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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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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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庭风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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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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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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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察使，出使英、法、意、比大臣等。是近代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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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福成

邬烈波

1975 年生，南开大学中文系博士，

中共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史处副处

长。对明清历史和宁波地方文化有较

深入的研究，著有《钱谦益心态与文学

思想研究》等。

第一讲　少年英才薛福成

（一）家庭、时局

薛福成所在的家庭虽然累世读书，但并不富裕。他的父亲名叫薛

湘，特别擅长八股文，其文章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时人称之为“薛调”，颇

受八股文士们的推重。由于家境清贫，他的母亲只能靠做刺绣等手工

活、省吃俭用来养活一大家子。在薛福成出生前后，英国等国与清朝开

展贸易，但由于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限制了西方商品的倾销，在对

外贸易中清朝始终处于出超的地位，即进口货物要少于出口货物。西

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要逐利的，他们垂涎于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为了获

取巨额的利润，他们就想到了鸦片，希望通过走私鸦片来掠夺中国的大

● 薛福成

薛福成（一）

薛福成（二）

薛福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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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白银，并严重地摧残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就在薛福成出生的那一

年，西方列强对华鸦片输出就达 4 万多箱。当时的道光皇帝意识到鸦

片对中国经济和人民的巨大危害，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

禁鸦片。而贪婪的英国等国不甘心鸦片贸易被禁，于 1840 年发动了鸦

片战争。从此，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坚船利炮的冲击下，中国进入了耻

辱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一页。

（二）读书、科举

而此时，在平静的江南，小小的薛福成还未意识到这场巨变对他的

影响，他依然追随着父祖先辈的道路，6 岁就进私塾读书，放学回家，母

亲总要督促功课，不论风雨寒暑，都要学习到半夜。他的母亲还经常

教导他：“你如果好好读书，就能功成名就，还能让父母得到荣耀；如果

你不读书，则会身份低微，甚至性命堪忧。”1850 年，薛福成全家都到了

镇江与父亲团聚，12 岁的薛福成便在镇江府学苦读八股文章。年幼的

他对鸦片战争后的世移时易毫不知晓，心中的梦想就是中秀才、成举

人、中进士、点翰林，在科举道路上不断拼搏。

（三）立志、实学

第二年，也就是 1851 年，薛福成的父亲离开镇江到湖南安福县任

县令，薛福成和母亲、姐姐、哥哥、弟弟又回到家乡无锡。正是在这一

年，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爆发，其势力旋即伸向长江流域，并于 1853 年

占领南京，这仿佛一场地震，摇撼了北京的九重宫阙，也震惊了埋头八

股的薛福成。薛福成惊悟到自己没有生长在歌舞升平的盛世，而是遇

上了天崩地坼的乱世。

1856 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开始在广州和沿海各地逞

凶肆虐，清军对此束手无策，内忧兼外患，更使薛福成心中掀起惊涛骇浪。

这时，面对着内忧外患的局势，社会上掀起一股讲求经世实学的新

风。薛福成一方面看到当时社会面临各种危机，但从科举制度中选拔

的文武大臣却极端无能，目睹太平军和英法联军的不断进攻而束手无

策，因而意识到八股取士有严重的缺陷，士人埋头于经书中却无补于时

事；另一方面，在讲求经世济民的实学新风的吹拂下，他慨然立志，决定

不再斤斤计较未来科举道路上的成败得失，致力于研究经世实学，以备

● 洋务运动下的矿业

● 刻苦读书的薛福成（《外交英杰·薛福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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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有朝一日用人之需。于是，他一方面准备考试，另一方面研究中国

