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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台州人文研究选集（第二卷）》是台州学院学报“天台山文化”专栏创办二十

年来的相关论文选集，也是继第一卷之后的又一次相关论文结集出版，可喜可

贺，这是我校重视地方历史文化学术研究和地方大学文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成果，

是台州学院加快办学转型，充实办学内涵，凝练办学特色，探索特色办学步伐的

一次新展示。

台州学院学报立足台州，研究台州，是为了更好地服务台州。长期以来，学

报在学校领导班子加强地方特色学术文化研究的指导下，十分重视台州地方文

化的挖掘与研究。先从校内开始，以教师中有兴趣研究地方文化者为主，慢慢延

展到校外地方文史爱好者与学有造诣的专家同道，再影响到五湖四海甚至国外

对台州文史有关的学者。从1995年第一期开始组织台州地方文史研究论文，并

根据台州是以天台山得名，天台山自唐初以来一直是台州的“山镇”，天台山文化

是台州文化的象征，故开辟“天台山文化”专栏刊登台州地方文化研究成果。

2007年，“天台山文化”专栏被评为“全国地方高校学报特色栏目”，是对学报“天

台山文化”专栏创办以来所发论文的一个评价，更是对办刊者十余年辛勤办专栏

的鼓励和鞭策。回首以往，“天台山文化”专栏倏忽之间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

岁月，其文章在学界产生了应有的影响，得到同行的肯定与赞赏。该专栏犹如一

棵树木，已经走过青涩，逐渐成长，呈现一种枝叶纷披、有姿有态的模样了。

多年来，“天台山文化”专栏发表的相关文章有了明显增加，研究成果的累积

逐步厚实，有效地展示了我刊特色办刊的成绩，展示了我校在探索特色办学上成

就的一个截面。为了持续地促进学报特色栏目的继续前行，让学报科研成果传

播到更大的范围，为了让更多的同道及广大文化研究者能够共享这些成果，经过

校党委宣传部与学报编辑部的研究安排，今选择2010年至2015年学报发表的

一部分论文，编成第二卷，交付出版社出版。今后还将根据学校工作部署与发展

需要，陆续推出新的结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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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编辑第二卷文稿告一段落之际，我们希望“天台山文化”专栏越办越好，深

望专栏老作者不断贡献力作，年轻作者追踪前贤，开辟新途径、运用新方法、拓展

新领域、贡献新成果，进一步挖掘台州地方文史研究资源，为台州建设做出新

贡献。

是为序。

台州学院党委书记 潘璋德

台州学院 校 长 金则新

201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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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陶宗仪家世考略

赵 平①

  【摘 要】元末明初文史学家陶宗仪是台州本土文化孕育的学者，一生未入

仕籍，正史所载寥寥。综合对陶氏的考证，有以下特征：一是流迁与客居，考其先

祖，本为闽民，北徙永嘉，复徙台州，宗仪后长期流寓松江；二是薄宦与节义，陶氏

家族以儒立身，孝感节义，虽无显赫功绩，却也个性鲜明；三是书画与文史，宗仪

以文史名家，母党、妻族均系宗室，书画乃至为人行事等方面亦受赵雍、王蒙等

影响。
【关键词】陶宗仪；籍贯；家世；考证

陶宗仪，字九成，号南村，黄岩青阳（今属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人，元末明初

杰出的文史学家。早年即声名远播，元末及明洪武年间，朝廷累次征召，皆不就，

避地松江南村，筑草堂，种薯栽菊，每以笔墨自随。晚年迫于生计，应聘为教官，

以耕作和微薄俸禄糊口。宗仪留与后人的著述等身，作为布衣学者，历来史书所

载皆寥寥片语。陶氏挚友孙作的《南村先生传》，虽记述生动，材料确凿，却难窥

① 赵平（1967— ），浙江黄岩人，博士，台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古代文学、佛教与文

学比较的教学和研究。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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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貌。此后，由于年代久远，于其家世等记述，往往众口不一。中华书局曾影印

