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序  //



1

目　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史留痕 : 人物卷 / 宁波市鄞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 —宁波 : 宁波

出版社 , 2017.8

    （鄞州地方文化丛书 . 四明文录·《鄞州文史》精选）

  ISBN 978-7-5526-3014-5

     Ⅰ . ①青… Ⅱ . ①宁… Ⅲ . ①名人－生平事迹—宁波

 Ⅳ . ① K820.8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01516 号

主　编　鲁定国

副主编　孙亚飞　戴松岳（执行）

编　委　颜务林　俞珠飞

青史留痕：四明文录·《鄞州文史》精选（人物卷）

宁波市鄞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出版发行 ： 宁波出版社

                   （宁波市甬江大道 1 号宁波书城 8 号楼 6 楼  邮编 ：315040）

网　　址 ： http ：//www.nbcbs.com

封面题签 ：张忠良

责任编辑 ： 霍佳梅

责任校对 ：王    丹　叶呈圆　尤佳敏

装帧设计 ： 原色太阳

印　　刷 ：宁波白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29 

字　　数 ： 760 千

版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526-3014-5

定　　价 ： 98.00 元



2

  //  青史留痕 ：四明文录·《鄞州文史》精选（人物卷）

   

宁波市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

宁波市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
（2017年3月调整）

主  任  陈振国

副主任  陈国良  吴海平  薛玉生  鲁定国

委  员  孙亚飞  鲁宝明  裴渭干  李聪慧

        梁德明  黄明伟  谢定裕  戴松岳

主  任  郑坤法

副主任  沈剑波  戴嘉敏  华志苗  黄碧英

        叶天奔  周义定  王孝嗣

委  员  孙亚飞  鲁宝明  裴渭干  李聪慧

        马晓英  黄明伟  刘玮枫  冯浙萍

        戴松岳



3

序  //

   

宁波市鄞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主  任  马晓英

副主任  汪晓红

委  员  杨慧月  周玲智  王耀鹤  冯  琼

        胡春波  张全民  俞珠飞  朱海波

宁波市鄞州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2017年3月调整）

主  任  梁德明

副主任  汪晓红

委  员  江志勇  金岐伟  俞珠飞  颜务林

        冯  琼  马慧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4

序  //

   

《四明文录 ·〈鄞州文史〉精选》编委会

主  编  鲁定国

副主编  孙亚飞  戴松岳（执行）

编  委  颜务林   俞珠飞



001

序  //

序

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历史悠久又传承不绝的伟大文化，是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不断发展的精神源泉，也是中华民族贡献于

人类文明的伟大礼物。为此，中共中央十八届六中全会公报中

庄重提出了“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浙江文化又

以独创性引人注目。早在 2006 年，习近平同志就在《浙江文化

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中精辟地指出 ：“千百年来，浙江人民

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

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有创造力的智慧和力量。”而鄞州作

为具有 2200 多年历史的东南要邑，其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影响

深远，可谓是光彩夺目的浙江文化的缩影和范本。

鄞州区政协根据鄞州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和优越的地理环

境，着重挖掘地域文化，弘扬优秀传统，以之作为政协文史工

作的重要内容。为此，鄞州区政协于 2005 年 6 月成立了地方文

献整理委员会，并创办挖掘、反映鄞州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

刊物《鄞州文史》。至今，《鄞州文史》通过鄞州区政协历届领

导的精心策划和有关同志的努力，在社会各界人士的鼎力帮助

下，已形成为在宁波市有影响的文史刊物，成为鄞州区政协联

系社会各界特别是文化学术界贤达的新平台。政协人才荟聚、

联系广泛的特点也在这一工作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鄞州文史》

自创刊至今共出刊 22 辑，刊出了 855 篇各类文章，这里既有对

专题的历史文化做深入研究、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文章，如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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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安教授的《梁祝“化蝶”出宁波——梁祝“化蝶”情节发源

