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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是有生命的。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成长史，有自己

的个性和记忆。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不计其数的城市，大大小

小，各具姿态。其中许多名城极一时之辉煌，但随着世易时

移，渐入衰微，不复当年雄姿；有的甚至早已结束生命，只留

下一片废墟供人凭吊。但有些名城，长盛不衰，有如千年古

树，在古老的根系与树干上，生长的是一轮又一轮茂盛的枝叶

和花果，绽放着恒久的美丽。杭州，无疑就是这样一座保持着

恒久美丽的文化名城。

这是一座古老而常新的城市。杭州有8000年文明史、5000年

建城史。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杭州文化始终延绵不绝，光芒四

射。8000年前，跨湖桥人凭着一叶小木舟、一双勤劳手，创造了

辉煌的“跨湖桥文化”，浙江文明史因此上推了1000年；5000年

前，良渚人在“美丽洲”繁衍生息，耕耘治玉，修建了“中华第

一城”，创造了灿烂的“良渚文化”，被誉为“东方文明的曙

光”。而隋开皇年间置杭州、依凤凰山建造州城，为杭州的繁荣

奠定了基础。此后，从唐代“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东南

名郡，吴越国时期“富庶盛于东南”的国都，北宋时即被誉为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东南第一州”，南宋时全国的政

治、经济、科教、文化中心，元代马可·波罗眼中的“世界上最

美丽华贵之天城”，明代产品“备极精工”的全国纺织业中心，

清代接待康熙、乾隆几度“南巡”的旅游胜地、人文渊薮，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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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文化名人的集中诞生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湖山新貌，尤

其是近年来为世人称羡不已的“最具幸福感城市”——杭州，不

管在哪个历史阶段，都让世人感受到她的分量和魅力。

这是一座勾留人心的风景之城。“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

湖天下景”，“壮观天下无”的钱江潮，“至今千里赖通波”的

京杭大运河（杭州段），蕴涵着“梵、隐、俗、闲、野”的西溪

烟水，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美

不胜收，令人惊艳。今天的杭州，西湖成功申遗，中国最佳旅游

城市、东方休闲之都、国际花园城市等一顶顶“桂冠”相继获

得，杭州正成为世人向往之“人间天堂”、“品质之城”。

这是一座积淀深厚的人文之城。8000年来，杭州“代有才人

出”，文化名人灿若繁星，让每一段杭州历史都不缺少光华，而

且辉映了整个华夏文明的星空；星罗棋布的文物古迹，为杭州文

化添彩，也为中华文明增重。今天的杭州，文化春风扑面而来，

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相得益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

业齐头并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完美融合，杭州不仅是“投资

者的天堂”，更是“文化人的天堂”。

杭州，有太多的故事值得叙说，有太多的人物值得追忆，有

太多的思考需要沉淀，有太多的梦想需要延续。面对这样一座历

久弥新的城市，我们有传承文化基因、保护文化遗产、弘扬人文

精神、探索发展路径的责任。今天，我们组织开展杭州学研究，

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杭州学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杭州传统文化和本土特色

