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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中国的古城实在不少，若论我国沿海最早的文化古城，只要

稍稍具备历史地理的眼光，都会聚焦宁波 —— 中国大陆海岸线

的中点。

这座从远古走来的名城，河姆古渡的骨哨一吹就是七千年，展

开了一幅幅风云际会的历史长卷。翻开谭其骧先生主编的《简明

中国历史地图集》，不难发现宁波在我国沿海各大城市中的“早熟”：

当宁波沐浴河姆渡的文明曙光时，我国海岸线上的先民基本还处

于文明的空白处；当宁波先秦时期设县建制，广州还是邻近番禺的

宁静村庄；当宁波唐代建州（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市），已是“海外杂

国，贾舶交至”的繁华城市，此时的上海还只是一个海滨渔村；宋代

的宁波已是我国闻名国际的四大港口城市之一，天津还是名不见

经传的一片滩涂；及至近代宁波作为“五口通商”被迫开埠，青岛、

大连等城镇化才刚刚起步，更不必说改革开放后才崛起的深圳了。

如此“炫耀”的类比，无意仰己抑人。只想说明，以商城闻名的

宁波，其实是隐身的文化重镇。其文化价值和地位，显然是被低估

了。仅以中华文明源头之一的河姆渡为例：其制陶、稻谷和干栏式

建筑的发现，修正了我国学术界总把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民族的唯

唤醒宁波的文化之魂

◎何　伟

总
　
　
序



鼓
楼
钟
声

002

宁
波
老
城
的
生
命
印
记

总　

序

一摇篮的定论，确认了长江流域是中华民族另一个发源地。其出

土的代表海上活动的六支桨，印证了宁波先民是我国“海上丝绸之

路”的先驱，为我国台湾和太平洋岛屿的文化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澳大利亚悉尼市迪米蒙地电影制片公司在 20 世纪 80 年代拍摄了

一部记录太平洋沿岸历史的影片，其序幕就是从河姆渡开篇的。

宁波文化矿藏的丰富性和不凡品质，还在于这里是海上丝绸

之路的起源地之一，中国大运河的出海口之一，沿海城市中建城的

起源地之一，金融史上我国钱庄的发源地之一，海运史上造船和航

海的发源地之一 …… 总之，宁波文化是整个中国文化经络中一个

很关键的穴位。宁波的历史区域文化，犹如一座丰盈的藏书楼，在

文化复兴的聚光灯下，亟须整理与传播。

宁波历史文化何其久也，宁波地域文化何其丰也，先贤前辈们

已经为宁波开辟出了一块文化沃土。每念及此，作为祖籍宁波、生

活于宁波的我，不禁对家乡深厚的文化遗产肃然起敬。可是，在今

天追赶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的目标时，有多少宁波人还记得曾经

的灿烂？又有多少人了解宁波往昔的辉煌？

（二）

区域文化研究的兴盛和传承，是近年来国内学界的独特景

观，既得益于文化的复兴，又受到区域发展竞争的推动。齐鲁文

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巴蜀文化，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

化，等等，不一而足。这股热潮也波及作为吴越文化分支之一的

宁波文化。

某种文明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根本上是由地缘

自然条件所决定的。文明所处的地缘环境与精神性格之间有着必

然的因果关系。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认为，影响一个文明的精

神气质最根本的因素，是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换成老百姓的说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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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三面环山，潮汐出没的宁绍平原居中，多

类型地貌孕育出姚江、奉化江、甬江流贯其中，江河湖海点缀其间，

构成了宁波“经原纬隰，枕山臂江”的地理特征。“南通闽广，东接

倭人，北距高丽，商舶往来，物货丰溢。”（宝庆《四明志》）“自宋

以来，礼俗日盛，家诗户书，科第相继，间占首选，衣冠人物甲于东

南。”（成化《宁波府志》）

文化早熟的宁波好比一个内敛聪慧的智者，有外貌形象，有性

格气质，也有个性脾气。发源于四明，耸立于三江，兼得中西交汇

之利，倚其 7000 年的文明发展，塑造了一整套属于自己的优秀文

化符号、习俗和精神，说得洪亮一点，叫作“宁波文明”。

每一个城市都有自己的来龙去脉，每一座城市都有独特的文

化符号。宁波的文化特质，如果要用极精简的字词来表达，就是“江

海”和“商贾”。水路交通和商帮文化是阅读宁波风云际会悠长岁

月的两个关键词。伸展开来，从类型看，有海洋文化、农耕文化、港

口文化、海防文化；从特质看，有商帮文化、耕读文化、工匠文化、饮

食文化；从思想看，有浙东文化、佛教文化；从文人看，名儒硕彦，

人文荟萃，有南宋的心学先贤“甬上四先生”，有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的严子陵、知行合一的心学大师王阳明、开启日本明治维新的导师

