门厅前后均有廊，卷棚顶，梁枋间雕刻

花草、鱼虫、人物等图案，花篮式柱础，雕饰如意纹，檐下彩绘三国人物

故事图。祠堂前平台处有古樟树，与祠堂同岁。 

    据资料记载，项姓源于河南，得姓于春秋，秦汉之际名声大振，明清

之际在全国分布范围不断扩大，尤以浙江、江苏为多。殷湾项姓始于明清

之际，祠堂几经修建，最近一次于 1996 年由后代子孙筹资整修。该宗祠规

模较大，风格独特，具有较高的保护价值。 

    保护范围：西以门前小路为界，东、南、北各延伸至周边建筑外墙。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山脚，西至湖边，南以西村 7 号南侧小弄为界，

北至渔源路 138 弄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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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9 殷家湾古建筑群-万里里宅院 

    项目简介：万里里宅院位于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东钱湖镇莫枝西

村万里里 91弄，清代传统民居建筑风格，座北朝南，由主楼和东西厢楼组

成院落，占地面积 831.57m2。主楼三开间重檐硬山顶，穿斗式结构，面宽

12.8m，进深 8.75m，明间堂前，后为小天井。东西厢楼各五间一弄，面宽

20.55m，面宽 7.6m，延伸至后墙，靠后墙处饰二级马头墙。主体院落前另

有一小天井。 

    该宅规模较大，用料考究，地栿处每隔 2 米左右饰一镂空雕刻图案。

据查，该宅为旧时地主产业，后变卖于个人。 

    保护范围：西南、西北以建筑本体为界，东北、东南向外延伸 5 米。 

    建设控制地带：东北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10米为界，西南、东南、西

北均以保护范围所邻接建筑外墙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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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0 殷家湾古建筑群-殷湾村石鼓门

   项目简介：石鼓门地处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东钱湖镇殷湾村，因

弄堂进门处的一对石鼓而得名。弄东南朝向，宽 3.4m。大门已毁，现存石

鼓及石凳各一对，据工艺判断，为清代雕刻。石鼓总高 1.3m，基座长 0.95m，

宽 0.3m，鼓形直径 0.7m。石凳长 1.7m，宽 0.35m，高 0.45m，四脚为兽脚

雕饰，脚爪、脚趾形象逼真，栩栩如生。该处石鼓、石凳做工细致，保存

完好，石凳不曾多见，有较高的保护价值。 

   保护范围：南、北以本体为界，东、西各向外延伸约 5 米。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小弄，西与保护范围相同，南、北至所邻接建筑

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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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1 殷家湾古建筑群-天德房 197 号民宅

   项目简介：天德房位于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东钱湖镇殷湾村 197

号，据风格判断，为民国初期建筑，座北朝南，由倒座和主楼组成，占地

195 平方米。主楼因地势高出天井地面约 0.6 米，二间一弄，硬山顶重檐二

层楼房，穿斗结构，面宽 9.5 米，进深 6.7 米，月梁及牛腿均素面无装饰，

最东侧连接一小间，放置杂物，进深 1.2 米，原有小拱门通后，现堵塞。

主楼屋内水磨汀地面，保存完好。倒座部分墙面因翻修而改建。墙门位于

天井东侧，雕刻刘关张三尊石像，头部敲毁。整座建筑精致小巧，保存较

好，具有一定的文物价值。 

   保护范围：西、北为建筑本体，东延伸至建筑外墙，南向外延伸 5米。 

   建设控制地带：东、西各至两侧小弄，南、北以保护范围所邻接建筑

外墙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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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12 殷家湾古建筑群-通德堂宅第 

    项目简介：通德堂宅第位于宁波市东钱湖旅游度假区东钱湖镇殷湾村

大房 159 弄，据建筑风格判断，建于晚清时期。该堂为殷湾村郑氏大房堂

前，按宁波地方传统，村以下为族，族设“祠堂”，族以下是房，房设“堂前”，

一房的事情在堂前里办，旧时堂前基本为操办婚丧事宜使用。 

    现存建筑包括串堂和后堂，东南朝向。串堂单开间，重檐硬山顶，穿

斗结构，进深五柱，靠墙两侧通排木凳。相距 11米之后是后堂，单开间硬

山，穿斗结构，进深七柱。 

    据查，郑氏原籍河南荥阳，现为殷湾村最大的姓氏，分大房、二房和

三房。通德堂曾被生产队用作仓库，放置农具，现为附近村民操办婚丧事

使用，为郑氏保存下来的较完整的堂前。 

    保护范围：南北以建筑本体为界，东西以本体向外延伸 5 米为界。 

    建设控制地带：南、北以保护范围外约 17 米处建筑外墙为界，东至东

侧小路，西至保护范围外约 25米处建筑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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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 俞塘裴君庙 

