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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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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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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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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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上望族（下）

HuShang　WangZ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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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川杨氏

镜川杨氏
主讲人：钱茂伟

海曙杨氏，发迹于西杨村、东杨村，部分仕宦之家迁居宁

波城内。有明一代，杨氏及外家共出了 15 个进士、5 个“部

级领导”。“一门科第禄位”如此之重，自然是明代宁波第一

家族。在弘治、正德年间，在全国都算望族翘楚。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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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川杨氏湖上望族（下）

钱茂伟

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历史

系教授、硕士生导师、宁波大学史学

史研究所所长。相关著作《明代科举

家族：以宁波杨氏为中心的考察》。

第一讲  海曙杨氏的起源及分布

海曙杨氏的来源

宗谱为我们展示了古家族的

面貌。天一阁是收藏宁波宗谱最

多的地方，所藏清代及民国四个版

本的《（镜川）杨氏宗谱》，为宁波

杨氏家族与学术研究提供了第一

手资料。

海曙杨氏来自何方？中国杨

氏起源于何地？

杨守阯诗称“吾家得姓自杨

侯，晋国流传到此州”，这首诗实

际涉及了杨姓的起源与镜川杨氏

的迁移历史。

杨氏出姬姓杨国，从血缘上

说，杨氏是姬周王室的后裔。不过，

具体的祖先又有不同的说法。周文王的后裔当中，有两支以杨为氏：一

支是西周宣王的儿子姬尚父；另一支是晋国武公儿子姬伯侨。姬尚父

受封于杨国，其地在今山西省洪洞县的东南。后来，古杨国被当时强大

的晋国所灭。晋公将此地分封给了姬伯侨后裔、大夫羊舌氏，邑下又分

设了铜鞮、杨氏、平阳三个县。到了四世孙叔向时，其采地分封到杨国。

叔向是晋国名臣，叔向的儿子遵循当时子孙以邑为氏的习惯，开始姓杨。

如此，山西省洪洞县东南成为普天之下杨姓中国人的最早根源所在。

● 《（镜川）杨氏宗谱》

杨氏家族（一）

杨氏家族（二）

杨氏家族（三）

杨氏家族（四）

杨氏家族（五）

杨氏家族（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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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川杨氏湖上望族（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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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川杨氏湖上望族（下）

杨国后裔一支迁居陕西华阴。到了西汉武帝元鼎四年（前 113），在

此地置弘农郡，所辖地盘在黄河南岸的长安、洛阳之间，治所在今河南

灵宝市东北的故函谷关城。汉魏六朝时代，门阀盛行，大家世族习惯以

郡望称氏。因此，杨氏自称为“弘农郡杨氏”。

两汉时期，杨氏著名人物有赤

泉严侯杨喜、宰相杨敞、太尉杨震

（？ ~124）等。其中，“关西夫子”

