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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宁波 ——“书藏古今 港通天下”的文化之城。居住于此，你是否真的

了解这座城？关于“宁波帮”这一城市名片，知晓多少？匆匆游客，又了解几

许风景背后的故事？《宁波人文轶事》带你走进宁波，解读宁波帮，重新认识

这座熟悉的陌生城市，“结识”一个秉承传统又励志奋发的群体。

《宁波人文轶事》是一座闪光的路标：它是时间上的路标，从 18 世纪闻

人往事，到 1911 年辛亥光复，再至当代宁波帮捐资故里；它是空间上的路标，

从书香浓郁月湖畔，到甬江两岸的三北大地，再至沧海桑田嬗变路。通过这

座路标，我们得以感知湮没于时间长河之中、隐藏在城市表象之下的更为浓

厚而深邃的人文与历史。

弘扬宁波帮精神，挖掘甬城文脉，展示当代城市风采，是宁波帮博物馆

义不容辞的责任。有鉴于此，宁波帮博物馆与朱道初先生合作，编撰出版《宁

波人文轶事》一书。朱先生是浙江省特级教师、本馆“宁波帮故事”传承人，

常年致力于宁波文史、宁波帮研究，且笔耕不辍。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编者所展现的宁波帮厚重史实，令慕义兴学、家

国情怀的宁波帮精神铭刻在芸芸历史长河中，旨在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个解

读宁波的新视角，尤其为年轻一代进一步了解家乡、热爱家乡、记住乡愁提

供一把入门的钥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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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融文化深度与可读性为一体的普及读物。全书篇幅达 20 余

万字，分“史海撷珍”、“甬上风物”、“甬城旧事”三个篇章，采用讲故事的方式，

运用真实的故事和细腻的文字，将宁波历史上一些值得介绍的人物和事件，

以及与宁波有关的人和事分享给读者。

囿于时间等因素，该书或存舛误之处，恳请诸位方家斧正，以进一步推

进宁波帮研究的深入发展。

2017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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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在京杭两地的试馆、会馆

试馆是旧时省内各县在省城自行建设的“招待所”，目的是满足本县秀

才们参加乡试（被录取者为举人）时住宿和会文的需要；会馆则是各郡县在

北京自行建设的“招待所”，目的是满足本县举人参加会试（被录取者为进士）

时住宿和会文的需要。试馆和会馆的称谓一般不宜互调，但也有特殊情况。

像鄞县驻杭州的试馆曾挂牌为“鄞县会馆”，那是因为鄞县包含了郡府治下

的考生，人多势众，重新建馆时又恰逢太平军失败，社会秩序相当混乱，称谓

比较随意，即使略显违规，也不一定会被强令纠正。反过来，北京的镇海会

馆常被称作“镇海试馆”，其中可能有习惯的因素使然。兴办试馆和会馆属

于民间行为，均具民办性质，跟现在地方政府驻京办事处、驻杭办事处不同，

虽然它们都含有联络并促进同乡情谊的功能，但后者毕竟是地方政府出资

出力的从属机构，一切要唯地方政府之命是从，要对地方政府负责。

建馆之缘起

清代著名学者俞樾说过：宁波离杭州、北京远，士子赴京杭，须渡曹娥江

和钱塘江，交通很不方便，“较他郡须先出而后至”，即比省内其他郡县的士

子早出发却晚抵达。他还说：宁波士子到杭州或北京去，由于找不到旅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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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栖身之所，常会影响考试的临场发挥。幸亏宁波多的是仗义疏财之士，

