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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重视对历史与现实问题的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和政府的优良传统。只有传承历

史，才能更好地把握现实，开拓未来。鄞州为宁波首邑，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与

深厚的文化底蕴，特别是近代开埠以来，在席卷全球的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率先

开启了经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对近代鄞西经济社会变迁进行系统梳理与研究，

不仅是对区域现代化源头的追寻与回溯，而且是对投身现代化的历代志士仁人及

其创业创新精神的缅怀与传承，更是对区情地情的一次探究与思考。

本课题通过挖掘第一手文献史料，全面解读了近代鄞西地区经济社会的演变

与转型。孕育于它山水利文化的鄞西近代经济社会变迁与转型，是在传统社会尤

其是明清时期发展基础上的历史演进。从晚清开始，鄞西社会迈入现代化发展阶

段。在这漫长的发展进程中，鄞西经济社会发生了诸多有意义的变化，特别是20世

纪后进入了较为快速的发展阶段，到3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后因战乱不断，陷入停

滞状态乃至倒退，战后略有恢复，但不久又因内战而中断。总体看，这一转型取

得了一定成就，体现在经济、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尤其在经济市场

化、水利与交通建设、社会事业以及人的素质诸方面，表现得相当明显。令人扼

腕的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以及随后的国共内战，彻底

打断了这一发展进程。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鄞西

地区逐步走出了一条与区域禀赋相适宜的现代化之路，并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传承历史，开创未来。历史富含智慧，历史昭示未来。通过这样一次历史之

旅，必将加深人们对鄞西区情地情的了解与把握，为制定与完善鄞西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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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政策措施提供重要的依据与参考，并让人们从中得到一定的启示与教益。同

时有助于加强旅外鄞西籍人士的文化认同，激励人们更好地投身区域现代化建设

事业。

正值本书即将付印之时，宁波市正在进行新一轮行政区划调整。历史上曾

经是宁波发祥地的鄞西划归宁波市海曙区，这将大大拓展海曙区的发展空间，也

将推动鄞西地区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展望“十三五”，鄞西地区定能充分

发挥文化灿烂、物产富饶以及交通便捷等诸多优势，将自身的秀美山川、深厚文

化、美丽城乡打造成为最富魅力的品牌，全面提升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自豪感，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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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论  001

第一节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循序渐进的演变

过程，也都存在着继承和创新的问题。现实问题的挑战往往需要我们回顾过去，希

望从历史变迁中寻求现实的路径与依据，并从中得到某些启示，正所谓“一切历

史都是当代史”。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制度经济学创始人诺斯认为社会路径

或曰发展道路的选择与其文化传统有关。他说 ：“我们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过来

的，就不知道今后前进的方向。”[1] 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研究的虽然是历史上发

生的问题，但其与现实密不可分，而关注现实与未来乃是历史研究的意义所在，进

行近代鄞西社会变迁研究即是如此，这也是本课题的宗旨所在。

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说称的“近代”，根据学界普遍做法，时间涵盖鸦片战

争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社会变迁”是指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

及其结果，包括自然环境、经济、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以及文

化的变迁。近代鄞西社会变迁内容丰富，几乎涉及以上的所有方面，但限于史料

等原因，本书将主要涉及经济、社会结构、社会事业以及社会价值观念诸方面。

在当代宁波 30 多年开发、开放的大浪潮中，在许多地方“体无完肤”的背

景下，鄞西则是一片不可多得的“净土”。在此情况下，如何传承与弘扬传统文化、推

动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现实的挑战，也

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与责任。

[1] 　沈祖炜主编 ：《近代中国企业 ：制度和发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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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持续热门的江南区域研究，以宁波为核心的浙东地区一直没有引起

