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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 , 宁波历史文化名城核心区，这里曾是陆上丝绸之路的

终点，也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海曙，拥有 1200 多年深厚的文

化积淀和灿烂的文化成就。站在历史的纵深处回头看：从唐它

山堰到宋月湖，从元永丰库到明天一阁，从宁波商帮到浙东学派，

从金融重地到藏书世家，这些历经岁月洗礼留下的地标和精粹，

都是我们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在海曙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世家

望族辈出，累世传承，绵延不绝：西湖史氏累世簪缨，鉴桥屠氏文

才惊世，甬上丰氏名德拔萃，镜川杨氏诗礼传家……这里曾有过

众多值得骄傲的人物：汉之董黯，唐之贺知章，宋之王安石，明之

张苍水、范钦，清之万斯同、全祖望，及近现代之冯孟颛、袁牧之、

屠呦呦……日湖莲桥，琴弦悠长，月湖洲岛，阁楼书藏，这一切都

留存着这座城最闪光的故事。

如何研究好、保护好、传承好、发扬好这些珍贵的历史文化资

源，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代人的光荣使命。《千年海曙》第一辑以

120 集大型电视专题片《千年海曙》为依托，从人文史实入手，全

景式地整理出千年城邦文化的精髓所在，这既是海曙历史文化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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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的一颗硕果，又是对宁波悠久文明的一次献礼。

今日欣闻《千年海曙》第一辑将付梓，喜悦之情溢上心头。

这套丛书的出版，既能让广大市民更加了解家乡、热爱家乡，同时

也是进一步向全社会宣传宁波、宣传海曙的有力举措，更有利于

提升海曙区的文化发展品质和文化影响力，为宁波市“加快建设

现代国际港口名城，努力打造东方文明之都”贡献出海曙区独特

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海定波宁，沧海为曙，一城留香，共醉日月，愿与海曙乃至宁

波文化传承光大的未来同在。

                                    中共宁波市海曙区委书记

千年海曙，发端于因缘际会的唐代。

先是三江（甬江、余姚江、奉化江）平原形成并逐步得到开

发；次是唐开元二十六年（738）从越州（绍兴）分治出来，设明

州；再是唐长庆元年（821）州治由鄞江迁至三江口，并建子城和

罗城；再加上中国的经济重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宁波

扼中国南北水路之要冲，经由浙东运河可通达京杭大运河，宁波

到日本、高丽海路南路北线的开辟，使宁波在唐代开始成为中国

对外交往与贸易往来的重要口岸，海曙由此奠定区域政治、经济、

交通中心的地位。

自唐长庆元年以来，由五代、宋元而至明清、民国的一千一百

多年间，海曙依托政治、经济、交通中心，进一步发展成为宁波的

文化中心：一方面，城市空间拓展，城市得到营建，人口集聚，望

族兴起，名人辈出；另一方面，州学（县学）、书院、学校、藏书楼、

庙宇等教育、学术、信仰文化生根繁衍。海曙作为宁波的城市中

心，以区区之地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成为宁波城市的历史文

化核心区。宁波现有的八大历史文化街区，就有七个在海曙。

序 二

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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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曙的历史文化，经过千年的沉积，集中体现在以下五个层

面：一是天一阁、月湖、天封塔、城隍庙、鼓楼、灵桥、永丰库等兴

建于不同历史时期而得到留存、保护的建筑文化；二是承载了丰

富的历史文化信息的府桥街、县前街、药行街、右营巷、屠园巷、

波斯巷等街巷地名和缸鸭狗、老三进等商号店名；三是杨氏、史

氏、楼氏、屠氏、丰氏等望族在此集聚并形成的家训、家规、家风文

化；四是以黄晟、史浩、杨简、王应麟、范钦、黄宗羲、张苍水、全祖

望、翁文灏等为代表的名人文化，这些名人或是在海曙出生成长，

或是在海曙开展活动，从学术思想、文化传承、治理地方等方面对

宁波有着重大影响；五是语言、节庆、民间说唱、手工艺、日常生

活习俗等方面的市井文化。

《千年海曙》文化丛书由深谙宁波历史文化的专家学者执笔

撰写，分“街巷物语”“湖上望族”“经世文脉”“满庭风华”“一

城留芳”五个系列，展现了海曙演变发展中的代表建筑、代表人

物和代表文化等，对上述海曙历史文化的五个层面基本上做到了

有重点的梳理、挖掘和记述。丛书的出版，体现了组织者高度的

文化自觉，使更多的人得以了解海曙历史文化的厚实和纵深，必

将对今后海曙历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发挥积极作用。

基于海曙集中承载了历史上宁波的城市文化，2021 年将是

宁波建城 1200 周年，期待海曙与有关方面通力合作，推出更系

统、全面、深入的关于历史文化的研究性、普及性丛书。

          宁波市社科联主席、宁波文化研究会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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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氏家族