    项目简介：俞塘裴君庙位于东钱湖镇俞塘村，据俞塘村《俞氏宗谱》

记载，始建于清顺治年间，民国十年（1921 年）重修保存至今。 

    该庙西南朝向，五开间四合院，由门楼、大殿和两侧厢楼组成院落，

占地面积 753.14 平方米。主楼硬山顶，面宽 22.2 米，进深 9.3 米，穿斗

结构。较为精致的是前廊与戏台，前廊檐柱为龙鱼状牛腿，梁枋间有雕刻

精细的云彩、花草、人物禽兽等各类图饰，花篮式柱础，雕刻精致，戏台

设于门楼后，顶为藻井式，台檐梁坊用花卉雕饰，工艺较为精致。 

    该庙为东钱湖沿湖十八裴君庙之一，相传唐代浙东观察使裴肃平叛有

功，成了东钱湖的民间保护神，百姓感德，在东钱湖边建了十八座裴君庙。

俞塘裴君庙保存完整，规模大，建筑规格高，具有较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保护范围：北以建筑本体为界，东至东侧小弄，南至道路中心线，西

侧延伸至旁边建筑外墙。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东侧小弄，西以俞塘村 18 号东侧小弄为界，南至

大门外约 10米处，北至本体外约 30 米处建筑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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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仇悆墓道石刻 

    项目简介：仇愈，据资料记载为宋宝文阁学士、两知明州兼制置使，

卒后葬于东钱湖，生卒年月不详。 

    仇愈墓道位于东钱湖镇上水村沙家山西井畈，墓道朝东南，位于竹林

内，墓室被毁，现存石刻五件，均倒于地。其中武将一对，一俯卧一仰卧，

身高在 2.5 米左右。石马一对（其中一只无头残损），体长 1.6 米，高 1.3

米，雕刻古朴。石虎一只，高 1.1米，粗壮雄健，背部肌肉凸起。 

    该组石刻雕刻精细，造型适中，视其工艺判断为南宋早期雕刻作品，

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保护范围：南、北方向以石刻向外延伸 5 米，东、西方向向外延伸至

约 10米等高线处。 

    建设控制地带：南、北方向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10米，东、西方向以

保护范围向外延伸至约 20 米等高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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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9 三夹岙青花窑址 

    项目简介：三夹岙青花瓷窑址位于东钱湖镇前堰头村三夹岙。窑址分

布长约 100 米，宽约 80 米，总占地面积约 8000 平方米，沿山坡分布，且

瓷片废品堆积较厚，约为 2.5 米，因开山造路，山坡旁沿山小路均散落着

瓷器。从现场发现的青花瓷片中分析，为明代窑址，碗为该窑的大众产品，

盆、盘也较多，为民窑。据考证，此窑址为宁波市迄今发现的最好的青花

窑址。 

    保护范围：南、北以本体向外延伸约 15 米等高线处为界，东、西以本

体向外延伸 15 米为界。 

    建设控制地带：东、西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30 米为界，南、北以保护

范围向外延伸 30 米处等高线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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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刀子山窑址 

    项目简介：刀子山窑址位于东钱湖镇西村刀子山西北坡，窑址分布东

西约 80 米，南北约 50 米，总占地面积约 4000 平方米。堆积层较厚，沿山

坡分布，尚未发现窑坊作坊。部分堆积已毁坏，但烧土、窑具和瓷片仍可

见到，主要产品有碗、盂、盘、钵、罐等，以素面为主。经考证，年代在

五代至北宋之间。 

    据资料记载，东钱湖窑场是越窑的重要组成部分，瓷器生产历史悠久，

东汉时已烧制青瓷器，是我国青瓷的发源地之一。五代两宋时期，是东钱

湖沿岸瓷器生产的鼎盛阶段，东钱湖地区成为越窑青瓷的主要产地之一。

刀子山窑址的发现，将为发掘和研究东钱湖越窑青瓷的历史脉络提供实物

资料。 

    保护范围：东、西、北以窑址各向外延伸 20米为界，南至窑址外约 20

米处等高线。 

    建设控制地带：东、南、北三个方向以窑址边界向外延伸 40 米为界，

西至海天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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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亭溪岭营垒及祥云亭 

    项目简介：亭溪岭土城墙位于东钱湖镇城杨村，南北向横跨于亭溪岭

巅，长约 300 米，宽 3.8 米，高 3 米，边缘块石堆砌，中间用黄泥填筑，

城墙后有一片大平地。亭溪岭古道从城墙中部穿过，西为横溪，东为城杨。

据口碑调查该城墙为清末太平军与清军交战时所留，有待考证。该城墙建

造于山顶关隘处，规模宏大，形制完整，具有较高的研究和保存价值。 

保护范围： 

亭溪岭营垒：东、西、南、北以营垒各向外延伸 5 米为界。 

祥云亭：以本体向外延伸 5米为界。 

建设控制地带： 

亭溪岭营垒：以营垒本体为中心，左右两侧各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50

米为界，前后两边各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20 米为界。 

祥云亭：东、西、南、北以建筑本体为中心各向外延伸 10 米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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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新区部分 