学术界应有的关注，以县以下的区域为单位的小区域研究更是少见。作为宁波重

要组成部分的鄞西地区，历史上曾是鄞县乃至宁波的发祥地，其中心城镇鄞江镇

是一座浙东重镇，素有“四明首镇”之称。近代鄞西是近代宁波发展与变迁的缩

影。近代宁波开埠后，这一地区受到外来世界的影响，传统与现代以及中西文明

的对接与碰撞都由此展开。本课题拟通过挖掘第一手文献史料，力图在系统梳理

鄞西地区近代历史变迁的基础上，全面解读鄞西一地社会经济在近代中国社会历

史发展条件下的演变、转型及其困境，以便为深入研究近代中国提供一个区域个

案，并为当代中国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提供若干启示，同时为百姓了解鄞西、品

味乡愁提供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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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研究地域范围 

鄞西是本课题研究涉及的地域范围，即所谓的鄞县西乡。著名的民国《鄞

县通志》对鄞县西乡的地理环境是如此阐述的 ：西乡西凭四明山，迤逦而下，扩

大为大平原。东则鄞江南来，北则姚江东流，三大河横贯其间，绿野平畴，弥望

皆是。[1] 鄞县以奉化江为界，天然地分为鄞西与鄞东南两大部分，鄞西即奉化江

以西部分，包括鄞西、鄞西南地区。因晚清民国时期，鄞县政区多有调整，各地

区范围也多有变化。清末鄞西主要包括同道乡、鄞江乡、西成乡、桃源乡、章远

乡。1919 年，改“乡”为“区”，具体名称不变。1930 年，鄞县在乡村设置 5 个

区，并以序号为区名，其中第一、第二区为鄞西地域。1932 年，全县改为 10 个

区，下辖 351 个乡镇，其中第六、第七两区为鄞西范围，第六区包括 49 个乡镇，即

集士镇、高桥乡、卫民乡、柳堰乡、青湖乡、横街头镇、横涨镇、上王乡、鹤山

乡、丰惠乡、孚惠乡、秀水乡、九龙乡、太平乡、石碶镇、栎社镇、龙化乡、月

塘乡、新民乡、清道乡、段塘镇、西徐乡、溪渡乡、同仁乡、轫元乡、桂林乡、明

农乡、西山乡、三成乡、象南乡、殷浦乡、古林乡、布政乡、狮岭乡、雷庄乡、湗

水乡、后仓乡、两湖乡、武陵乡、凤岙镇、望春乡、塘南乡、惠济乡、镜水乡、北

渡乡、碧水乡、保佑乡、镇源乡、葑里乡；第七区包括 43 个乡镇，即鄞江镇、悬

慈乡、蕙峰乡、百梁桥乡、仁里乡、芦泾乡、马湖乡、前虞𡍲镇、蜃蛟乡、青阳

乡、长青乡、梅园乡、民益乡、民正乡、力义乡、镇宁乡、大众乡、中兴乡、光

溪镇、宝峰乡、三平乡、芝象乡、月山乡、锡麓乡、章水镇、崔岙乡、梅峰乡、周

许乡、蜜岩乡、鲸山乡、大皎乡、小皎乡、界姚乡、梅溪乡、俞山乡、新周公乡、鹤

[1]　张传保、陈训正等：《鄞县通志·政教志》，成文出版社1973年版，第363—3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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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乡、环溪乡、龙谷乡、清源乡、自新乡、作新乡、朱汤乡。[1]1946 年，全县又

划为 6 个区 71 个乡镇，其中鄞西区、四明区为鄞西地域。

总体来看，近代鄞西地域相当于今鄞州区横街、章水、龙观、鄞江、洞桥、石

碶、古林、集士港、高桥及现划入海曙区的望春等范围。

[1]　《民国二十一年区乡镇区划表》，张传保、陈训正等 ：《鄞县通志·舆地志》，成文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186—191 页。

今鄞州区地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导　论  005

第三节　相关研究综述

一、关于近代江南区域研究

早在 20 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国著名学者陶希圣、全汉升、鞠清远、吴景超

等就在《食货》杂志上开始了中国古代城市和市场的研究。30 年代，作为江南经

济主干的桑蚕业衰败导致江南地区普遍的萧条，引发了学者对于农村社会变迁的未

来是城镇化还是城市化这一议题的讨论。此后对于江南地区的研究，一直受到学术

界的关注。特别是自 1964 年著名经济史学者傅衣凌发表《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经济