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包括西湖学、西溪学、运河（河道）学、钱

塘江学、良渚学、湘湖（白马湖）学等重点分支学科。开展杭州

学研究必须坚持“八个结合”：一是坚持规划、建设、管理、经

营、研究相结合，研究先行；二是坚持理事会、研究院、研究

会、博物馆、出版社、全书、专业相结合，形成“1+6”的研究

框架；三是坚持城市学、杭州学、西湖学、西溪学、运河（河



道）学、钱塘江学、良渚学、湘湖（白马湖）学相结合，形成

“1+1+6”的研究格局；四是坚持全书、丛书、文献集成、研究

报告、通史、辞典相结合，形成“1+5”的研究体系；五是坚持

党政、企业、专家、媒体、市民相结合，形成“五位一体”的研

究主体；六是坚持打好杭州牌、浙江牌、中华牌、国际牌相结

合，形成“四牌共打”的运作方式；七是坚持权威性、学术性、

普及性相结合，形成“专家叫好、百姓叫座”的研究效果；八是

坚持有章办事、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房办事相结合，形成良

好的研究保障体系。

《杭州全书》是杭州学研究成果的载体，包括丛书、文献集

成、研究报告、通史、辞典五大组成部分，定位各有侧重：丛书

定位为通俗读物，突出“俗”字，做到有特色、有卖点、有市

场；文献集成定位为史料集，突出“全”字，做到应收尽收；研

究报告定位为论文集，突出“专”字，围绕重大工程实施、通史

编纂、世界遗产申报等收集相关论文；通史定位为史书，突出

“信”字，体现系统性、学术性、规律性、权威性；辞典定位为

工具书，突出“简”字，做到简明扼要、准确权威、便于查询。

我们希望通过编纂出版《杭州全书》，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杭

州的前世今生，发挥其“存史、释义、资政、育人”作用；希望

人们能从《杭州全书》中各取所需，追寻、印证、借鉴、取资，

让杭州不仅拥有辉煌的过去、璀璨的今天，还将拥有更加美好的

明天！

是为序。

2012 年 10 月



西溪全书序

西溪湿地位于杭城西部，总面积约11.5平方公里，这里生态

资源丰富、自然景观质朴、文化积淀深厚，曾与西湖、西泠并称

杭州“三西”。为保护“城市之肾”，2003年8月，杭州市委市

政府、西湖区委区政府正式启动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坚持

“生态优先、最小干预、修旧如旧、注重文化、以人为本、可持

续发展”六大原则，成功打造了国内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集城市湿

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的国家湿地公园，并跻身国家5A

级景区和国际重要湿地名录。生态之美、文化之美、和谐之美演

绎着天堂湿地的无穷魅力。

西溪历史悠久，人文荟萃。西溪文明可追溯至5000年前的良

渚文化时期，是杭州最早的文明发源地之一。公元1129年，宋高

宗“西溪且留下”的感叹，让西溪从此有了皇家文脉的玺印。历

代有许多名人雅士钟情西溪，将其视为休闲、养生、隐居和吟诗

作画的理想佳境。苏东坡、唐伯虎、董其昌、郁达夫等一大批名

人，留下大量的诗词、匾额、碑刻、游记。清代康熙、乾隆两帝

也曾游历西溪，并题写了若干御诗。西溪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

“龙舟胜会”、“集市灯会”、“西溪花朝节”等传统民俗历史

悠久、雅俗共享。而今的西溪湿地景区，恢复了高庄、洪钟别

业、河渚街等众多历史文化遗迹，保存了中国历史上具有很高文

化价值的钱塘望族洪氏家族文化，西溪文化、西溪影视创作和红



学影响力与日俱增，文化名人云集西溪。众多的历史景观和深厚

的人文积淀，丰富了西溪湿地的内涵，提升了西溪湿地的品位，

奠定了西溪湿地在全国湿地中的独特地位。

保护西溪文脉，当好西溪的“薪火传人”，是我们责无旁贷

的历史使命，是提升区域文化软实力的有力举措。这些散发着西

溪本土气息的文字，映照着这一方宁静山水的历史变迁和人事沧

桑，蕴藏着独特的人文内涵和格调韵味，诉说着古人和今人对它

的情有独钟。我们希望通过《西溪全书》的出版，挖掘和保护西

溪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展示和弘扬西溪文化，推动西溪湿地科

学发展，为打造文化名城、建设文化强市和建设美丽幸福首善之

区作出更大贡献！

是为序。

                                2012年11月

（王立华，中共杭州市西湖区委书记、西湖区西溪湿地公园管委会主任）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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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以丁丙 、丁申 、丁午 、丁立诚 、丁立中 、丁仁等为代表的杭州丁氏家族是晚

