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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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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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研究的一颗硕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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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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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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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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在海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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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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明州刺史

唐代的
明州刺史
主讲人 ：徐建成

    俗话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

卖红薯”。在当下反腐倡廉的时代背景下，我们

需要歌颂和景仰那些勤政为民的公务员，尤其

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父母官。宁波，这座城

市发展到今天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历代优秀

的官员所做出的贡献。他们是值得我们后人纪

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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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成

宁波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文

物与博物馆处处长、市政协文史委员

会委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宁波东

亚茶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撰有《历

代知府与宁波城市发展》等学术文章

30 余篇。

   唐代的明州刺史（一）

唐代的明州刺史（二）

唐代的明州刺史（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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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明州建制

我们这座城市的建城史真正意义上开启于唐代开元二十六年，也

就是公元 738 年。

当时全国设十五道，各道设采访使。

先说说“道”。唐代有一种凌驾于州县之上的地方行政机关，叫方

镇，又称“道”，是依山川形势而划分的监察区域。

唐贞观时期，全国分为十道，到了唐玄宗时分为十五道，至唐后期，

全国已被划分成四十余道。

唐玄宗时，全国划分为十五道，分别是：陇右道、河北道、河南道、山

● 《唐十道图》（明代吴国辅编纂《全国舆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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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东道、山南西道、剑南道、黔中道、关内道、河东道、江南东道、江南西

道、岭南道、京畿道、淮南道、都畿道，其中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合称为

山南道，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合称为江南道。每个道都有治所，其中， 

陇右道的治所在鄯州（今青海乐都）。河北道的治所在魏州（今河北大

名东南）。河南道的治所在洛阳（今河南洛阳），开元中分置都畿道，治

所也在洛阳，河南道改治汴州（今河南开封）。 山南道的治所在襄州（今

湖北襄阳），后分东道和西道。山南东道治所在襄州，山南西道治所在

汉中。 剑南道的治所在成都府（今四川成都） 。黔中道的治所在黔州（今

重庆彭水） 。关内道的治所在凤翔（今陕西凤翔） 。河东道的治所在河

中府（今山西永济西） 。江南道的治所在苏州 。岭南道的治所在广州。

京畿道的治所在西京长安（今陕西西安） 。淮南道的治所在扬州 。

每个道的主要官员有节度使、采访使。当时还没有明州（宁波），只

有越州，隶于江南东道。唐开元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738 年 8 月 3 日），

江南东道采访使齐濣奏准朝廷，要求分越州立明州。朝廷准奏。明州

始与越州分离，同隶江南东道，析 县为 、奉化、慈溪、翁山四县，隶于

明州，州治、 县治均设于小溪。

那么，什么是采访使呢？在唐代初期也叫按察使，后改为采访使。

改名的时候为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设“采访使”（全称“采访处

置使”），掌管检察刑狱和监察州县官吏，以各郡县官员政绩之优劣，回

禀朝廷。采访使权位后来逐步显重，也就慢慢地剥夺了地方行政的权

力。安史之乱后，藩镇节度使往往自领“采访使”一职。采访使如果在

军区，则多兼任军事长官。虽仍是使职，实际上已经成为统领一道军政、

民政、财政、司法等大权的行政长官了。

到了唐肃宗乾元元年（758），“采访处置使”的官位又有了新的名

称，改为“观察处置使”，简称“观察使”。

明州建制后 , 齐濣又召集润州（今镇江市）流民 500 户，安置于明

州州治营生。这一年明州户数 42027，人口 207032，这就是宁波最早

的户口记载。同年明州的州学随州立于小溪。这说明，我们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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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就重视教育。

那么为什么会把镇江流民带过来呢？这位叫齐濣的人又是何许

人也？

《唐书》有记载，齐濣，唐定州义丰（今河北保定安国）人，字洗心。

少以词学称，弱冠以制科登第。睿宗景云初，姚崇用为监察御史，凡劾

奏常先风教。玄宗开元初，姚崇复用为给事中、中书舍人，论驳及诏诰

皆以古义，朝廷大政必咨之，时号“解事舍人”。出为汴州刺史，以清毅

闻。入为吏部侍郎。以漏禁中语，贬为常州刺史。后倚高力士助，迁润

州刺史，为江南道采访使。天宝初，召为太子少詹事，为李林甫恶，用为

平阳太守，以黄老清静为治。卒年七十二。

什么是太子少詹事？唐朝时建詹事府，设太子詹事一人、少詹事一

人，总理东宫内外庶务。

由此可见，这位“齐濣”后来做了太子身边的得力助手。

● 《唐十五采访使图》（明代吴国辅编纂《全国舆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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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需要考证的是：为什么会把镇江流民带过来呢？