他们往往慷慨出钱、出力，在杭州或北京陆续建立试馆、会馆，使得同乡应试

之人能够及时得到庇身之所、会文之地。这些试馆、会馆大都选择在紧靠贡

院、闱场（考场）的地方，例如“鄞县会馆”就选在杭州青云街，这可是个黄金

地段。“青云”暗寓出人头地、青云直上，有强烈的心理暗示作用。青云街北

面就是举办科举考试的贡院。

在异地自建试馆、会馆并非易事，但形势所迫，重乡谊的有志者也是不得

已而为之。乡试、会试三年一届，临考前夕，需要及早订好住宿之处，否则要

住上离贡院较近的客栈，那真比登天还难。在这大比之年，靠近贡院之处早

已纷纷攘攘、人满为患。届时，肩负行囊、手提书箱的秀才、举人们，不管其是

独行还是雇人伴行，来来回回走在一条狭窄的街上问讯探询，大多会被店家

以“客满”为由而拒绝。据传，这些外乡秀才、举人因为举目无亲，不得已搂着

行囊书箱，待在人家屋檐下过夜，也是常有之事。这些读书人大都“头悬梁锥

刺股”，“三更灯火五更鸡”，身子骨本就脆弱，如果不幸感染风寒，名落孙山还

是小事，更危险的是因为心理极度失落，回到家乡又得不到最佳治疗而因此

撒手人寰。光绪年间，象山有位名叫陈素涛的秀才，他倒并不是一个囊中羞

涩的穷儒生，就是因为在杭州住不上旅馆，不幸染上风寒而含悲身亡。

甬人建馆事迹

陈素涛的妻子孔粹卿是个普通的农家妇女，但此人却很不简单，她因为

丈夫不幸死亡而发忿难释，于是慷慨一掷，替象山秀才们在杭州建造了规模

不小且设施齐全的试馆，以免他们中间再有第二个、第三个“陈素涛”出现。

象山试馆兴造在文龙巷，计屋 63 间，馆内设施器皿，一应俱全，共耗费银子

5096 两，均由她独力承担。浙江巡抚嵩骏听说后很受感动，特地给光绪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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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奏折，要求给予表彰。光绪帝阅此奏折后朱批道：“着照所请，礼部知道，

钦此。”赐封孔粹卿为“一品夫人”，并赐全套服饰和四块“肃静回避”虎头铜

牌，一副对锣，另赠一方“善承夫志”四字匾额。原来陈孔氏平日也以慷慨大

方、爱接济他人著名。其家在象山东陈村，对本村人她固然能扶贫济困，如

荒年时每天在家里煮大锅米饭，遭遇饥饿的邻人均可进屋饱食。对邻村人

她也多有帮扶，如大塔、岳头等村的村民遇到为难之事，只要向她诉求，她总

是有求必应，不见吝啬。但她又珍惜祖遗产业，不肯随便浪费。据传，她个

人生活极其俭朴，吃穿还比不上普通农家妇女：夏穿夏布衫，冬着土布衫，不

沾绫罗绸缎；夏拖蒲拖鞋，冬着蒲草鞋，只有出远门才会换上一双布鞋。

也正是鉴于自己在北京寻找旅馆不易的遭遇，慈溪举人赵家薰、杨泰

亨、洪九章等在同治七年（1868）自掏腰包，创下“公车 [1] 捐银购置会馆”的先

例。他们筹钱购置京城旧宅，将其重新加以修缮整治，得大小 28 个房间，建

起了慈溪会馆。

赵家薰（1841—1890），慈溪赵家洋人，随父赵朴斋迁居宁波城内。同治

四年（1865）中举人，官至户部山东司员外郎，不久由于其老父辗转病榻，便

退官服侍膝下，待父亲去世以后，他因几位弟弟赵家蕃、赵家荪、赵家艺等尚

年幼，需要长兄扶持，就决意弃绝仕进，定居于宁波。赵家蕃、赵家荪、赵家

艺后来都非常有名，全是助力辛亥革命的有功之臣。赵家薰遵循父命在宁

波创建赵翰香居药店，他本人慷爽尚谊，亲戚朋友遇到急难事，只要告诉他，

没有不帮助的。在社会上，赵家薰把郡邑之事视如家事，慷慨赴义，散去的

家财不计其数。

杨泰亨（后中进士）、洪九章在社会上也有很高的威望，他们的品行常

为社会各界所传颂。镇海建试馆、会馆，起步并不早，同治末年 （1875），由

[1]　 “公车”即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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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受太平军起义的影响，科举先停顿后补行，骤然间同邑举人人数大增。全