史氏家族
主讲人：陈恩黎

南宋时期的四明（宁波旧称）史氏家族是宁波历史上

影响最大的家族——“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

七十二进士”。这个以团队形式出现在王朝政治舞台上的显

赫大家族，本是从江南纵横交错的小巷与河汊中走出的普

通耕读人家。凭着连续五代人的不懈奋斗与命运的眷顾，成

就了一个荣耀无限的望族。这个家族中的史浩、史弥远、史

嵩之等核心人物曾经对南宋王朝的影响长达八十余年：“为

岳飞平反”“击杀韩侂胄”“理宗继位”“胡梦昱案”，在这些

著名的历史事件中，史家子弟都是关键性的人物。他们可以

说是强有力的历史书写者，不但影响王朝的走向，而且还左

右家乡的历史沿革和文化风俗的形成。如，“月湖园林的建

造”“五山十刹的创建”“宁波中秋日的确立”等。与此同时，

史氏家族也是历史巨轮下的芸芸生命，近百年的时间可以是

人漫长的一生，也可以是家族逐步上升的一个时期，但最终

只是历史的一个瞬间。在南宋王朝风雨飘摇的最后岁月中，

这个望族也经历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谢幕时刻。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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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记忆——寻觅背影》等。

第一讲  追根溯源

在传统家族研究中，我们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就是无法对某个特定

家族的最初来源进行准确的判定与描述。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中国漫长历史中的很大一部分并没有多少文字的记载。其次是

中国古代战乱频繁，世代积累的各种原始材料经常在遭遇一次长时段的

乱世后被基本毁坏。比如在经历 9~10 世纪的社会大变动之后，随着豪

门贵族的分崩离析，曾经完备、繁荣的家谱资料已经几乎湮灭殆尽。以

至于到了宋代，当时的历史学家发现要追溯自己五代以前的家世几乎是

不可能的了。再次，现存的宋代以后的家谱中普遍存在一个现象，就是

家谱的修订者或者编撰者为了提升本宗族的社会地位而特意将家族与

一些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发生联系，并且把他们视为自己的远祖。

因此，我们对每个著名的家族进行溯源的过程中，应审慎地辨别资

● 宝奎巷史氏故里

史氏家族（一）

史氏家族（二）

史氏家族（三）

史氏家族（四）

史氏家族（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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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可靠性，并提出疑问。这应该成为一个最基本的姿态。