两千年来成败兴废的原因，研究兵法、战阵、天文、阴阳、地理等。在学

习过各种经世杂学后，薛福成又认为学习的要领还不止于这些，于是推

重王阳明的学说，收敛身心，知行合一。可以说，剧烈的时代变化，对他

的学识和思想成长起到了强烈的推动作用。

（四）乱世中颠沛流离

1858 年春，薛福成与弟弟福保双双考中秀才。要知道，这次考试是

无锡县的童生考试，无锡素称人文之地，人才辈出，此次应考者有千余

人，但只能录取 30 名，而薛福成兄弟能顺利考中，可以想见他们的才华

有多么出众。不久，在北京任工部员外郎的大哥薛福辰回无锡探亲，薛

福成便与大哥一起到湖南看望父亲，不料他们到湖南不久，父亲就因

病去世，兄弟俩忙着处理父亲的后事。据说薛湘生前同曾国藩关系不

错，又追随曾国藩抵抗太平军，所以曾国藩专门派人前来吊唁，这也可

能是薛福成与曾国藩幕府的第一次接触吧。由于父亲在县令任上经手

的账目不是很清楚，薛福成兄弟为了清理父亲在任上拖欠的公款，不得

不在湖南盘桓了很长一段时间。

1860 年春，他们还没把事情办完，就得到了江南大营崩溃及太平军

挥戈直下苏、常地区的消息。兄弟俩担心无锡家中出事，只得匆忙赶回家

乡。一路上战火遍地，危机重重，这时无锡已为太平军占领，母亲已经带

着家人离开家乡逃难，伯母一家则死于变乱。薛福辰又被太平军抓住，由

于太平军不清楚他的身份，才把他释放。兄弟俩历经艰辛，渡过长江，赶

到苏北宝应的东乡，这才找到了离散的家人。

父亲病死，家庭遭难，接二连三的变故使薛福成真正感受到了社会

动荡乱离之苦。也就是在这一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攻入北京城，咸

丰皇帝仓皇逃出皇宫，奔往热河，奕与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

条约。国家深重的灾难，使薛福成忧心如焚。国恨与家仇交织，让薛福

成立下了“济时艰而匡世运”的宏大抱负。那么，怎样才能消弭内忧外

患呢？薛福成觉得必须读书砺志，只有具备真才实学，才能挽回那令人

震眩的时变。从此，他更加注意古今治乱得失的关键，并利用上京赶

考和远游开封等地的机会，了解民间疾苦，考察社会积弊。他写了《灭

贼方略》，希望能帮助朝廷扑灭太平军。他还写了《选举论上》《选举

论中》，从朝廷的任官制度入手，痛斥科举制度坑害人才，提倡经世实

学。他赞同清初顾炎武等思想家批判八股取士制度的激烈言论，指出

科举制度选拔的人才都是局限于固有的模式框中，很少学习实际的社

会民情，处理政务、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是几乎没有。所以他希望以征辟

制度和考核策论的方式取代科举制度。这些政论文都展现了一名青年

学子关心国家前途、力图改变衰败时局的热情和对所谓“祖宗成法”的

批判精神，他大力提倡变革，可谓初生牛犊。然而，薛福成把精力放在

经世实学上，科举考试中就经常失利。空有报国之志，却无报国之门，薛

福成不禁徒唤奈何！

● 英法联军侵略中国（《费利斯·比托中国影像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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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薛福成的从政之路

（一）人生转折，入曾国藩幕

1865 年，机遇终于降临到薛福成的头上。此时，太平天国起义已经

失败，但是在北方，捻军仍在黄河两岸与清军相持。这年夏天，清廷鉴

于在镇压捻军等农民起义队伍的过程中连连失利，主持剿捻的名将、蒙

古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亦被捻军击毙，便命刚刚镇压了太平天国农民

起义的两江总督曾国藩指挥湘军北上剿捻。曾国藩是向西方学习船坚

炮利的洋务派的代表人物，被朝野视为“中兴名臣”。

曾国藩善于结纳人才，很多人也想依附于他的门下，所以他的幕府

里聚集了一批在当时颇有声望的贤士。曾国藩率军北上剿捻，意识到

自己的湘军虽然扑灭了太平天国，但已是疲惫不堪，再加上主要是步

兵，而捻军战马极多，刚刚还打了胜仗，更是气势盛壮。为了壮大自己

的实力与声势，他就在沿途张贴了招纳贤才的榜文。

薛福成十分钦慕曾国藩，认为这是一个投奔他的极好机会，于是将

自己多年来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与自己设想的解决社会危机的办法细细

道来，写下了一万多字的《上曾侯相书》，集中写了“养人才、广垦田、兴

屯政、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的八条对策。

1865年 6月 28日，当曾国藩的座船沿运河途经宝应时，薛福成由大

哥薛福辰陪同，冒着风雨谒见曾国藩，将万言书恭恭敬敬地递了上去。

曾国藩曾同薛福成的父亲薛湘有过不少交往，早就听说薛湘的几

个儿子都擅长读书作文，如今读了他的上书，细加翻阅品味，赞赏不

已，觉得薛福成文章长于论事，日后有望成一家之言，便对周围人大讲

薛福成他日当有造就，并立即下令手下将薛福成请到座船谈话。谈话

中，曾国藩看到薛福成举止端庄、谈吐不凡，不但对国家大事了如指

掌，而且国学根底深厚，是个难得的经世之才，于是当场邀请薛福成

留在他的左右，成为自己的幕僚。接着，曾国藩又问薛福成他的朋友

中是否还有贤良的人，薛福成当即推荐了自己的弟弟薛福保，于是兄● 曾国藩像

● 曾国藩对《上曾侯相书》赞赏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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