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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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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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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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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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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文脉 总述：浙东学派与海曙

什么是浙东学派？狭义的浙东学派指清

初以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

诚、邵晋涵等为代表研究经学与史学的经史

学派，由于这些代表人物的籍贯均在浙江东

部，故为浙东学派。广义的浙东学派包括狭

义浙东学派及浙江其他地区的学术派别，如

宋代今浙中（浙江中部地区）以吕祖谦为代

表的金华学

派，陈亮为代

表的永康学派，今浙南（浙江南部地区）

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注：古代历

史上往往以钱塘江为界，将浙江分为

“浙西”“浙东”，今杭、嘉、湖地区古为

“浙西”，而宁(甬)、绍、台、温、金、丽、衢

地区均属“浙东”。）浙东地区山清水秀，

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运畅通。宁波绍兴一带，更是鱼米之乡，尤其是

宁波，内河航运与海运都很便利，经济也比较发达，人们的思想相对开

放，这为学术思想与学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浙东学派起源于宋代，在明清时期崛起，对近现代学术和海外学术

特别是日本和东南亚的学术影响很大。需要指出的是，浙东学派延续

时间很长，由宋至清；分布地域很广，浙江东部各地均有代表人物；学

派中人物也很多，经粗略统计就有数百人，他们的著作繁多，思想主张

也有很多不同，大致说来浙东学派的流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 叶适像

● 陈亮像

浙东学派与海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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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由于这些代表人物的籍贯均在浙江东

部，故为浙东学派。广义的浙东学派包括狭

义浙东学派及浙江其他地区的学术派别，如

宋代今浙中（浙江中部地区）以吕祖谦为代

表的金华学

派，陈亮为代

表的永康学派，今浙南（浙江南部地区）

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注：古代历

史上往往以钱塘江为界，将浙江分为

“浙西”“浙东”，今杭、嘉、湖地区古为

“浙西”，而宁(甬)、绍、台、温、金、丽、衢

地区均属“浙东”。）浙东地区山清水秀，

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水运畅通。宁波绍兴一带，更是鱼米之乡，尤其是

宁波，内河航运与海运都很便利，经济也比较发达，人们的思想相对开

放，这为学术思想与学术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浙东学派起源于宋代，在明清时期崛起，对近现代学术和海外学术

特别是日本和东南亚的学术影响很大。需要指出的是，浙东学派延续

时间很长，由宋至清；分布地域很广，浙江东部各地均有代表人物；学

派中人物也很多，经粗略统计就有数百人，他们的著作繁多，思想主张

也有很多不同，大致说来浙东学派的流变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 叶适像

● 陈亮像

浙东学派与海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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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是宋学，主要学派代表是金华学派和永康学派。金华