朱舜水、工商皆本的民本思想家黄宗羲 …… 正可谓千年古城，百

年风云，几度沉浮，气血不衰，乃文化之力也。

（三）

一座城市的持久吸引力，不在林立高楼，而在文化气质。让城

市站立不衰的，是文化“软实力”。表面上看，决定城市差异的是

经济，骨子里是文化。今观神州，仰赖房地产狂奔的造城运动，流

水线般建造的排排高楼大厦取代古城旧貌，割断了多少城市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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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脉络，推平了多少地域审美特征，埋葬了多少丰厚的历史记忆，

已经无法计算。宁波籍文化大家冯骥才先生认为，我们中国历史

悠久，民族众多，地域多样，每个城市都有独特和鲜明的城市形象。

可惜，现在我们 660 个风情各异的城市形象基本都消失了，即使有，

也支离破碎，残缺不全，很难再呈现出一个整体的城市形象。眼下，

追名逐利遗失了文化，随波逐流遗忘了故乡，身在故乡而不知故乡

何在。

物欲越是膨胀，文化越是珍贵。宁波人之所以成为宁波人，

并不是因为出生在宁波，而是身上承载着宁波的文化符号和基

因。这些由宁波的风俗、语言和信仰因素组成的“宁波腔调”，以及

地缘、血缘关系组成的坐标系，会让人们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

不论你身处世界何地，只要据此便可找到家乡，认祖归宗。如果遗

失了宁波文化，即使站在这片土地上，也很难再是宁波人。令人忧

心的是，在现代化城市化的急切步伐下，本土历史文化面临诸多存

亡考验。公路毁了，可以修复；房屋塌了，可以重建；文化遗产一

旦“消失”，如同绝迹的物种，没了，就永远没了。现代人精神家园

的迷失和情感归属的危机，成为一种流行国际的精神疾病，正是文

化除根后流离失所的后遗症。

今天的宁波缺什么？不少人感叹缺文化，我看来，表述不很准

确。宁波并不缺少文化，缺的恐怕是对丰厚文化的记忆和传承。“文

之无书，行之不远”，作为文化工作者，作为宁波人，我们深恐随着

时间的推移，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文字的阙如而流失，随着记忆的衰

退而归零。把文化摆在什么位置，不仅仅取决于政府，更取决于每

一个厕身其间的市民的态度。文化是城市之魂，是我们这座城市

安身立命的基座。唤醒城市记忆的味道和画面，保护并标出宁波

的文化风景线，绘制文化地图延续文脉，亟须一套权威、全面、通俗

的文化读物。本丛书的出版和传播，即是努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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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丛书的编纂，虽非规模浩大的文化工程，却颇费周折，几起

几落，幸得宁波文化事业基金委员会慧眼识珠，忝列扶持项目，又

得宁波市委副书记余红艺及市委宣传部等部门的鼎力支持，宁

波出版社调集精干，组织本地学界文化精英，殚精竭虑，撰写这

套丛书。

自 2012 年始，编纂委员会成立并确定了丛书的编纂大纲，专

家们从宁波地理文化和历史文化的坐标中，尽可能筛选出具有鲜

明特色和传承价值的内容作为首批选题。第一辑八种，选题侧重

反映对宁波发展最具影响力、最具代表性的八个方面地方特色文

化。计划此后逐年推出各类文化系列，集腋成裘，奉献出宁波文化

的“满汉全席”。

丛书着力点不在学术钻研和考证，而在文化的普及和传播，定

位在文化“小吃”，充其量是宁波文化史的通俗版、系列专题篇，绝

非贯通一气的皇皇巨著。丛书力求编排图文并茂，文字通俗易懂，

集知识性与文学性、学术性与普及性于一体，雅俗共赏，老少皆宜，

为大众提供一张文化寻根的导游图，以及一杯安顿旅者心境的下

午茶。于闹市中拾取一份宁静，于纷繁中理出一片安详，于浮尘中

闻到一缕书香，于物欲中寻得精神的家园。

（本文作者为宁波日报报业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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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钟声悠悠源流长

旧时的中国是一个礼制社会，儒家的“礼制”思想深入影响着每一个

事物，筑城也不例外。条条框框都有相应的规定，都城什么规格，府城什

么规格，县城什么规格，都有规矩可循，一定要遵从，否则视为僭越。《左

传》里就有郑庄公纵容弟弟太叔段的例子，太叔段最初的表现就是筑城规

制上的不合礼制，暴露了野心，而庄公一直纵容到太叔段酿成大祸，然后

名正言顺地除去了心腹之患。

宁波的古城，从鄞江小溪迁到三江口，也遵循了礼制，以镇明路为中

轴线，以中山路为横轴线，而鼓楼（海曙楼）就在古城的中心位置，她是明

州城建城的标志性建筑，历经千年，屡废屡建，现存建筑为咸丰年间段光

清所修建。古城有子城（内城），也有罗城（外城），罗城十八里，唐时修筑

十个城门，到明代时恢复六道门。直至民国，城墙拆除以后，留下了六个

路名，这一圈路，老宁波叫作“环城马路”。城外设护城河，西边有北斗河，

东有濠河，北则以姚江为枕。因为不是平原，所以这条条框框的规矩，是

因地制宜的遵守了。

《宁郡地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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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 年镇明路改建马路