132 龙山古墓葬群 

    项目简介：龙山墓葬群共清理出三座东晋纪年墓和一座东汉墓葬，虽

都曾被盗，但也清理出瓷器数件。四座墓葬中，一号墓为船形墓，墓室内

置棺床，后壁设直棂假窗，侧壁设壁龛，甬道前设排水沟，规格较高；二

号墓为刀形墓，甬道前设排水沟，墓室内出土四系罐和钵两件瓷器；三号

墓为长方形单室墓，规格较小且破坏严重。这三座墓分别出有“晋太元二十

一年”（公元 396 年）、“永和十一年”（公元 355年）和“太元十四年”（公元

389 年）铭文砖，均为东晋时期的墓葬，距今已有一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四

号墓为凸字形单室券顶墓，甬道前设排水沟，墓葬除甬道被破坏外，墓室

保存较好，但也被盗过，从墓葬填土中发现的硬陶片可以辨析出此墓葬年

代应为东汉时期。 

保护范围： 

北侧墓葬：东、西以本体向外延伸 5米为界，南、北以本体向外延伸 5

米处等高线为界。 

南侧墓葬：东、西、南以本体向外延伸 50 米为界，北至山脚处等高线。 

    建设控制地带：东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 10 处为界，西以保护范围向外

延伸 15 米处为界，北以保护范围向外延伸至 10 米处等高线，南延伸至山

脚等高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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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求精学堂 

    项目简介：求精学堂由谢天赐于清光绪 34 年（公园 19.8 年）在西方

寺址上捐资新建，院小区南侧为操场等，已改建为道路。现存校舍坐北朝

南，为原学堂的北侧校区。由前幢西式教学楼，后幢由西方寺大殿改建的

中式礼堂，礼堂两侧由原厢房改建的教室，及礼堂西侧当年作为教室宿舍

的平房所组成。 

    求精学堂作为一所具有百年历史的学校，培养了中科院院士戚正武、

工程院院士郁铭芳，广州起义烈士沙文求等。且近现代书法大师沙孟海曾

在此任教。学校对研究宁波的近现代教育及“宁波帮”的历史有着深远的意

义。 

    保护范围：东至求精路西侧，北、西、南至本体外延伸 5 米。 

    建设控制地带：东至求精路西侧，北、西至保护范围外 10 米，南至本

体外 25 米处绿化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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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北仑区部分 

134 大榭革命烈士陵园 

    项目简介：大榭革命烈士陵园主要安葬的是 1949 年 8 月解放大榭岛中

牺牲的烈士。陵园位于大榭黄峙岭中部。曾在 1983 年、1992 年、1995 年

三次相继进行扩建和修建，现在陵园占地约 7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350 平

方米。 

    整座陵园座落于将军山和七顶山之间的一个称为黄峙岭的山谷，陵园

座北朝南，由纪念塔和墓区组成，四周为石砌围墙，长 200 米，高 1 米。

黑色花岗石三台四面八棱纪念碑高 6.2 米，底宽 3.2 米，宽 1 米，正面镌

刻“革命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背面刻有“解放大榭岛战斗简介”。 

    纪念碑北侧为墓园，依山势而建，共分四层，中轴线为石质墓道，最

底下两层两侧各为 10 位、9 位、有姓名的烈士墓。第三层左右各 8 位无名

烈士墓，顶层东侧为大榭渡海战主功团团长周志诚烈士墓，及一块原国防

部长张爱萍题写的“渡海第一仗”碑。西侧为洛阳营营长林茂诚烈士墓，及一

块原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张明题写的“血洒东海”碑。墓园内共安葬 54 位烈士

的遗骨（后增林茂成、周志诚二穴）。1996年，由北仑区人民政府、区委联

合命名其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大榭革命烈士陵园是大榭解放的历史见证，也是进行爱国主义的教育

场所。 

    保护范围：陵园本体外延伸 5米。 

    建设控制地带：东以陵园东侧公路为界，西至陵园本体向西约 37 米处

等高线，南至水库南边，北至陵园北侧约 20 米处等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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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抗日战争时期定海县政府旧址 

    项目简介：抗日战争时期定海县政府旧址位于大榭开发区东岙村。旧

址为坐西朝东的三合院建筑，正门朝北。由正屋、左右两厢房及后屋所构

成。正屋面宽五间二弄，进深六开间，穿斗式平房，硬山顶，内有阁楼。

正屋和北厢房保存完好，南厢房及后屋已改建。 

    建筑原为戴氏住处，今仍为戴氏后代居住。据戴氏后人介绍，1939 年

6 月 23 日，定海县（今舟山市）县政府因避日寇，搬迁至此。数月后，又

迁往柴桥。 

    该处建筑保存较为完好，曾是定海县政府旧址，是抗日战争历史的见

证地之一。 

    保护范围：本体向外延伸 5 米。 

    建设控制地带：保护范围向外延伸至 20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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