清民国时期杰出的文化世家 。杭州丁氏发源于济阳 （今河南兰考东境 、山东东明

南境） ，后世一支迁浙江绍兴 ，杭州丁氏家族又由绍兴迁来 。丁申 、丁丙 、丁午

等修 枟丁氏宗谱枠 将丁际龙以下 ４世列为杭 、越丁氏总派 。丁际龙居绍兴柯桥福

岩村 （今绍兴市柯桥区柯桥街道福岩社区） ，其玄孙丁天相在杭州经商 ，后定居

而为杭州始祖 。至丁天相 ８世孙丁申 、丁丙 ，家族文化发展到高峰 。

中国自宋代重商意识强化以后 ，绅与商的身份转换或合流逐渐成为一种趋

势 。明末清初丁氏家族由农商身份转化为城市商人 ，又由商人变为商绅 ，成为晚

清民国时期非常有代表性的商绅家族 。这个家族既有传统家族的一般特质 ，而通

过地域的流动和身份的转变又实现了家族文化的提升 。主要表现在较大程度地突

破家族范域 ，社会功能日益增强 。从家世发展线索可以看出 ，丁氏家族藏书 、实

业和慈善三方面在丁丙以前几代即已形成传统 ，而至丁丙则实现了对家族范域的

彻底超越 ，进入了一般人或家族至今都难以达到的公域境界 。

丁丙曾祖父丁轼喜欢远游和追讨古迹 ，并常吟咏记录 。丁申 、丁丙辑 枟国朝

杭郡诗三辑枠 卷九云 ： “先曾王父幼承庭训 ，稍长 ，教授里闾 ，入奉甘旨 。既而

游皖北 ，以几案才佐幕府皖界中州 。尝匹马走汴梁 ，追讨宋东京古迹 ，凭吊悲

歌 ，锦囊几满 。 岁每归省 ，倍勤色养 。浙省屡奉南巡 ，高王父跃舟府君年跻大

耋 ，迎驾献诗 ，蒙赐缎匹 。 曾王父恭纪篇章 ，遍征耆彦赓和 ，名曰 枟衮荣录枠 。

后卒于亳州旅邸 ，年四十有二 。”〔 １ 〕 丁丙祖父丁国典则更为有心 ，读书吟咏之外

还慕北宋先祖丁 “尽其家资以置书 ，至八千卷”
〔 ２ 〕 而构八千卷楼 。传至丁丙

之父丁英 ，因其晨购露抄 ，八千卷楼插架宏丰 。丁英 “嗜学 ，于书无不读 。尝往

来齐楚燕赵间 ，遇善本辄载以归” ，所得宋本有 “旧时怡亲王邸物者数种 ，皆有

３

〔 １ 〕

〔 ２ 〕

丁申 、丁丙辑 ：枟国朝杭郡诗三辑枠 ，钱塘丁氏清光绪十九年 （１８９３） 刊本 。

彭大翼 ：枟山堂肆考枠 卷四三 枟亲属 ·祖母 ·丁 置书枠 ，文渊阁 枟四库全书枠 本 。



杭州全书 ·西溪文献集成 　西溪丁氏家族史料

怡亲王印章”
〔 １ 〕

。丁丙叔父丁庄及其子丁午也酷爱读书吟咏 ，并嗜金石文字 。

枟国朝杭郡诗三辑枠 卷六七云 ：“丁庄 ⋯ ⋯官吴江同里司巡检 。有 枟梅溪书屋稿枠 、

枟吴越杂事诗枠 。叔父禀性过人 ，少与冯文介同学读书 ，日皆五十行 ，师无以分轩

轾 。及长 ，于程式之文 、行格之书不屑措意 。文嗜汉魏 ，书喜篆籀 ，旁及词章 ，

无不工妙 。与高爽泉 、赵次闲 、范衣垞 、杨渚白 、戴文节 、沈玉川诸公纵谈文字

金石 ，别有神会 ⋯ ⋯别著 枟吴中金石录枠 、 枟古砖释文枠 。”
〔 ２ 〕 丁午之著作 枟试帖

存稿 ·经说枠 、 枟重文枠 等于文字学用功颇深 。

丁丙 （１８３２ — １８９９） ，字嘉鱼 ，别字松生 ，晚号松存 ，别署钱塘流民 、八千

卷楼主人 、 书库抱残生等 。 清咸丰 、 同治年间 （１８５１ — １８７４） 诸生 。同治三年

（１８６４） 因保护文澜阁 枟四库全书枠 有功 ，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左宗棠荐任江苏