子城内，现今的鼓楼公园路历史街区内，还有考古挖掘出来的庆元

路永丰路遗址，“元代”“仓储”，两个关键词放在一起，在文物遗址里，应

该算是很难得的，更何况出土了 800 多件文物，其中有世界各地的瓷片，

2002 年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督学行署在府桥街，应该是老城内唯一与衙署相关的古建筑，它是科

举时代的产物。西侧有呼童街，也是因为此建筑而命名。这里周边曾是

校士馆，每次考试，上面便会派人下来督查官员，官员就在这督学行署里

办公。宁波历史上出过 12 位状元，3000 多位进士，也可谓是江南多才子

了。江南相比北方，总是要安稳得多，社会稳定，必定重视文化教育，教育

一重视，科举考试的人就多，中的进士也就多。

宁波老城内的道路多半不是特别的直，离宁波人说的“笔直”“刮

直”还是有很大的差距，原因是宁波城旧时是一个水乡城市，道路边上

都有河道。有时候，船行水路甚至比陆路还要方便，“摇啊摇，摇到外婆

桥”，桨声欸乃，河埠头、拱桥，在老照片里，与绍兴、苏州等城市的也是

十分相像，但在民国时代，旧城改造拓宽马路，填埋了河道。于是十几

条河道便消失得无影无踪，除了在地名里稍微还有这么一点印记。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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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的水从四明山而来，它山堰引樟溪水入南塘河，入南门潴为日月双

湖，西塘河从横街、林村而来，入北斗河，出北郭保丰碶，注入姚江。犹

如两条大动脉。静静地流淌在古城中。深水静流，感悟着城市古往今

来的命脉。

以鼓楼为主心，中山路与镇明路交界，“丁”字形的路口，把老城分为

三个区块，即现在的鼓楼、江厦、月湖三个街道（江厦、月湖以解放南路为

界），政治、经济、文化，各得其一。

鼓楼一直是府治、县治的所在地，现今的海曙区政府依然在鼓楼街道

境内。东门口江厦街一带，商业素来十分繁荣，谚语云：“走遍天下，不如

宁波江厦。”虽是乡人自夸之语，但夸张得并非太离谱。月湖则是历来文

人学士聚集之地。“庆历五先生”“淳熙四君子”在湖边开办书院，兴教讲

学，使得月湖有“浙东邹鲁”之誉。四明史氏家族择居于月湖，为月湖增

添了许许多多的人文掌故。明代天一阁藏书楼，闻名海内。除天一阁外，

还有许多藏书楼在月湖边上，增添了月湖的书香。我们简单地按现在的

因素分类了一下古城，其实在古代，古城内也有对城市功能区块的分类。

城市的两大最基本功能，即是居住和商业贸易，离不开道路街巷绿化、防

火、排水等环保公益事业。因为鼓楼区域是政治中心，所以出过很多名宦，

唐代迁州治的韩察，修造灵桥的应彪、羊僎、黄晟，宋代的钱亿、李夷庚、曾

巩、仇悆、张津、魏王赵恺、范成大、吴潜，明代的王琎、蔡贵易，清代的邱

业、曹秉仁。县官也有许多，宋代王安石 27 岁即来鄞县任县令，清代的杨

懿因公而殉职，晚清时代任宁绍台道台的段光清、薛福成、喻兆蕃，一个个

对治理宁波都有着或多或少的贡献。

信仰、科学、艺术是拉动人类文明进程的三驾马车，世界三大宗教信

仰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寺庙、基督堂、清真寺在老城内都有，但中国人

传统信奉的宗教儒、释、道则是遍地开花的。在鼓楼区域内的中山广场原

即是宁波府学孔庙所在地。在第二医院之间，有一条小巷叫作佑圣巷，佑

圣是北方玄武大帝的又一称呼，此地原有佑圣观，佑圣属道教信仰。报德

观在横河街，祭祀唐末明州刺史黄晟，民国高僧弘一大师曾住过白衣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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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湖旧照（《宁波旧影》）

鼓楼旧照（包腊相册）

江厦街旧照（《宁波旧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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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宁寺的唐塔是宁波老城最古老的建筑。

在鼓楼街道区域内，同样聚居着很多的名人，保留下来大量名人故

居，冯孟颛与伏跗室，有“近代赵子昂”之称的赵叔孺旧居即在伏跗室的

后进。“慈溪四才子”之一的冯君木的回风堂、葛夷之旧居均在宝兴巷，还

有叶宅、沈元戎第、林宅、屠滽故居、万氏别第、屠园巷、张苍水故居。虽然

区域不是特别大，但名人故居旧迹如此密集，也是很少的。

鼓楼悠悠的钟声，每敲一声，犹如湖中投入一块石头，水波向四处荡

漾，钟声悠悠，似乎从古时穿越而来，又由近及远。一个有历史文化的城

市，让钟声显得更有历史的厚重感。钟声响起，每一声，似乎都有包含着

一个故事。

二、日暮城楼传戍角

（一）古城的历史沿革（子城、罗城、海曙楼）

中国古代城市选址原则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选择适中的地理位置，即“择中”原则。

鼓楼沿标志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