宁波举人达 150 名，镇海原有 28 名，前后合计达 40 名以上。这么多人眼看

要涌进京城，而现有的北京宁波府会馆根本无法容纳，于是镇海籍咸丰九年 

（1859）进士、工部主事谢辅坫，咸丰六年 （1856） 进士、吏部主事盛植型（翰

林盛炳纬之父）二人发起筹建镇海会馆。他们找来同邑候补盐提举金鸿潮

磋商，金鸿潮认为靠募捐已经是临渴掘井，应允由他先出资银 2000 余两，购

买了东华门甜水井头民宅，经粗装修，即可供本邑举人休憩。至此，宁波府、

鄞县、慈溪和镇海都有了会馆。

镇海在省城也有试馆，为镇海桕墅方方义路所创，布局十分讲究：试馆

外有大门，门上有楼，用来祭祀主管功名的魁星，名为“魁星阁”。由门而进

是“笙鹿堂”，暗示将奏乐庆贺中式。堂后有道门，门上刻着“群贤毕至”四个

大字。由门而进，是座楼屋。楼上祭祀管文事的文昌君，名为“文昌阁”。楼

下供奉镇海著名乡贤的栗主，春秋两季都要祭祀他们。再进去又是一座楼

屋。楼下供奉造试馆的方梦香栗主，也是按春秋两季祭祀。崇尚美德，报谢

功绩，这是回礼。旁边有一排坐榻，用来招待宾客。屋后是厨房、水井，都很

整洁。镇海秀才前来参加乡试，都在这里憩息、居住。

奉化试馆的创办人是个秀才，名为孙锵，他勤奋有加，四处筹集巨资，好

不容易才把试馆建成。初时，因为奉化没有试馆，他经常风尘仆仆，往返于

奉化和杭州之间，前后跑了十多趟。三年下来，他在仁和县近贡院之处（现

在新华路 222 号一带）购地八亩余，起屋建馆。试馆极富特色，环境幽静，居

室宽敞，井灶庖湢，一应俱全。说来也巧，馆成之日，竟是孙锵中举之时，并

且在次年他中了进士，可谓天道酬勤。朋友都笑着说：这真是勤劳的回报啊！

从此，奉化学子来杭州应举，有了栖身吃饭的地方，试馆离贡院咫尺之遥，非

常方便。这孙锵的妹妹是奉化蒋肇聪（蒋介石生父）的原配夫人，辛亥革命

前后，蒋介石曾多次寄寓舅父创办的奉化会馆。每年清明节期间，在杭的奉



7

第一篇　史海撷珍

化同乡都可以参加春游活动。试馆在湖滨包了船只，大家乘船从里西湖放

鹤亭上岸，在林和靖处士（奉化人）墓地设立的祭坛上进行祭祀仪式。然后

游览西湖一周，中午在楼外楼会餐并摄影留念，所有费用均由试馆承担。

试馆、会馆之管理

创业容易守业难。试馆、会馆难免会遇到年久失修的困厄，这笔维修经

费从何而来？北京镇海会馆尽管西依禁闼，东靠礼闱，面积宽广，舆论认为比

直隶各馆还要出色，但是当初成馆工程仓促，几年后维修成本很高，每年几

乎要耗费几千两银子。北京少雨水，但下起雨来，却十分猛烈。有个借住其

间的镇海人反映说：夏天雨水多时，“罅漏百出，居其中者惴惴焉，听命于天，

人力若无所用之”。这时候镇海籍户部主事李濂水慷慨解囊，前后花了五年

时间，终于把它彻底地作了维修翻新，使得居住的人感到“磐石之安”，过路

人夸奖其“简直美轮美奂”。

宁波人在外，管理本郡邑财产也多有出色之处。首先是订立规章制度，

有章可循。譬如在省城的鄞县会馆就明确规定：凡鄞县来杭参加乡试的秀

才，或者平时来杭活动的鄞人，只要愿意住在会馆，不论贫富贵贱，会馆一律

按照登记的先后顺序派定床铺安顿。如果已经住满，后到的人须另觅寄宿

之处，不得“强搀（抢占）”；应试者前来投宿，会馆不收分文费用，对所有贫寒

之士，免费提供膳食，以后无论中举与否，返乡时会馆都会赠予一笔“程议”

（车马费）。

慈溪试馆会馆则设有董事会，不但免费为进京赶考的举人们提供吃

住，并在其他方面给予帮助。如果他们考中了进士，并且获得了官职，会馆

会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甚至对于名落孙山而生活上随之出现困难的举

人，会馆也会提供返乡路费。科举制度废除以后，慈溪会馆仍继续坚持，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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