台版王德毅等编的《元人传记资料索引》，[1]其中“陶宗仪”条所引资料条目，自元

而下达四十四种之多，堪称总汇，给学者研究陶氏带来极大方便。近来翻检台州

及其所属各县方志，发现不少与陶氏籍贯、家世有关的考辨文字，惜乎零乱无序，

今参考其他史籍，连缀成篇，以期方家斧正。

一、迁徙考

孙作《南村先生传》中说：“其先由闽之长溪徙永嘉陶山，再徙台州之黄

岩。”[2]宋濂《〈陶氏家乘〉序赞》曰：“台之黄岩有大姓曰陶氏，其先自闽中徙永嘉，

复自永嘉来徙，遂占籍为黄岩人。”徐一夔《陶阳图谱序》中也说：“陶阳在台之黄

岩，陶氏世居焉。始陶氏自闽之长溪徙东瓯，又徙台之黄岩。”以上记载，皆出自

宗仪好友及当时名儒巨公之手，理应不谬。查考《中国历史地名辞典》，长溪县为

唐武德六年（623年）置，治所在今福建霞浦县南鼓楼山下。同年，长溪县即并入

连江县，长安二年（702年）复置。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升为福宁州。据考

证，唐代以后闽民徙温极为常见，其中也包括不少长溪人氏。[3]该地块位于今福

建省东北角，与浙江温州仅一福鼎县之隔，况又东邻大海，陶氏祖先北迁永嘉（即
今温州），从地理角度分析，这也是合乎情理的。

孙作言其“徙永嘉陶山”，该址在今温州瑞安市陶山镇。作为道教名山，陶山

列七十二福地之二十八。南朝齐、梁时陶弘景曾在此隐居，故以其姓名山。后来

陶山渐成方圆数十里的总地名。晚清瑞安名士唐黼墀曾为陶山寺撰写了一幅楹

联：“六朝霸业成逝水，千古名山犹姓陶。”陶宗仪的姓氏与其先祖择居地陶山之

“陶”是否纯熟巧合，这也是陶氏研究中一个有意思的问题。古代的迁移，多因做

官或避难。倘若因仕宦而离闽，这些是祖先的业绩，是荣耀，则一般会有记载，子
孙们不会漏过的。倘若是避难，则一般发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五代十国时，大

约在公元909年至945年，在今福建建立了“闽”国，王审知自称闽王，此后仅三

十余年，政权竟六度易主，一时兵火四起，民不聊生，闽中百姓被迫流亡，向武夷

山外迁徙。因此，陶氏远祖此时避闽乱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而且，因政治原因

迁徙的流民，往往隐姓埋名，然后又指山为姓。当然，这仅仅是一些推测，其先祖

迁离福建、徙永嘉、复徙台州的确切年代，尚难详考。

陶宗仪的台州故里原来位于黄岩，台州撤地建市后，今已属路桥区。无论是

孙作《南村先生传》、王掖《赠南村先生序》等史料，还是现代权威辞书如《辞源》



历 史 003     

《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等，几乎众口一词认为他是黄岩人。《南村

先生传》中说：“黄岩之族二：曰赤山，曰陶夏。陶夏讳泰和者，宋皇祐里溪都巡检

也。”北宋皇祐年间，为公元1049年至1053年，距宋太祖开国仅80余年，在此期

间，陶氏祖先两度迁徙的可能性是有的。不过，孙作在《南村辍耕录叙》中却说：
“余友天台陶君九成。”[4]明代胡俨在《南村草堂记》中也说：“陶姓，九成字，天台

人也。”宋濂的《书史会要序》也作如是说。考“天台”，一为县名，唐为临海郡唐兴

县，五代梁开平二年（908年）改为天台县，吴越又改台兴，至宋建隆初改天台县，

属台州；一为山名，在今天台县城北，上多佛寺，为旅游胜地，古有刘晨、阮肇入天

台采药遇仙的故事，相传即此山。但胡俨等所谓的“天台”，既非县名，也非山名，

倒是因为天台山太有名，“台州”这个郡名也取自此山，“天台”则又成了“台州”的
代称、一郡之统名了。这在台州历史上也算是常识。如台州临海籍词人陈克，
《咸淳毗陵志》便说他是“天台人”，陈克也名其诗文集为《天台集》。

至于陶宗仪的故里究竟在今路桥境内何处，自来说法有三。一为青阳。郑

元祐《白云漫士墓志》言：“陶之先自宋时远祖讳榎者，为台州司户参军，家黄岩之

桃溪，……元初始筑室青阳，应雷生子煜，即九成之父也。”[5]二为湫水。《南村先

生传》：“黄岩之族二，曰赤山，曰陶夏。陶夏讳泰和者，宋皇祐里溪都巡检也，复
徙湫水，是谓先生之始祖。”[6]三为陶阳。徐一夔《陶阳图谱序》：“陶阳在台之黄

岩，陶氏世居焉。始陶氏自闽之长溪徙东瓯，又徙台之黄岩至今。吏部员外郎汉

生（宗仪弟）氏之十一世祖讳某者，当宋皇祐间仕为都巡检，实迁陶阳，故汉生为

陶阳陶氏。”关于湫水与陶阳，宋濂在《陶氏家乘序赞》中明确地说：“陶下之房有

讳泰和者，迁于湫水，即今所谓陶阳也。”关于青阳与湫水，光绪《太平续志》卷十

八云：“湫水盖在今黄岩东南四十里之清洋陶庄，清洋盖湫阳语讹也。”可见以上

三种说法实为一回事，或青阳，或湫水，或陶阳，异名同地，皆在今峰江镇东2公

里处的清（阳）陶。不过按照郑元祐《白云漫士墓志》所载，宋元时陶家在黄岩又

二迁，这里便涉及另一个地名，即桃溪。宗仪先祖徙台时，初居桃溪，该地原属黄

岩，明成化五年黄岩析南部数乡设太平县，桃溪从此归入太平，后名桃夏，在今温

岭市大溪镇。

二、族系考

岩陶氏，赤山一支，尚有民国十年抄本《赤山陶氏宗谱》留存至今，世代源流，

彰彰可考。陶夏一支，陶宗仪弟宗儒等编有《陶氏家乘》（又名《陶阳图谱》），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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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遗佚，如今只能从其他史籍中钩沉、排比了。