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南宋哲学家金华人吕祖谦。他对外“力主抗金”，对

内要求改革弊政；为学提倡“明理躬行”，治经史的目的是“致用”。在

他的影响下，金华学派重“经世致用”，反对空谈阴阳性命。永康学派的

代表人物是南宋哲学家、文学家陈亮，他

是婺州永康人（今浙江永康市），永康学

派“力主抗金”，反对议和；在国家治理政

策上主张“简法重令”；在学术上主张“经

世致用”，提倡有益国计民生之“事功之

学”，反对空谈。而在宁波，有四明学派，

学术思想上承陆九渊心学，以传授、传播

陆的学说为主。四明学派的学者办书院，

集中在今宁波月湖一带讲学。代表学者

有明州淳熙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

焕）等。

第二个阶段是南宋末年至元代的东

发学派，由南宋末年哲学家、儒家学者黄

震创立。黄震，慈溪人，字东发，学派因

此而得名。黄震认为“理”是“四时行，

百物生”的自然准则，所谓的“道”就

是日用常行之理，重事功实用，斥空

谈性理人心之学。

第一、二阶段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还只是浙东学派的先声。浙东学派

的崛起是在明代。

第三个阶段是明代的姚江学派，

创始人是明代大儒王守仁，其最重要的哲学思想结晶是《传习录》，由其

门人所辑，在中国及日本都传播甚广。王守仁也是一位教育家，他生前

的教学活动遍及浙江、贵州、江西等区域，门徒众多，上至明朝廷的名公

重臣，中有地方官员士绅，下至平民百姓商贾。黄宗羲的《明儒学案》以

“师承地域为界”，将阳明学派分为浙中王学、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

王学、北方王学、粤闽王学、泰州学派等，可见其流传之广、影响之深。

第四个阶段是清代的浙东学派，以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

等学者为代表。浙东学派深刻影响了中国后世史学和日本史学。

个人以为，浙东学派其实就是一个以地域命名的大筐，里面装的东

西比较丰富，也比较驳杂，但由于浙东有自己比较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

文氛围，所以总体来说浙东学派有比较突出

的学术取向，即“经世致用”。经世就是治理

世事，致用就是尽其所用，经世致用就是要求

读书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准则，应

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

空虚之学。其实在中国古代，做学问一直就

有两条线，一是实用之学，一是玄虚之学。实

用之学就是要经世济民、治国安邦，但是许多

读书之人往往不事生产，苦读经书，对于社会

实际问题不很了解，所以被人讥讽为“四体不

勤、五谷不分”。鉴于此，有些志向高远的书生

● 吕祖谦像 ● 陆九渊像

● 杨简像

● 袁燮像
● 孔子像

● 传习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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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立志经世致用，关注社会矛盾，面对社会现实，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

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

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经世致用

思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孔子所创立的儒家

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可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

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

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另外，

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思辨。它不像

其他哲学思想那样，用极强的思辨性去解释诸如世界的本原问题、今生

与来世的问题或是人世与鬼神的关系等问题，而是很实在，甚至可以说

是很实用的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处世，教统治者如何治国、如何理政。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传统，这对中国

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

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

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

救国救民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

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

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

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

准则。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

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

以挽救国家。但后世的理学家却往往把

“修身”放在儒学最重要的位置，在思想

上行动上往往将修身养性的“内圣”与

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并论，从而造成事实上的对立，割裂了“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简称“修齐治平”）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许多理学

家走上了虚幻的“穷理”之途，并将对“理”的认识僵化、保守化，违背了

朱熹“经世”的本意，使其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成为漠视现实、脱

离现实的学究、腐儒，而与现实的隔膜，也使得理学逐渐走向末路。

随着理学的没落，陆王心学崛起。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

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心”，尤其强调发挥人的主体能动作用，这恰恰弥补

了理学后期脱离现实、不关心世事的弊端。因此，陆王心学便代替了程

朱理学，开始发挥作用。然而，“心学”的后人，也逐渐抛弃了“经世”精

神，只致力于“心学”本身，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不久，“心学”开

始衰败。所以可以说，那些不问世事、人事

的学问，都难以长远。

虽然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没能避免

衰落的结果，但其在发展过程中对传统士

人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无论是张载

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 , 为万世开太平”，还是范仲淹的“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儒学和士

人对于天下国家的责任意识更为强烈，并

一以贯之，使得中华文化的传承不绝如缕，

虽屡经战乱而不亡，在这点上，可以说经

世思想确实有存亡继绝之功。而时至明

清之际，这一实学思潮达于顶点，士大夫

中的优秀分子和新兴的士民代表，反对

● 朱熹像

● 顾炎武像

● 王夫之像 ● 《明夷待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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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国救民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

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

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

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

准则。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

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

以挽救国家。但后世的理学家却往往把

“修身”放在儒学最重要的位置，在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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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并论，从而造成事实上的对立，割裂了“修身、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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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熹像

● 顾炎武像

● 王夫之像 ● 《明夷待访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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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谈，主张关心时政。其中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最杰出的代表。

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直言人君“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即用

自己的私欲来取代天下的公心，其中所表露出来的沉痛和激愤，无论在

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具有足够的震撼力。可以说，《明夷待访录》等书中

蕴含的思想，是对传统实学的一种超越，而浙东学派很荣幸在其中占有

重要地位。

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既达到了顶点，也成为尾声。随着清朝统治

的建立，早已失去生机的理学又被统治者拾起，但其关怀世运的一面却

已不在，剩下的只是泛泛空谈。另外，由于清政府在思想上实行高压政

策，尤其是盛极一时的“文字狱”，沉重打击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勇

气，迫使一批批学者无奈地走上闭门治学之路，整日与考据为伴，不再

关心议论政事。至此，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中一直延续的经世致用

思想走到了尽头。清王朝的辉煌只是夕阳西下时的一点余辉，随着康

乾盛世的结束，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面对淤积已久的严重的社会危机。

与此同时，浙东学派和浙东学术也归于沉寂，并在历史的沉积中默默孕

育新变，等待再次辉煌的时刻。

赞曰：东海滔滔，浙水悠悠。学者辈出，唯实是求。亦经亦史，溯源

追流。为国为民，夙夜心忧。苦思孤诣，以行探纽。中华复兴，浙学未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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