的分析》一文以后，有关江南地区的学术研究经久不衰。其研究成果覆盖了经济、文

化、社会生活、地方自治、近代化等各个方面，学术成果相当丰硕。

当代关于近代江南区域研究的成果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包伟民主编的《江

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1840—1949》（知识出版社，1998）一书。该书将研究的方

向拓展至了近代，对于后来研究者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作者在书中提出了江南

地区范围逐渐扩展的问题，认为江南地区的范围到了近代已经向东南延伸，建议

将浙东沿海的宁绍平原也包括进去。该书着重回答了“江南市镇有否或者在多大

程度上被纳入到了中国社会近代转轨过程中”这一问题。内容涵盖镇区形制特

征、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生活水平以及人口城镇化等方面，还以蚕桑改良运

动为个案来讨论市镇近代化的作用和地位。李学昌的专著《20世纪常熟农村社会

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2001）以大量的田野调查、民间文献以及档案等第一手资料为基

础，考察了江浙沪地区典型的农村社会的变迁，尤其对于农村社会转折过程中

城市化、工业化等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述。马学强的《从传统到近代：江南城镇

土地产权制度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对近代江南城镇土地产权

问题做了详细的分析。郎友兴的《从传统走向现代：一个江南市镇社会结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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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的嬗变》［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一文，通过研

究南浔的社会结构（职业与阶层、家庭结构和社会组织）在近代中国所发生的变

化,揭示传统江南市镇在中国近代转轨过程中的面相。赵世瑜和孙冰在《市镇权力

关系与江南社会变迁——以近世浙江湖州双林镇为例》（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

期）一文中，透过考察浙江湖州双林镇在1900年3月发生的“东岳会风波”，来探

寻一个江南小镇在社会变迁过程中的权力关系，这篇文章可以称得上是江南市镇

政治研究的典范。

在长时段研究江南的论著中，以美国学者施坚雅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影响最

大，其代表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一书，大量运用了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地

理学等学科理论和方法，对明清时期中国城市特别是江南各个城市进行了深入研

究。该书由 16 篇论文组成，分为三编，施坚雅为每编都作了长篇导言。该书内

容丰富，主要侧重于三个方面：城市的建立与扩展，影响其形式与发展的原因；城

市之间以及城市与乡村间的联系 ；城市内部的社会结构。陈国灿、奚建华的《浙

江古代城镇史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 年）搜集大量浙江城市史的历史资

料，发掘出许多史料，特别是宋代以前的资料，比较系统地梳理了浙江古代城镇

发展的历程。陈忠平的《宋元明清江南市镇社会组织述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

究，1993 年第 1 期）一文就宋元明清时期江南市镇社会组织的三种主要类型——

市镇政权组织、宗族组织以及帮行组织，其内部结构关系及其对市镇社会经济的

影响进行了讨论。作者从社会组织形态方面切入，探究江南市镇的变化与发展，为

江南市镇研究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江南地区研究的成果，有宏观的整体性研究，也有微观的个案研究。研究

对象已从单一的区域经济逐渐扩展到整个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

层面。还有将江南地区与华北地区进行比较的研究，比如王玉茹和郭锦超在《近

代江南市镇和华北市镇比较研究》（江苏社会科学，2003 年第 6 期）一文将发展

最完善的江南市镇与中国历史上市镇体系形成较早的华北市镇放在一起进行比

较，从市镇发展情况、市镇分布格局、市镇的经济功能等方面研究两者的差异，进

而探讨华北市镇近代发展落后、江南市镇近代发展兴盛的原因。台湾学者范毅军

也对江南市镇的研究做了学术史回顾，在《明清江南市场聚落史研究的回顾与展

望》（新史学，1998 年第 9 期）一文中，他认为江南市镇研究“大体归纳成五大

探索趋向 ：市镇的起源与定义 ；关于江南市镇在明清两代盛衰起伏的时序及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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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变动 ；江南市镇的地理分布趋势，网络与层级的关系 ；市镇的类别、功能与