候补知县 ，同治六年又加同知衔 。他淡于荣利 ，放弃仕途 ，终身经营实业和从事

文化 、慈善事业 。丁丙在 枟武林坊巷志枠 自序中说自己自小即喜欢收藏图书 ：

“下学之次 ，时为道里中故家遗事 ，谨识之不敢忘 。稍长 ，即好掌故诸书 ，偶订

小册 ，录其闻见 。”〔 ３ 〕 到丁申 、 丁丙兄弟掌家之时 ，藏书益加丰富 ，且珍籍琳

琅 、考校精审 。咸丰十一年 （１８６１） 冬 ，太平军攻陷杭州 ，八千卷楼藏书遭重

创 ，新旧图籍荡为烟云 ， “室遭毁 ，其与身幸免者仅掌六 （丁国典字） 公日夕披

玩之 枟周易本义枠 一书” 。当时遭受严重损毁的还有文澜阁 。于是 “乱平之后 ，

两先生即奋身以救护阁书 ，复慨然于旧家之中落 ，益锐志搜求 ，以阁目为本 ，以

附存为翼 ，节食缩衣 ，朝蓄夕求 ，远自京师 ，近逾吴越 ，外及海国 ，或购或抄 ，

随得随校 ，积二十余年 ，聚八万卷 ，较楼额已逾十倍” 。光绪十四年 （１８８８） ，丁

丙兄弟检校家藏之后在头发巷丁家故庐外扩建了藏书楼 ，筑嘉惠堂 ５楹 ，其正堂

悬挂时任浙江巡抚谭钟麟手书的 “嘉惠堂” 匾额 。因其搜求四库散佚 、复兴文澜

阁 ，上闻于朝廷 ，光绪七年 （１８８１） 诏有 “洵足嘉惠士林” 之褒 ，故以 “嘉惠”

为堂名 。堂之上为八千卷楼 ，储 枟四库全书枠 著录之书近 ３５００ 种 ，排列次第悉

遵 枟四库全书枠 。胡虔 枟四库全书附存目录枠 书 １５００余种分藏楼之两厢 。堂后又

筑室 ５楹 ，称后八千卷楼 ，规模与八千卷楼相同 ，储以 枟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枠 及