据《镇江市志》记载，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润州刺史齐濣开了一

条 12.5 公里长的伊娄河（也叫“瓜洲运河”），船只可从京口埭下（即大

京口）直接渡江。 

事实上，齐濣是从唐代开元二十五年（737）起开凿伊娄河，为了改

善漕船过江航道。之后，运河的入江渡河从丹阳迁移到京口，从此镇江

的工商业随之兴起，一些与运河交通有关的手工业与商业迅速发展起

来，如造船、冶铁、麻绳、木材、桐油以及纺织业等。

吴中地区一些城市的兴起和大运河的开通有关系。 镇江、常州、苏

州、杭州是江南运河线上四座商业繁荣的城市，这些城市虽有较早的历

史，但都是在大运河沟通以后发展起来的，不仅自身成为中心城市，更

通过物流、信息流等方式带动了腹地经济。镇江地处江南运河入江的

口岸，是江浙漕粮与物资北运的重要运输站。

齐濣凭着出色的政绩，才升为采访使。齐濣知道明州港的重要性，

● 大运河宁波段三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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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提出单独设立明州。由此，明州走上了建城之路。润州的 500

户流民因为运河开通也迁至明州，成为第一批新明州人。

所以，我们在这里不得不感谢一下这位河北保定安国人。因为他

的奏请，明州城才有了降生的机遇。

第二讲   首任刺史

明州设立后，朝廷会派遣怎样的行政长官以及下属官员来治理这

一座新生之州呢？

先不妨说说州的长官“刺史”这一职位。

唐玄宗年间，根据州的地位，设立的刺史也分为上州刺史、中州刺

史、下州刺史。

上州刺史为从三品官员。其属下辅佐官员有：别驾 1 人，从四品下；

长史 1 人，从五品上；司马 1 人，从五品下；录事参军事 1 人，从七品上；

录事 2 人，从九品下。

此外还有司功、司仓、司户、司田、司兵、司法、司士等七曹参军各 1

人，皆从七品下。分掌各州府的军政、财政、刑法、农田以及户粮诸事务，

称为“判司”。又有市令、丞、文学、医学博士等。

中、下州刺史为正四品官员。其属下辅佐官员大致仿上州，但官

员不全配置。别驾（中州不置）、长史、司马，也称为“上佐”。当时的

明州刺史肯定不是上州刺史，而为中下州刺史，所以明州刺史的官位

为正四品。

唐制规定，凡刺史缺员或为亲王兼领时，上佐可代行使州事。但在

一般情况下，上佐并无具体职任，因其品高俸厚，又不亲实务，故多用以

优待宗室或安置闲散官员，所以，做过“别驾”的白居易称这类官为“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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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官”。

州县二级建制实际上变成了道、州、县三级建制（相当于我们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地委管理机制），所以唐代方镇对所属州县有很大的

统治权。

那么，我们宁波（明州）首任行政长官又会是谁呢？首任刺史名字

叫“秦昌舜”。秦昌舜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首先，唐代首任明州刺史（相当于宁波的第一任“市长”）名字很长

时间在学术界被搞错了。这是很不应该的。

从现存最早的宋乾道《四明图经》开始，宁波历代地方志中把宁波

的第一任“市长”名字给搞错了。方志中记载的明州建制后第一任刺史

名字为“秦舜昌”。

但是根据考证，这位刺史的名字应是“秦昌舜”。名字中的第二个

字和第三个字的顺序给颠倒了。这一考证发现，来源于比对相关历史

文献。

据绍兴历代志书记载：“唐天宝元年（742），改越州为会稽郡，刺史

改称太守，秦昌舜任太守。”那么，这个“秦昌舜”太守是不是就是我们

明州刺史“秦舜昌”呢？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

《唐会要》卷七十一《州县改置下》清楚地记载着：“开元二十六年

七月十三日，析越州 县置，以秦昌顺为刺史。仍置奉化、慈溪、翁山

等县。”

《唐会要》成书于宋太祖建隆年间，远远早于宁波现存最早的地方

志——南宋张津纂乾道《四明图经》，加之历代《绍兴府志》的记载，是

秦昌舜，非秦舜昌或秦昌顺，应予确信。

据《全唐文》卷三百九“授秦昌舜等诸州刺史制”条记载：“敕：中散

大夫守常山郡太守秦昌舜等，器能足用，政术多方，顷在列藩，皆闻致理。”

我们由此可知，秦昌舜曾为中散大夫守常山郡（今河北曲阳西北的

恒山地区）太守，常山郡治真定（今河北石家庄、正定周边地区），唐有恒

州常山郡，天宝中曾用平山，后又用恒山之名。由此可知秦昌舜是朝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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