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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海曙》编委会　编

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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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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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留芳

化研究的一颗硕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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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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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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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留芳

个在海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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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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湖文脉
主讲人：黄文杰

月湖是宁波“书藏古今　港通天下”城市独特文化形

象的具体写照。月湖古称西湖，最初是为承担宁波城市蓄

淡大湖功能，是始于鄞西水利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唐

至宋营建柳汀、雪汀、芳草洲、芙蓉洲、菊花洲、月岛、松岛

（即竹洲）、花屿、竹屿、烟屿十洲，筑就园林胜景，成为城市

开放式公园。而两宋又开启文端，王安石创办县学之后，先

有“庆历五先生”等教育闻达汇聚，后有“淳熙四君子”等

哲学大家荟萃，其间书院林立，书楼遍布，钟鸣鼎食之家、诗

礼簪缨之族千年相连，其流泽延续至明清，积淀了深厚的文

化内涵。开埠以来，宁波得风气之先，涌现了翁氏、马氏等

新型家族，又见证了精英群体从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

子转变的过程。读懂月湖，也就读懂了近世江南及至整个

中国文化的温煦传统与内在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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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湖文脉

黄文杰

一级文学编辑，宁波市文化艺

术研究院副书记。著有《文·化宁

波——宁波文化的空间变迁与历史

表征》 《悦·读宁波》等。

第一讲　天开人作

湖是城市的眼，也往往成为一座城市的灵魂，一座城市的文化标

志。杭州、惠州、颍州、福州的西湖，扬州的瘦西湖，济南的大明湖，武

昌、泉州的东湖，嘉兴的南湖，昆明的翠湖，肇庆的星湖，南京的玄武

湖、莫愁湖，芜湖、绍兴的镜湖等。这些湖不仅是城市风景、风情之窗，

也是城市文化发展精华之所在。月湖亦是如此，尽管只有 0.2 平方公

里，但对于宁波城市文化发展，就是一面镜子；唐宋的开元，明清的变

换，民国的改革都在月湖留下了印迹。

  ● 月湖全景图

书香月湖（一）

书香月湖（二）

书香月湖（三）

书香月湖（四）

书香月湖（五）

书香月湖（六）

书香月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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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留芳 月湖文脉

月湖走向历史前台的背景

最初的月湖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潟湖，与“三江”形成大约在同一时

代，处于河姆渡文化后期，距今约 4000 多年。此时，在姚江、奉化江的

冲击下，泥沙覆盖海相沉积土之上，宁波平原逐渐露出海面。宁波月

湖的老宅所用的青砖的原料，大都是海侵时期留下的青紫泥。

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宁波

出现了句章、鄞、 等城市，大致

分布于沿山的江北城山渡、奉化

白杜、鄞州五乡一带。句章为越

王勾践所建，据《十三州志》载

“越王勾践之地，南至句余。其

后并吴，因大城句余，章（彰）伯

（霸）功以示子孙，故曰句章。”