活动内容 ；市镇在明清社会经济发展史中的作用与意义”。

几十年来，对于江南地区变迁的研究不断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模式和研究

方法，如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地理学、人类学等。总之，江南地区研究取

得了丰硕的成果，可谓是百花齐放、成绩斐然，但是依然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综

合以上的研究，从时间段上来看，关于明清时期的研究相对较多，文章的质量和

深度也相对较高。而近代的江南地区研究却刚刚起步，成果相对较少 , 难以全面

展现江南地区发展的全貌。这一问题的产生主要与史料的挖掘程度有关，明清的

史料比较集中，而近代的史料则相当分散。从研究的领域来看，学者大多数都是

从经济史的角度入手，而对政治、社会、文化等层面的研究就薄弱许多。无法从

多个层面全方位地对江南地区进行研究，也就无法全面地展现江南地区在中国历

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从研究的地区范围来看，也由于受到史料的局限，江

南地区的研究一般都局限在苏、松、太、杭、嘉、湖地区，而对于上海周边的市

镇以及江宁、常州、镇江等地，研究数量不多，成果也较少，至于宁绍平原地区

则更加缺乏，这就造成了江南内部区域研究的不平衡。从研究的选题来看，虽然

都是对江南地区的研究，但是大多数的文章还是选择一些大的区域作为研究对

象，而且主要集中在南浔、乌镇等明清以来名闻遐迩的大市镇。 

综上所述，对于本课题涉及的内容，学术界还缺乏应有的关注，有的尽管

有所涉及，但也是刚刚起步。为此，推进相关研究，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为区域发展与进步提供文化力量和学术支撑仍有待于多方的努力 。

二、文献综述

由于学术界对本课题的研究还属于拓荒阶段，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无从谈

起，只能从头开始。本课题研究是一项史学研究，文献是本课题得以进行的前提

条件。其文献资料来源，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 报纸杂志类

近代报刊的兴起为记录历史变迁提供了重要的载体，它往往以图文并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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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为我们认识过去、建构历史提供了可能，是我们解读过去、认识历史的重要

途径。报刊史料具有综合性、动态性、立体性的优点。由于宁波开埠较早，近代

传媒较为发达，报业兴盛，历史上有大量报纸杂志问世。与本课题有关的主要有

《申报》《上海宁波日报》《宁波市政月刊》《宁波日报》《四明日报》《时事公报》《五

味架时事公报附刊》《宁波民国日报》《浙江省建设月刊》《合作月刊》《中外经济

周刊》《工商半月刊》《浙江民政月刊》《宁波社会科学杂志》《宁波旅沪同乡会月

刊》。其中《申报》《上海宁波日报》《时事公报》《五味架时事公报附刊》《宁波

民国日报》《宁波日报》是本课题资料的主要来源，这部分报纸涉及鄞西地区资

料较多，面也最广，从生活琐事到社会经济都有报道，其他一些报刊主要是针对

某一方面的内容，如《合作月刊》对鄞西地区合作事业方面的报道内容较多，是

我们考察民国时期鄞西合作事业的重要材料来源，《浙江省建设月刊》则是我们

考察鄞西水利事业的重要材料之一。

2. 地方文献资料类

地方文献主要是地方志类的资料，2014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鄞州山水志

选辑》收录的宋魏《四明它山水利备览》是我国第一部水利志著作，清姚燮的《四

明它山图经》是以图为主或图文并重的方志著作 ；另有《小溪志》是鄞江镇的旧

志，也是清代中期的作品。

长期以来，有关的鄞县志书保存了大量鄞西的材料，特别是光绪《鄞县志》、民

国《鄞县通志》《鄞县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中民国《鄞县通志》，涉

及内容最多最广，是本课题不可或缺的资料。光绪《鄞县志》和《鄞志稿》中则

有较多的关于水利工程的内容。另外一些地方文献如 30 年代编辑的《鄞县县政

统计特刊》《鄞县建设》《鄞县教育年鉴》也是本课题资料的重要来源。

3. 著作类

关于宁波地区的各种著作较多，其中涉及鄞西地区的有周时奋的《风雅南

塘》《故土家园》等，而更多的内容散见于其他著作中，这些资料也为关于本课题

的展开提供了支持，但需要通过大量阅读才能得以利用。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现在

对鄞西地区市镇的一些当代参考书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陈思光编著的《它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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堰》《鄞江桥》小丛书等。其他地区市镇和水利的研究也为本课题的开展提供了借