地新论》、楼稼平先生的《万里迢遥赴敌来——第一次鸦片战争

中援藏军史料稽考》等 ；也有对重大史实中有关鄞州的首次披

露，如戴骅先生的《踏破东海万里浪　记叙钓屿第一人——陈

侃出使琉球国和他的〈使琉球录〉》、施存龙研究员的《鄞人赠

石碑给华盛顿纪念塔诸问题辨析——写在鄞人教徒向美国新首

都赠碑 160 周年》等 ；更有本地作者对重大史实的记录和追忆，

如沈小宝先生的《探寻强国富民路——王安石知鄞试政追忆》、

严伟祥先生的《鄞县撤区扩镇并乡纪实》等 ；而更多的则是文

史作者的专题作品，如祝永良先生的《铁血宰相史嵩之》、李本

侹先生的《球山及大松石历史初考》、胡纪祥先生的《记大嵩江

渔帮》等。为了使这些有价值的文史作品发挥更大的作用，鄞

州区政协和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决定在《鄞州文史》第

13 至 22 辑十辑中，精选部分文章，编成本书。本书共收 175

篇文章，按 1 至 12 辑《鄞州文史》精选本《三江文存》体例，

分为人物卷《青史留痕》、文化卷《振衣千仞》、综合卷《风物

缤纷》三卷出版。如今全书编成，付梓在即，我十分高兴。为此，

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政协文史工作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

谢，对政协委员和有关同志为鄞州文化和《鄞州文史》认真撰

稿和努力工作表示亲切的慰问。并殷切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

心鄞州区政协工作和文史工作，将有新意的文史稿件和高质量

的作品提供给《鄞州文史》，为鄞州文化建设作出更多的贡献。

是为序。

                                           政协鄞州区委员会主席

                           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主任              

2016年11月10日

陈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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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信芳

庆历教育主帅杨适及其门下王说

关于杨适之事迹，首见于乾道五年（1169）刊刻的《四明

图经》，卷五“慈溪县·逸民”曰：

杨适先生，按墓碑云：慈溪县人也，字韩道。隐居大隐山，年

七十余，以行义闻于乡，里人皆不敢道其姓名，以先生目之，其使

人信重如此。仁宗皇帝访天下遗逸，知州事鲍轲以适名闻，旋赐

粟帛。至嘉祐六年（1061），知州事钱公辅又表奏适高节，遂授将仕

郎，试太学助教。州遣郡从事躬捧诏书，仍具袍笏舆从，以礼起

之，适辞而不受，终老于家，葬于大隐山。县学有大隐先生碑，县

令林叔豹立。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九十一“仁宗”有一条关于杨适

的极为难得的材料，曰：

嘉祐五年（1060）五月癸巳，赐明州进士杨适粟帛。以转运使

言其文行称于乡里也。

五月癸巳，即五月初六，相当于公元 1060 年 6月 6日。这

就确认了杨适受赐之日期。但《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说杨适

是“进士”，而其他文献中从未道及，而以“逸民”闻。关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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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问题，有待于更多文献、文物来印证了。

考王应麟先生的《大隐杨先生传》有“寿七十有六，熙宁二年，

荥阳张峋为文表之”语，以熙宁二年（1069）为杨适之逝世年

计，“寿七十有六”则杨适约生于淳化四年（993）。《大隐杨先

生传》又有“退处四十年，德行益高，名闻京师。仁宗诏求遗逸，

太守鲍轲以名闻，赐以粟帛”云云。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

载，赐粟帛是在嘉祐五年（1060）。从嘉祐五年上推四十年，则

是在天禧四年（1020）开始退处。是时杨适之年龄，约二十七岁。

这样行文，并不是把杨适生卒日期给以考定，而是为杨适生卒

勾勒出一个大致之日期。

刊刻于绍定元年（1228）的宝庆《四明志》卷八“郡志八·叙

人·杨适传”增加了“明律历，晓兵法”“以文学、行义闻于乡里”

等内容，说是出自《旧志》，其他文字多见于乾道《四明图经》，

或者出于已经失传的大观《四明图经》。根据这些增加之内容看，

先生既以文学彪炳于乡里，又是精通律历、懂兵法之大家。这

些擅长，应该属于理学范畴。

对杨适之描述，最为详尽的当推王应麟先生《大隐杨先生

传》，曰 [1] ：

杨先生适，字安道，慈溪人，隐居大隐山。为人醇厚介特，议

论辩博平正，人有善则称之，不善如未之闻。为学要行乎己，惟恐

为人所知。毁誉荣辱不以动其心，人莫得而亲疏。盖自比仲元、

叔度之流。乡人严惮之，相语不以名氏，而尊之曰大隐先生。

衣食才自给，非义之馈一介不取。躬耕养亲，族之贫者分赈

之。邻盗其稼，人告之，先生愀然曰：彼穷厄而求救其生尔，勿治

也。盗闻之惭悔，其后无敢侮者。

善言治道，究历代治乱之原。孙威敏公沔自谏官出按浙东西

刑狱，欲见先生，先生不肯见。先生之越，时范文正公守越，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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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见焉。舆致府中，澹焉无求，公益贤之。先生治经，不守章句。

