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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这是一片广袤而深沉的土地，从东海之滨到四明山麓，鄞地

人祖祖辈辈在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生不息地创造着人类文

明，5000 多年的岁月积淀成一部源远流长的历史。鄞县是中国

史上第一批建置的县，在撤县并区前已有 2200 多年的历史底蕴，

是名副其实的文明古邑。

这又是一片人文荟萃、大师辈出的土地。鄞人特别重视读

书育人，宋明两朝，就出过进士 1000 多名，名儒硕学难以胜数。

南宋大儒王应麟、大学者楼钥、词人吴文英，元曲大家高则诚、

元曲圣手张可久，明代文学家屠隆、沈明臣，台湾文献初祖沈

光文，藏书家范钦，史学家万斯同、全祖望都是生于斯长于斯

学于斯的鄞县人。唐代诗人贺知章、北宋政治家王安石等非鄞

籍人士也在鄞地留下了深深的历史痕迹。到了近现代，著名地

质学家翁文灏、生物学家童第周、著名油画家沙耆、世界著名

大提琴家马友友、书法家沙孟海、金石书画家朱复戡、篆刻家

高式熊、昆虫学家周尧……都在今日的鄞州区文化史上留下了

令世人瞩目的成就。

悠久的历史，辉煌的文明，在鄞州大地留下了丰富的历史遗

迹。2007—2011 年，经过历时五年的鄞州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

区普查队摸清了全区不可移动文物的家底，有 1959 处入选国家

数据库，其中有 418 处已被公布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

点。自 5000 年前的董家跳、芦家桥和横港岸遗址至 35 年前的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

勇凤仪门，不同历史时代的人民留下了形式各样的生活生产的痕

迹，民居、祠堂、桥梁、堰坝、古墓、窑址、石刻、碑碣、牌坊……

这些是历史馈赠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是鄞州人民生存和创造的结

晶，是我们取之不尽的智慧源泉和人文资源，是留给后代的地域

历史文化的信物。

而在历史长河中涌现的这一代代名士学者，也给我们后人留

下了另一笔宝贵的财富。他们不仅有渊博的学识、造诣高深，而

且善于独立思考，敢于超越传统，质疑辨异，开创新说。他们在

各自领域的成就如夜空中的群星，辉映出一片璀璨星空。除此以

外，这些先贤忠贞不渝的民族精神、坚忍不拔的追求精神、敢为

人先的开拓精神更是后人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

一个地区的文化遗产包含着地区文化特性的基因，保存并发

掘这种基因能使我们在面对经济全球化浪潮时得以保持自己的民

族和地区的特质，保持自己的原创精神和作为竞争基础的文化差

异性。区委、区政府充分认识到这一点，于 2013 年成立了鄞州

文化遗产整理委员会。区文管办作为区政府文物职能部门，在文

化遗产的整理和保护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经过一年多的努力，

首部学术性地方古建筑文化论文专著《甬地古建筑特色研究》和

人文历史的研究成果《纪念沈光文论文集》整理出版了，它们全

面展现了鄞州文化遗产的精华，扩大了文化遗产的影响，挖掘了

人文历史的深刻内涵，弘扬了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政府副区长　夏素贞

201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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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浙东人杰地灵，文化昌盛，自古以来就是学术大家荟萃之地。

浙东学派文人在思想个性、学术研究、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上亦

表现出鲜明的区域特征。尤其南宋以来，这里文风盛行，涌现出

众多文化望族。沈光文先生就是出生在这种环境中。

沈光文先生是陆九渊门人沈焕后裔，沈氏家族是鄞州望族，

家学渊源，文人辈出，门风书香浓郁。他幼承庭训，专意读书，

知书识礼，深厚的史学文学根基培养了他刚烈耿直的文人气节。

沈光文先生身处明末清初这样世事风云变幻、家国社会动荡

的历史环境中，却能饱读诗书，即使后半生颠沛流离至台湾这样

的文化荒漠之中，亦成为台湾文献初祖，广受赞扬、名垂青史。

在台湾文化上，沈光文先生是拓荒者，有着筚路蓝缕的功绩，

正如连横的评价 ：“台湾三百年间，以文学鸣海上者，代不数睹。

郑氏之时，太仆寺卿沈光文之始以诗鸣。”而在隔海相望的故乡，

他“傲骨我终持，不与时俯仰”的浩然正气与铮铮风骨，更是我

们后人宝贵的精神遗产。

为了纪念沈光文先生对两岸文化融合所做出的丰功伟绩，鄞

州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近年来深入开展沈光文先生文化内涵

挖掘，并将沈氏宗祠打造成沈光文纪念馆。其中栎社星光村沈氏

宗祠与开台先师沈光文血脉相连的文化更为市政府 2012 年开展

甬台两地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力的文化支撑。为了更好地从学术研

究的层面挖掘沈光文先生的功绩，区文管办不仅建立起沈光文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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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会，更发动一批浙东文化名人和台湾文化研究方面的专家，撰