鉴，如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探微》、刘石吉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费孝

通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小田的《江南乡镇社会的近代转型》、包伟

民的《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 1840—1949》、［美］林达·约翰逊的《帝国晚期的

江南城市》、陈晓燕和包伟民的《江南市镇 ：传统历史文化聚焦》、李伯重的《多视

角看江南经济史》，等等。

4. 档案及其他

包括鄞县在内的近代宁波的档案资料散佚情况相当严重，即使三四十年代

有所保存，也是残缺不全的，涉及本课题内容的更少，仅有零星的卷宗可资利用，时

间则以抗战胜利后为主。但保存在档案馆的一些文献倒很有价值，如 30 年代国

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学员在鄞县经过 4 个月左右调查后所作的《鄞县社会经济调查

报告及其意见》，相当全面客观地记述了 30 年代初鄞县一地政治、经济、社会各

方面的情况，是了解当时鄞县县情不可多得的第一手资料。

学术界对于鄞县和宁波地区的研究论文多涉及鄞西地区，这也为我们的研究

提供了线索与参考，当然也包括其他地区的研究文章，如李国祁的《清代杭嘉湖

宁绍五府的市镇结构及其演变初稿 ：1796—1911》、陈晓燕的《近代江南市镇人

口与城镇化水平变迁》、陈倩的《1843—1938 年间杭嘉湖地区市镇经济的变迁》、陈

学文的《明清时期杭嘉湖市镇的发展与城市化的道路》、郎友兴的《镇政的现代

化 ：南浔政治结构在近代的演进》和《从传统走向现代 ：一个江南市镇结构在近

代的嬗变》、王玉茹和郭锦超的《近代江南市镇和华北市镇的比较研究》、汪效驷

的《江南乡村社会的近代转型研究》等。

另外，近年鄞州区档案馆编订的《近代鄞县史料辑录》有诸多关于鄞西地区

社会经济的内容。此外，近代以来所留下的关于鄞西地区的照片以及实物本身、关

于鄞西社会经济生活的回忆性文章，也是我们课题展开的材料来源，这些文献的

运用往往使得本课题的内容更加充实、直观和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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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思路

本课题以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为基础，即确立研究方向与宗旨后，进行文献史

料的收集、整理、解读，从而得出相应的结论，而非先有结论，再设法找史料加

以证实 ；同时在研究过程中借鉴相关的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理论和

研究方法，并辅以田野调查等手段，从它山水利文化与鄞西地区近代转型的角度

考察在近代化的浪潮中这一区域的历史变迁。需要指出的是，本课题研究是一项

史学研究，而史学研究是一项实学，是以史料文献为基础进行的，因此本课题最

大的难点在于史料的充分占有。有关鄞西的史料基本分散在报刊、地方志等处，而

且本书涉及鄞西的政治、经济、社会诸多方面，涉及面广，有些史料相当缺乏，难

以完整地反映历史面貌，有的甚至不得不付诸阙如。如何尽可能地占有史料将是

本课题的最大挑战。

二、研究方法

1. 实地调查法

通过实地踏勘和走访，系统搜集与近代鄞西社会变迁有关的历史背景材

料，综合运用历史法、观察法等方法以及谈话、个案研究等方式，进行有计划的、周

密的和系统的调查，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综合、比较、归纳，从

而形成规律性的知识。

2. 文献研究法

通过收集与调查获得第一手文献资料，并进行比较与辨别，在此基础上加

以梳理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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