作为姓氏，史氏大致有以下几种来源：一是源于西周时期的史官史

轶。二是源于仓帝史皇氏。三是周代一些诸侯国中姓史的先祖。四是

来自中亚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较早以家族集团形式在历史上留下记

载的是杜陵史家，目前各地的史氏宗谱绝大多数都把西汉的杜陵侯视为

自己的先祖。进入东汉后，江苏的溧阳史家成为显赫一时的望族。从东

汉到唐末的近千年时间里，有六代史家子弟均继承侯爵，同时因为各种

功绩而被册封为公、侯、伯、子、男等爵位的就有十多人，从而在宋王朝之

前成为全国史氏家族中最大的一个望族。溧阳史氏的后裔不断增加，并

且以溧阳为中心向周围各地迁徙。

四明史氏就是其中的一支。在江苏溧阳和浙江明州的史氏之间唯

一的联系人就是史惟则。史惟则的儿子叫史成，家谱上记载他娶的妻

子为陈氏，共养育三个儿子。长子去世很早，原因不详；第三个儿子又

生了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但是他们都很早迁出了明州，原因也不详，

并且从此在家谱上消失。只有第二个儿子史简留在明州，后来繁荣兴

● 宁波史氏宗祠

盛的明州史氏子弟均是这个史简的后裔。从上述极为简略的描述中，

我们可知四明史家开始并不显赫，甚至可以说属于贫寒人家。淳熙五

年（1178），史浩拜相，得以追封五代。但是，因为先世墓葬无考，只能葬

以衣冠。即使以史浩在当时的尊贵地位，依旧无从查考其祖上的旧闻，

可见史氏在进入四明地区后最初的影响之弱。

史氏第三代为史简，作为一个后来如此兴盛大家族的先祖，史简只

活了二十几岁，这一事实使得历史具有了某种戏剧性。由于生命的短

暂，留存在家谱中的记载是相当有限和不连贯的。而与史简如此少的

信息形成某种对照的，是后世所流传的关于其妻叶氏的描述。透过记

载在家谱中和书写在墓志铭中的叶氏的生平事迹，我们不但可以得到

关于其个人以及家族的重要信息，而且还可以借此了解宋代四明地区

的经济和文化特征。

首先是叶氏的坚韧品德成为史氏家族得以崛起的关键基石。史简

去世后，叶氏所面临的处境是令人绝望的：“萧然四壁”的家、一双“弱子

幼女”，不久，子又夭折，同时，丈夫的亲戚又“析居家第”，娘家的亲戚也

来劝其改嫁。就在如此孤立无援的境地中，叶氏守住史简的遗腹子史

诏并把他培养成才。叶氏这种传

奇般的生平为史氏家族的后世叙

述奠定了一个无可置疑的道德制

高点。而这个代表家族崇高声望

的事件同时也印证了宋代女性文

化的一些重要特点。

叶氏的传奇除了为我们探讨

中国传统女性在强大的父系制度

中的地位以及意义提供了有力的

佐证外，还在很大程度上让我们能

够从经济的角度想象宋代。也就

是说，叶氏之所以能够在丈夫死亡 ● 叶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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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凭借自己顽强的意志支撑并且延续这个家族，她所处的时代也给

予了一个有利的条件。叶氏所生活的宋代明州已经是一个城市经济比

较发达的区域，妇女可以依靠自己在纺织方面的特长来获得稳定的经

济来源，这已经是一个普遍的事实。

更加耐人寻味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叶氏所累积的财富使得她有

能力收养一些被遗弃的女孩子，并且教会她们纺织等生产技能，在每个

女孩长大之后还帮助她们组建家庭。北宋著名教育家楼郁在一段赞誉

中特别提到了叶氏的这种慈善行为，可以说她承接了史家从史惟则开

始的优良家风。但是，今天的我们也不妨从这个慈善行为中推测楼郁

没有提及的一些情况，鉴于当时宋代明州发达的城市经济，叶氏在收留

这些被遗弃的女孩时，是否也依靠这些女孩的劳动力开办了小规模的

家庭纺织作坊？如果是，那么我们就不难理解，叶氏能够在既没有土地

等固定资产收入来源也不依靠官府资助的条件下逐年累积财富的原

因。不过，可以想象的是，叶氏所累积的财富绝对是在一个极为有限的

● 叶氏墓道

范围内，也许，随着她的逐渐衰老，这种小作坊的生产力也在渐渐衰退，

因为，当多年以后，她的曾孙史浩出生的时候，这个家庭似乎依旧是处

于贫寒阶层中。

最后，值得提及的是，虽然叶氏是在一种经济状况极为困难的条件

下抚养两个子女的，但是她却能给予他们较好的教育。此间的原因也

许是多方面的，既有源于叶氏自己出身于一个士人之家的缘故，也有当

时四明地区重视教育的风气之故；另外，史简虽然很早就去世，但是很

有可能已经与当地的一些学者结下较为深厚的友谊，使得他的后代的

教育能够得到朋友们的关照。

1117 年，叶氏以 85 岁的高龄去世，这在平均寿命仅为 30 多岁的宋

代可以说是少见的长寿了。在史氏家族的后代中，一些重要人物也遗

传了这种长寿基因，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这个家族在仕途竞争中

的有利因素。

史简的遗腹子叫史诏，他在叶氏的抚养与教育下渐渐长大成人，成

为史氏家族崛起的一个关键人物。首先，他和四明地区的学者们保持

着相当密切的关系。虽然没有确切的史料显示史诏曾经在县学等官方

所办的教育机构中拥有正式的学籍或者相关身份证明，但是，从他和

“四明五先生”之一楼郁之间的关系以

及他频繁参加当地文学活动等情况来

看，史诏应该受过较高水准的教育。在

这点上，后世的袁桷、全祖望等学者都

从不同角度加以印证过。史诏除了以

出色的学识在当地渐渐获得声望外，还

在德行方面倍受世人的赞扬。

另外，史诏在面对官府的举荐时固

执地推辞不去的原因除了要对母亲行

孝以外，还有就是对时局的顾虑。史诏

其时，正是徽宗在位，朝廷充满了尔虞 ● 史诏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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