较后所出未著录书 ８０００种 ，枟古今图书集成枠 、 枟全唐文枠 同藏于此 。并收藏有其

他如释道藏 、传奇小说 、制艺类等书 。另辟一室于堂西 ，上下 ３楹 ，曰小八千卷

楼 ，又曰善本书室 ，专藏善本 ２０００多种 ，其中宋元刊本 ２００余种 ， “或精抄孤行

４

〔 １ 〕

〔 ２ 〕

〔 ３ 〕

浙江省博物馆藏吴滔 、吴徵 枟八千卷楼图记榜书合卷枠 张大昌题跋 枟八千卷楼藏书记枠 。

丁申 、丁丙辑 ：枟国朝杭郡诗三辑枠 ，钱塘丁氏清光绪十九年 （１８９３） 刊本 。

丁丙 ：枟武林坊巷志枠 ，浙江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０年 。



前 　言

本 ，或经某旧家珍藏 ，或为某名儒校勘 ，整比朗列 ，难更仆数” ，为藏书精华之

所在 。
〔 １ 〕 丁丙还先后编八千卷楼藏书总目 枟八千卷楼书目枠 、小八千卷楼藏宋元

刊本总目 枟善本书室藏书志枠 、 新书目 枟嘉惠堂新得书目枠 。 枟八千卷楼书目枠 是

清代为数不多的普通本书目之一 ，收书数量远远超过其他普通本书目 ，在编写体

例 、丛书子目著录等方面也很有特色 ，是 枟清史稿 ·艺文志枠 的重要来源 。 枟善

本书室藏书志枠 是具有解题性质的善本书志著作 ，所录为丁氏藏书精华 。丁丙子

丁立中 、丁申子丁立诚一生全力辅助丁丙 、丁申建设八千卷楼 。他们利用赴京机

会搜访大量图书 。王同 枟文澜阁补书记枠 记称 ： “修甫 、和甫先后举孝廉 ，每计

偕北上 ，必日夕至琉璃厂访书 ，恒捆载数百册 ，以压装南归 。”〔 ２ 〕 丁立中还协助

丁丙编订 枟善本书室藏书志枠 和 枟八千卷楼书目枠 。丁立诚不仅极富诗才 、精于

收藏 ，而且通目录学 。 缪荃孙称其 “目录之学 ，如瓶泻水”〔 ３ 〕 。丁立诚子丁仁 、

丁三在也精收藏和目录学 ，并擅长图书出版经营 ，曾发明聚珍仿宋字体 。丁氏八

千卷楼与常熟瞿绍基铁琴铜剑楼 、湖州陆心源皕宋楼 、聊城杨以增海源阁并称清

末四大私人藏书楼 。晚清时期的藏书楼一般多重宋元刊本 ，八千卷楼却以多其他

藏本为特色 。尤其多 枟四库全书枠 底本 、名人精写稿本 、日本和朝鲜刊本以及其

他藏书楼藏本等 。柳诒徵在 枟国立中央大学国学图书馆小史枠 一书中指出 ，清光

绪年间 ，海内数收藏之富称瞿 、杨 、丁 、陆四大家 ，而丁氏于文化史上之价值实

远过瞿 、陆 、杨三家 。

从宗谱记载来看 ，至少自丁天相起丁氏家族即擅长经商 。丁英 “凡关塞山

川 、市镇风土物产 ，罔不究其原委 。又精于勾股 ，臆度多中 。虽老于贾者谢不

及 ⋯ ⋯于是弃举业 ，锐意经营 。南楫北轮 ，垂二十载 。胸坦夷 ，不设城府 。同业

有受教者 ，于物理盈缩消长剖示无吝”〔 ４ 〕 。丁丙是浙江最早形成现代实业思想的

企业家之一 ，创办了通益公纱厂 、世经缫丝厂和大纶丝厂等多个现代工厂 ，推动

浙江经济的现代转换 。其中杭州第一棉纺织厂的前身通益公纱厂是当时浙江省最

早 、最大的棉纺织企业 。丁丙不偏举工业 ，而坚持兼容并包 、多业并举的理念 ，

仍然重视服务业以及传统产业 。他不仅从事丝绸业和棉纺业 ，还继承祖业经商 ，

５

〔 １ 〕

〔 ２ 〕

〔 ３ 〕

〔 ４ 〕

陈训慈 ：枟丁松生先生与浙江文献枠 ，枟浙江省立图书馆月刊枠 第 １卷第 ７ 、 ８期合刊 ，民国二十一

年 （１９３２）。

王同 ： 枟文澜阁补书记枠 ，载孙树礼 、孙峻 ： 枟文澜阁志枠 ，丁申 、丁丙 ： 枟武林掌故丛编枠 第 ２６

集 ，嘉惠堂丁氏清光绪九年 （１８８３） 刊本 。

缪荃孙 ：枟艺风堂文漫存枠 辛壬稿卷二 ，昌彼得句读 ，文史哲出版社 ，１９７３年 。

丁申 ：枟显考洛耆府君行述枠 ，载丁英 、丁庄 、丁士元纂 ，丁申 、丁丙 、丁午修 ，丁立诚 、丁立中

续修 ：枟丁氏宗谱 ·传略枠 ，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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