越王称霸，勾践为向子孙表彰灭

吴封伯之功，将原越之南方边地

句余扩大而改句章。当时的句

章还是非常落后的，《左传》中

载：“（哀公）二十二年冬十一月丁卯，越灭吴，请使吴王居甬东。”相传

吴王宁可自杀也不愿到这里来。越国灭亡以后，宁绍平原大本营为楚

人屠戮，越人大量外迁。公元前 223 年，楚国灭亡，秦国接着到来，越

人受到更大打击，又一批越人外迁。

从河姆渡文化开始，钱塘江以东的文化基本是一致的，可以称为

夷越文化。大量越人外迁，外来人口迁入，造成浙东人口构成的剧变。

加之当时统治者的文化同化政策，区域内受到文化高地的中原文化的

深刻影响，到西汉中后期，宁波地域已基本汉化，这一文化可以称为吴

越文化。之后两晋南北朝，中原部族大量南移，进入越地；在东晋时，

具有全国声望的王羲之、葛洪等人隐居天台山、会稽山、四明山一带，

宁绍地区还一时成为南方文化中心。因为文化由西向东渗透，浙东

区域由此分化成三个文化区域：一是杭州绍兴区域，文化同化相对深

入；二是温州区域，原始越风保存较多；三是宁波区域，属于中间过渡

地带。这一文化发展的区分，是宁波独立成州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作

为海产品和丝织品集散地的宁波，又是国家重要的港口之一，在发展

过程中地位愈加显现，促使宁波文化从越文化中独立出来。

两晋时，宁波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农民起义。在东晋南迁大族中，有

一支失势士族即信奉道教的山东琅琊大族孙氏落户浙东，于东晋末年

统治阶级内乱爆发之时，用五斗米道组织群众发动起义。东晋隆安二

年（398），组织者孙泰被杀，其侄孙恩逃到海上。隆安三年（399），司马

元显下令征发江东八郡“免奴为客者”，以充兵役，结果引起江东民变。

隆安四年（400），孙恩乘机率领百余人从舟山群岛经海路逆姚江而上，

攻克江畔由勾践始建的千年古城句章，并将其一把火烧成灰烬。会稽

三吴地区的贫苦农民及利益受到冲击的地主，一时俱起，很快发展到

数万人，攻陷会稽及江东八郡。起义前后持续十二年，沉重打击了东

晋豪强大族。局势平定之后，当时的守边大将刘裕，也就是辛弃疾笔

下气吞万里如虎的刘寄奴，后来成为南朝宋的开国皇帝，放弃了缺少

天险可依的句章古城，选择鄞江建立新的城市。鄞江的浃口由此走向

历史前台，这之后的五百年，宁波以这个山口作为自己的发展重心。

之所以选择鄞江，与鄞江上游绵延数十公里的樟溪有关，这是鄞

西平原之西最为悠长与宽阔的溪流，这条溪出了峪口称为鄞江。当时

刘裕有部分部队驻扎在三江口，即现在翠柏路筱墙巷的地方。两晋时，

宁波三江口区域已有人烟散布，但总体上土地漫浸甬江咸碱，人们只

能依于东湖（日湖）、西湖（月湖）、小江湖与广德湖等湖泊，以及近山汲

取淡水便捷的区域择居。城市需要集居众多人口，又需要相对方便的

交通，相比横街等几个溪口，鄞江的优势不言而喻。一者，漫长的樟溪

能够供应城市用水所需，鄞江通海，但咸潮到达的最高点正好在鄞江

  ● 秦时宁波地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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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平水桥处，不影响淡水汲取；二者，此处虽然相对远离平原中心，但

距离不远；相比湖区，这里土地高燥，更适合居住；三者，鄞江地处山

地与平原交界，南北要冲，容易形成自然的货物交易集散市场，物资供

应充分。

刘裕撤在鄞江修筑的句章新城，称小溪镇，始为县治。六朝期间，

小溪所治区域即为鄞西，包括现在江北、慈溪一大片区域的中心。隋

灭陈后，隋文帝重新调整全国政区，于开皇九年（589）将会稽郡改为

吴州，而鄞、 、余姚、句章四县合并，成为新的句章县，面积相当于现

在的宁波、舟山两市，这便是地方志上称为“大句章”的时代，县治仍

设在小溪镇。小溪由此跃为浙东政治中心，声名日隆。隋炀帝时，吴

州曾改为越州，一度又恢复会稽郡，但无论越州或会稽郡，句章大县并

没有变化。

唐武德四年（621），全国行政体制改革，郡制改称州制，会稽郡改

为越州。句章县被分析，在原来的句章、 县、鄞县区域建立鄞州（州

治设于今宁波三江口），在原来的余姚县建立姚州，两州均属越州。但

这一变化持续并不长久，唐武德八年（625），废除鄞州，恢复 县名称，

县治仍设在小溪镇，隶属于越州。此时的 县，包括秦汉时期的鄞、 、

句章三县所辖之地，即比大句章少余姚之地，地方志上称为“大 县”。

反观行政区域划分的纷呈变化，小溪愈来愈走向区域中心的原

因，与这一时代宁波区域开发的重点在鄞西相关。此时的宁波，地广

人稀，鄞西平原背靠四明山，拥有丰富的淡水资源与物产，又有湖泊遍

布的天然优势，是当时宁波最适合居住的区域之一；而三国两晋时代

是中国第一次大移民的时代，通过浙东运河先期到来的移民自然择鄞

西而居，这也决定了鄞西的先行开发。

盛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浙东采访使齐瀚上奏，建议将越州的

县划分为慈溪、翁山（今舟山定海）、奉化、 县四个县，增设明州统辖。

这是宁波从行政上与越州分治的开始，从此，明州、越州分治，并立为

级别相同的两州，同属江南东道。而明州当时的州治在小溪，即现在

  ● 鄞江晴江岸

  ● 鄞江桥

  ● 俯瞰鄞江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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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与这一时代宁波区域开发的重点在鄞西相关。此时的宁波，地广

人稀，鄞西平原背靠四明山，拥有丰富的淡水资源与物产，又有湖泊遍

布的天然优势，是当时宁波最适合居住的区域之一；而三国两晋时代

是中国第一次大移民的时代，通过浙东运河先期到来的移民自然择鄞

西而居，这也决定了鄞西的先行开发。

盛唐开元二十六年（738），浙东采访使齐瀚上奏，建议将越州的

县划分为慈溪、翁山（今舟山定海）、奉化、 县四个县，增设明州统辖。

这是宁波从行政上与越州分治的开始，从此，明州、越州分治，并立为

级别相同的两州，同属江南东道。而明州当时的州治在小溪，即现在

  ● 鄞江晴江岸

  ● 鄞江桥

  ● 俯瞰鄞江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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