杨震以清白著称，留下名言“天知，

地知，你知，我知”，后人习惯以此

“四知”名堂，称为“四知堂”。

汉唐时期，杨氏是中国大姓。

隋朝杨氏虽非正宗的弘农郡杨氏，

但因冒称弘农郡杨氏，自然也让杨

氏大出风头。不过，隋朝时间不长，

所以杨氏当皇帝的时间也不长。

家族的发展，往往有两个过

程：一是时间上的不断下延过程，表现为子孙的不断繁衍，代代相传，种

族线越拉越长。后裔想寻找各个家族的祖先，可以不断地往上推。在

往上推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的直系祖先、间接祖先。这是一个不断缩

小的过程。最后，竟然找到了同一个原始祖先，这就是一本。中国人喜

欢用自然界的水与木的变化过程来形容人类的自我繁殖现象，祖宗就

是本，子孙就是末。

另一个是空间的不断扩大过程，会从一个地方不断迁移到全国各

地，可称为不断在地化的过程。家族越强，分支越多，地域分布也越广。

杨氏的发展过程也不例外。随着杨氏的发展，杨氏族人不断向全国各

地迁移，成为一个全国性大家族。到了唐代，至少分为华阴、闽、蜀、浙

四大派，人称“四院”。在浙江的杨氏，称为浙院。

那么，鄞县杨氏直接起源于何地？鄞县杨氏源于苏州杨氏。苏州

杨氏远祖杨康国（922~986），祖为杨天爵，父为杨宏。北宋真宗景德二

年（1005），28 岁的杨厚为江南教官。讲习之所称为分教堂。门人捐 32

亩地，希望他定居下来，杨厚从此定居于鄞县十八都青山之长河港口

（今东钱湖西北上杨路一带），杨厚成为迁鄞杨氏始祖。杨厚享年 54岁。

卒后，葬青山许家岭东首牛背脊山峰。杨厚子杨昱有两个儿子，长子杨

仁英（1037~1104），其后裔七世孙杨梦龙居青山藤穿石之北，为上杨；

另一后裔杨梦鹤居青山长河港口，为下杨。他们两人分别成为上杨、下

杨支的始祖。

海曙杨氏起源于何地？海曙杨氏源于鄞县南乡古小江湖边的镜川

杨氏。北宋后期，杨仁爽自青山迁居鄞县西南部的光同乡仲夏里（今海

曙区石碶镇栎社）的杨家堍。杨仁爽成了小江湖较早的拓荒者之一。

杨守阯《小江湖》诗称：“自变桑田后，满目皆膏腴。”因为杨氏不断地在

此生根繁衍，这块地后来也被称为“杨家堍”，而杨仁爽自然也就成为镜

川杨氏的肇基始祖。

下一页中乾隆本《（镜川）杨氏宗谱》中的西杨与东杨地图。由这

幅图可知，这里东西向河流有近十条，南北向至少有两条。各条河流均

是连着的，中间狭长的地块就是洲，也就是堍。历史上这里是著名的小

江湖所在地。据学者考订，小江湖在宁波城西南三十里的清林－栎社

－南塘湖－芝山一带。石碶是小江湖的东泄口，洞桥乡仲夏河上的仲

夏堰是小江湖的西泄口。镜川在东边，是仲夏里各河的汇集处。西边

的小江，又称小江湖，明代称碧川。“守”字辈兄弟的字称镜川、碧川、西

川、澄川、南川，“茂”字辈兄弟的字称麟洲、凤洲、泗洲、竹洲、枫洲、龙

洲、云洲及芝山、仁山，正由这些小河山地名而来。

杨氏所居之地，后世称为西杨、东杨。为什么会称为西杨、东杨呢？

杨仁爽有两个儿子。长子杨顒（1058~1117），字廷望，娶张氏，自明

行桥北徙千丈镜之杨家堍，也称麟洲，为东杨；次子杨硕（1061~1127），

字廷器，娶何氏，自明行桥北徙，居东南小漕西的西杨宅，也称凤洲。因

漕底旧有合抱樟树，又名樟树下杨。杨顒、杨硕兄弟隐居乡村，是普通

● 杨震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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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川杨氏湖上望族（下）

杨国后裔一支迁居陕西华阴。到了西汉武帝元鼎四年（前 113），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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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宝市东北的故函谷关城。汉魏六朝时代，门阀盛行，大家世族习惯以

郡望称氏。因此，杨氏自称为“弘农郡杨氏”。

两汉时期，杨氏著名人物有赤

泉严侯杨喜、宰相杨敞、太尉杨震

（？ ~124）等。其中，“关西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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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线越拉越长。后裔想寻找各个家族的祖先，可以不断地往上推。在

往上推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的直系祖先、间接祖先。这是一个不断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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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派，人称“四院”。在浙江的杨氏，称为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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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氏远祖杨康国（922~986），祖为杨天爵，父为杨宏。北宋真宗景德二