据徐一夔《陶阳图谱序》，陶宗仪的十一世祖是陶泰和，宋皇祐间为处州里溪

都巡检。《南村先生传》认为他是“先生之始祖”。陶泰和生有四子。长子陶埴，

后迁至今温岭石塘；次子陶万里，仍住在陶阳；第三子陶坊，裔绝不传；第四子是

武功大夫陶甄，后迁至武林（今杭州）。故《台州府志》卷一百十七言“泰和子孙分

徙四方，惟万里仍居黄岩之陶阳，宗仪、宗儒乃万里之派也”。

郑元祐《白云漫士墓志》中说到陶氏另一远祖，叫陶榎，宋时为台州司户参

军。其八世孙“若晦生子辰，官史馆校勘；辰生太常寺簿居安；居安生太学录应

雷，元初始筑室青阳；应雷生子煜，即九成之父也。”可见宗仪是陶榎的十三世孙，

陶榎比陶泰和的辈份还要高。

宗仪祖父陶应雷，为宋太学录，入元不仕，《元诗选癸集》收其诗。

宗仪父陶煜（1286—1358），字明元，号逍奥山人（又作逍岙山人），又号白云

漫士。历仕弋阳、归安、上虞诸县尹。卒于越州都昌坊寓舍。以子汉生（宗儒）

贵，赠承事郎，福建、江西等处行枢密院都事。其事迹行状见于《白云漫士墓志》

（《侨吴集》）[7]、《白云漫士陶君墓碣铭》（杨维桢《东维子集》卷二十四）[8]、《陶府

君墓志铭跋尾》（《宋学士文集》）[9]、《逍奥山人诗叙》[10]、《万历绍兴府志》、《宋元

学案补遗》、《台州札记》等。宗仪《辍耕录》卷六等处也有生动的记述。今转录光

绪《黄岩县志》中的部分文字如下：

（煜）幼事元武神甚谨，母病，心痛，岁六七发。一日危甚，走祷元武

前，引刀欲割，忽有二童跃入，曰：“毋自损，我天医也。”取笔书十数字于

几面，掷笔，仆地良久，苏，乃邻儿也。视其书药方也，随读随隐，好方治

之，药甫及口而痛已失，终身不再发。尝从乡先生周仁荣游，学成，游京

邑，王公贵人倾下之。已而翩然来归，曰：“燕赵多奇士，今所见平平

耳。”以家贫亲老，屈身试吏兰溪，升补江阴州，辨屠人杀奸之狱，白丞相

府爪牙虐民事。

宗仪有两个弟弟，均入仕籍：宗传，字梦臣，元末为江浙省掾，转临海县尹，入

明代县令；宗儒，又名谊，字汉生，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为浙江行院管勾，迁江

浙省检校，升行院都事，明初官秘书监丞，仕至吏部员外郎。宗仪立志做“太平之

草民”，据明末清初吴履震《五茸志逸》载，其隐居的另一托词便是“以为一家不可

以俱仕，以妨贤路，故力辞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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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遣兵攻打方国珍，下台、温等州。就在这

次兵乱中，陶氏一门出现了“陶氏三节妇”，名驰东南，且载入《元史》《元书》《新元

史》。今抄录杨维祯《陶氏三节传》如下：

三节者，天台陶明元氏之子妇王氏淑、孟女宗媛、季女宗婉也。淑

从夫宗儒，爵封宜人。吴元丁未秋，兵入台，淑属子于传姆曰：“汝以归

其父，吾誓不兵辱。”即赴井死，年二十八。宗媛适里中杜思 。思 中

流矢卒，时姑丧在浅土，夫又未克葬，忍死护两柩，为游军所执。媛不受

迫辱，兵加刃胁之，大骂曰：“吾若畏杀，吾已去久矣，请速杀吾。”遂遇

害，年四十。宗婉适里中周本，归未一月，兵至，持一婢走池浒，阽溺，一
卒突至，引其裾曰：“妻我免死。”念无以自脱，指其婢曰：“可先妾之。”俟
卒拥婢不为备，婉即投池死，年二十二。