黜浮屠、老子之说，歌诗卓越超迈。容仪甚伟，衣冠俨如。始友钱

塘林逋，后与同郡王致、杜醇结交，后进莫不师之。

退处四十年，德行益高，名闻京师。仁宗诏求遗逸，太守鲍轲以

名闻，赐以粟帛。太守钱公辅又荐之，授将仕郎，试太学助教。州遣

从事致诏书、袍笏，舆从迎之，先生辞不受，遁去。寿七十有六，遗

令篆石圹前，曰“宋隐人之墓”。熙宁二年，荥阳张峋为文表之。

《四明图经》《四明志》中杨适之字，作“韩道”，而《大隐

杨先生传》作“安道”。《传》中有重要的“自比”，当引起注意。

曰：杨适“自比仲元、叔度之流”。犹《三国志·蜀志》卷五“诸

葛亮传”之孔明“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管仲、乐毅是政治家、

军事家，了解的人比较多，这就印证了诸葛亮一生为人之特色。

说杨适“自比仲元、叔度之流”，是用正史之笔法，意在点出杨

适为人之规范及其追求之方向。我们了解了仲元、叔度，也了

解了杨适为人之大半。因而对于史料不多的杨适，这就有必要

对知之不多的仲元、叔度作简单的介绍。再则，以前事涉杨适

之文，除王应麟外，尚无学者关注过这点。

仲元，即李弘，（晋）常璩撰《华阳国志》卷十上《先贤士

女总赞论》曰：

“仲元抑抑，邦家仪形。”李弘，字仲元。成都人，少读五经，

不为章句。处陋巷，淬励金石之志。威仪容止，邦家师之，以德行

为郡功曹，一月而去。子赘以见辱杀人，太守曰：“贤者之子，必不

杀人。”放之。赘自以枉，语家人。弘遣亡命。太守怒，让弘，弘对

曰：“赘为杀人之贼，明府私弘枉法，君子不诱而诛也。石碏杀厚，

《春秋》讥之。孔子称：‘父子相隐，直在其中。’弘实遣赘。”太守

无以诘也。州命从事，常以公正谏争为志。扬子云称之曰：“李仲

元为人也，不屈其志，不累其身，‘不夷不惠，可否之间’；‘见其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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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肃如也；观其行者，穆如也；闻其言者，愀如也’。非正不言，

非正不行，非正不听。吾先师之所畏。”

李弘之事迹亦为（晋）皇甫谧编入《高士传》中，《传》有曰“弘

居成都，里中化之。班白（老年人）不负担，男女不错行。弘

尝被召为县令，乡人共送之。元无心就行，因共酣饮，月余不去。

刺史使人喻之，仲元遂游奔不之官”。

李弘之事迹深深影响了杨适，所以杨适也有“退处四十年，

德行益高，名闻京师。仁宗诏求遗逸，太守鲍轲以名闻，赐以粟帛。

太守钱公辅又荐之，授将仕郎，试太学助教。州遣从事致诏书、

袍笏，舆从迎之，先生辞不受，遁去”。又一“不守章句”，一“不

为章句”。杨适，真是李弘之再世也。

叔度，汉黄宪之字。他学品超群，以气量广远著称。《后汉书》

卷八十三“黄宪传”曰：

黄宪，字叔度，汝南慎阳人也。世贫贱，父为牛医。颍川荀淑

至慎阳，遇宪于逆旅。时年十四，淑竦然异之，揖与语，移日不能

去。谓宪曰：“子吾之师表也。”既而，前至袁闳所，未及劳问，逆

曰：“子国有颜子，宁识之乎？”闳曰：“见吾叔度邪？”

是时，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见宪未尝不正容，及归，罔然若

有失也。其母问曰：“汝复从牛医儿来邪？”对曰：“良不见叔度，

不自以为不及。既睹其人，则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固难得而测

矣。”同郡陈蕃、周举常相谓曰：“时月之间，不见黄生，则鄙吝之

萌复存乎心。”及蕃为三公，临朝叹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

绶矣。”太守王龚在郡，礼进贤达，多所降致，卒不能屈宪。郭林宗

少游汝南，先过袁闳，不宿而退。进往从宪，累日方还。或以问林

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顷

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宪初举孝廉，又辟公府。友

人劝其仕，宪亦不拒之。暂到京师而还，竟无所就。年四十八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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