年（1005），28 岁的杨厚为江南教官。讲习之所称为分教堂。门人捐 32

亩地，希望他定居下来，杨厚从此定居于鄞县十八都青山之长河港口

（今东钱湖西北上杨路一带），杨厚成为迁鄞杨氏始祖。杨厚享年 54岁。

卒后，葬青山许家岭东首牛背脊山峰。杨厚子杨昱有两个儿子，长子杨

仁英（1037~1104），其后裔七世孙杨梦龙居青山藤穿石之北，为上杨；

另一后裔杨梦鹤居青山长河港口，为下杨。他们两人分别成为上杨、下

杨支的始祖。

海曙杨氏起源于何地？海曙杨氏源于鄞县南乡古小江湖边的镜川

杨氏。北宋后期，杨仁爽自青山迁居鄞县西南部的光同乡仲夏里（今海

曙区石碶镇栎社）的杨家堍。杨仁爽成了小江湖较早的拓荒者之一。

杨守阯《小江湖》诗称：“自变桑田后，满目皆膏腴。”因为杨氏不断地在

此生根繁衍，这块地后来也被称为“杨家堍”，而杨仁爽自然也就成为镜

川杨氏的肇基始祖。

下一页中乾隆本《（镜川）杨氏宗谱》中的西杨与东杨地图。由这

幅图可知，这里东西向河流有近十条，南北向至少有两条。各条河流均

是连着的，中间狭长的地块就是洲，也就是堍。历史上这里是著名的小

江湖所在地。据学者考订，小江湖在宁波城西南三十里的清林－栎社

－南塘湖－芝山一带。石碶是小江湖的东泄口，洞桥乡仲夏河上的仲

夏堰是小江湖的西泄口。镜川在东边，是仲夏里各河的汇集处。西边

的小江，又称小江湖，明代称碧川。“守”字辈兄弟的字称镜川、碧川、西

川、澄川、南川，“茂”字辈兄弟的字称麟洲、凤洲、泗洲、竹洲、枫洲、龙

洲、云洲及芝山、仁山，正由这些小河山地名而来。

杨氏所居之地，后世称为西杨、东杨。为什么会称为西杨、东杨呢？

杨仁爽有两个儿子。长子杨顒（1058~1117），字廷望，娶张氏，自明

行桥北徙千丈镜之杨家堍，也称麟洲，为东杨；次子杨硕（1061~1127），

字廷器，娶何氏，自明行桥北徙，居东南小漕西的西杨宅，也称凤洲。因

漕底旧有合抱樟树，又名樟树下杨。杨顒、杨硕兄弟隐居乡村，是普通

● 杨震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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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川杨氏湖上望族（下）

的农民。东杨与西杨，中间隔了一条河，实际是两片为河水所围绕的小

洲。由西面的碧川发展到东面的镜川，正是杨氏家族人口发展的结果。

为什么杨家堍杨氏不称碧川杨氏而称镜川杨氏？显然与杨守陈号

镜川有关。杨守陈的成功，让“镜川”也跟着出了名，于是后代就称为

“镜川杨氏”。不过，这个名称的确定，有一个过程。太公杨起汶时，以两

宋间的杨时为文化鼻祖。杨范、杨自惩、杨守陈时代，尚称“枫江杨氏”。

弘治初年，杨守陈卒后，杨家堍杨氏改称镜川杨氏。

杨守隅故居尚存，在碧川的后岸，宗谱称为“布政宅”。这座古宅较

多地保留了明清风格。这是一座坐北朝南、面河而建的宅院，可以想象，

当年的屋主人是通过碧川河道与外界保持交通联系的。由南而北入门，

依次为旗杆（已毁）、大门、照壁、前天井、大厅、后天井、后明堂，这是一座

三进宅院。后堂的东西两旁，分列着两座规模较大的古代民居，这应是

当年主人居住的房屋。后堂与门楼系后期重建，而照壁与大厅建筑虽经

多次整修，仍保持明代风格，特别是硕大的柱础石、古朴的梁架以及照壁

下的条石具有明显的明代特征。

这座古宅的主人，当地老人说是小尚书宅，且说是管水利的，于是

有人推测是杨守随的宅。2010 年 9月公布、2011 年 6月立的碑称为“杨

尚书第”。其实系民间误传，据家谱所附古地图，标注为“布政公宅”，即

杨守隅故居。

懿德堂，为杨守隅后裔所建。今日所见后堂，堂上有“懿德堂”匾，

● 今日懿德堂外貌●布政公宅

●镜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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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治初年，杨守陈卒后，杨家堍杨氏改称镜川杨氏。

杨守隅故居尚存，在碧川的后岸，宗谱称为“布政宅”。这座古宅较

多地保留了明清风格。这是一座坐北朝南、面河而建的宅院，可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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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次为旗杆（已毁）、大门、照壁、前天井、大厅、后天井、后明堂，这是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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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条石具有明显的明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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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推测是杨守随的宅。2010 年 9月公布、2011 年 6月立的碑称为“杨

尚书第”。其实系民间误传，据家谱所附古地图，标注为“布政公宅”，即

杨守隅故居。

懿德堂，为杨守隅后裔所建。今日所见后堂，堂上有“懿德堂”匾，

● 今日懿德堂外貌●布政公宅

●镜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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