宗仪子陶纪南，具体事迹不详。宗仪父党还有二人也可一记。

宗仪叔父陶复初，书画家，字明本，号介轩老人。历任台州儒学教授、乐清县

尹，赠从事郎。善画墨竹山水，尤善画竹，兼善小篆古隶。见《书史会要》《元史类

编》。

宗仪堂弟陶宗暹，复初从子，字文昭，又字晋生，《书史会要》又作字文忠，为
江浙儒学提举，楷书学欧阳询，书画并擅一时。见《书史会要》《元史类编》《历代

画史汇传》《宋元以来画人姓氏录》。

三、母党、妻族考

宗仪母赵氏，名德真，一作德贞，今浙江湖州人，赵匡胤次子燕王德昭第十一

代孙赵孟本女，大书画家、赵匡胤四子秦王德芳十一代孙赵孟頫侄女。[11]

母党中对宗仪影响较大的除赵孟頫外，此处再记赵雍、王蒙两画家。

宗仪表舅赵雍，字仲穆，赵孟頫次子。以父荫入仕，官至集贤院待制。同知

湖州路总管府事。赵雍是著名书画家，于金石、篆刻、书画无所不精，绘画有父

风，山水、人物、花鸟、鞍马皆其所长。宗仪工篆，曾向其学书法，人称“得舅氏赵

集贤笔法”。陶宗仪名著《书史会要》九卷，大多是据赵家收藏历代书法珍品汇编

而成。

宗仪表兄弟王蒙，字叔明，赵孟頫外孙，元末官行省理问。遇乱，隐于仁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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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鹤山，号黄鹤山樵。洪武初知泰安州。蒙敏于文，画学王维，工山水、人物，得

外家赵孟頫遗法而纵逸过之。据光绪《黄岩县志》记载，蒙与宗仪友善，尝作《南

村草堂图》《南村真逸图》。倪瓒题《南村真逸图》曰：“叔明每过九成隐居，动辄流

连日月，遇兴酣落笔，以写所为。”

宗仪早年侍父宦游。元至正年间，陶宗仪赴考进士落第。当时黄岩同乡方

国珍起义，战事不断，宗仪遂滞留不归。后娶松江费雄女元珍为妻，入赘费家。

与妻元珍客居松江城北泗泾南村，筑草堂以居，弃科举，开馆授课，过着安贫乐道

的寒士生活。浙帅泰不华、南台御史丑闾先后举宗仪为行人、校官；张士诚割据

苏州时，邀他至帅府署理军事咨议，均引疾不赴。明洪武四年（1371），下诏取天

下文学士，六年（1373）诏举天下才士，亦不至。晚年，被当地聘为县学教授。洪

武二十九年（1396）率诸生赴礼部试，赐钞归，久之卒。

宗仪岳父费雄，为昭武大将军、都漕运万户。宗仪岳母赵氏，为赵孟頫与管

道升所生之女。宗仪妻费氏，祖籍浙江吴兴，后迁居江苏松江，是赵孟頫的外孙

女。可见，宗仪既是赵孟頫的侄孙，又是赵孟頫的外孙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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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浙东抗倭述略

卢如平①

  【摘 要】戚继光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军事家，伟大的抗倭英雄。明嘉靖年

间倭寇大肆劫掠浙江等沿海地区，戚继光整顿台州卫所，修城造船，招义乌兵，创
鸳鸯阵，著《纪效新书》，练精锐之师。嘉靖四十年（1561）在台州九战九捷，平定

浙江倭患，史称“台州大捷”。
【关键词】戚继光；浙东；抗倭；述略

戚继光（1528—1588），字元敬，号南塘，晚号孟诸，山东蓬莱人，是我国历史

上杰出的军事家，伟大的抗倭英雄。他南歼倭寇，屡战屡捷，扫平了长期为害的

倭寇，保障了东南海疆的安宁；北御鞑靼，固我长城，保卫了北部疆域的安全，促
进了汉蒙民族的和平发展。戚继光为保卫国家安全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奋斗

了一生，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所著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著名的军事著作，

丰富了祖国的兵学宝库，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重修东起山海关西至居

庸关的长城，成为中华民族的瑰宝。

倭患深重

倭是中国古代对日本的称谓，倭寇则是对13世纪至16世纪由日本的武士、

浪人、奸商组成的，得到日本封建主支持和怂恿的，侵扰劫掠中国和朝鲜沿海的

海盗集团的称谓。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侵扰，由来已久，据《元史·兵二》记
载，早在元末就有倭寇侵扰东南沿海，而到了明嘉靖年间倭寇最为猖獗，究其原

因，主要有：日本处于纷乱的战国时期，促进了倭寇武装集团势力的发展；中国海

盗与倭寇的勾结促使倭寇队伍前所未有的壮大；朝廷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不能

① 卢如平（1964— ），浙江台州临海人，临海市委宣传部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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