写了大量系统阐述沈光文先生治学思想与文化精神的文章，并以

论文集的形式出版发行，打造出了大陆研究沈光文先生文化理论

的第一部论文专著。

是为序。

宁波市鄞州区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　蔡建泓

2014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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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先贤沈公光文考略

袁元龙

一、在大陆时期的主要活动（1612—1651）

沈光文，字文开 , 一字斯庵 , 浙江鄞县人。出生于明万历

四十年（1612）, 卒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 享年 77 岁。他

自幼聪颖好学 ,16 岁时补博士弟子员 , 崇祯三年（1630）中乡试

副榜 [1], 崇祯九年以明经贡生入南都国子监。崇祯十二年 , 南都

名士顾杲等 140 人发起揭露阉党余孽阮大铖等祸国殃民罪恶行径

的《南都防乱公揭》,沈光文与黄宗羲、冒襄、方以智等均参与其事。

清顺治二年（1645）, 南明弘光政权覆灭 ,福王朱由菘被俘 ,

明代皇族鲁王朱以海、唐王朱聿键先后在浙闽以“监国”名义（唐

王不久即帝位 , 年号隆武）纠集抗清力量力图挽救危亡。宁波的

钱肃乐、张煌言等在郡庙聚众起义 , 成为支持鲁王政权的一支重

要义军力量。沈光文虽没有赶得上郡庙起义 , 但随后参加了钱肃

乐的义军,在钱塘江南岸瓜沥一带布防,即所谓“豫于画江之师”。

次年 , 清军攻破鲁王政权所在地绍兴 , 鲁王仓皇出奔 , 在东

海上漂流百余日 , 后又辗转至厦门依傍郑成功。郑成功安排鲁王

驻军长垣（即厦门西北之长泰）。当时，沈光文先后以工部郎中、

兵部职方郎中官衔 ,往来于琅琦（闽江口的一个岛屿，今为琅岐）、

闽安与金厦之间 , 为鲁王联络郑成功、郑鸿逵诸军 , 共同抗清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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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传称为“再豫琅江军事”。

南明诸军在闽也是胜少败多 , 于是郑成功派鲁王的光禄寺卿

陈士京（宁波人）等去广东肇庆朝见永历帝 , 沈光文同行。永历

帝朱由榔是南明在位最久的一个皇帝（1646—1662 年在位）, 一

度据有两广、云贵及川赣湘等地 , 气势颇盛 , 因此郑成功想拥戴

和联合他。1649 年 , 沈光文在肇庆晋升为太仆寺卿；翌年 , 又被

任为郑鸿逵的监军。

二、过台后的主要活动及业绩

1651 年（辛卯 , 顺治八年 , 永历五年）, 沈光文从潮阳航海

至金门 ,据光绪《鄞县志》卷四十《沈太仆（光文）传》记载：“闽

督李率泰方招来故国遗臣 , 密遣使以书币招之。公焚其书 , 返其

币。时粤事不可支 , 以遂留闽 , 思卜居泉（泉州）之海口。挈家

浮舟 , 过围头洋口 , 飓风大作 , 舟人失维 , 飘泊至台湾。”这段

话 , 与全祖望《沈太仆传》所记完全相同。台湾大学盛成教授所

撰《沈光文公年表及明郑清时代有关史实》则称 ,“壬辰 , 永历

六年 , 顺治九年 ,41 岁 , 沈光文飘至宜兰 , 由宜兰至台南 , 见其

兄沈阿公。”“阿公”为闽南语 ,是对年长者的尊称 ,沈阿公 ,《热

兰遮城日志》（即《安平日录》）记载中称“Sinko”, 是否其真名 ,

是沈光文的胞兄还是族兄,均待考。但已知沈阿公的荷兰籍妻子,

乃当时荷兰入侵台湾时驻台湾第十任长官富尔普的秘书 , 如果没

有这一层关系 , 沈光文很可能会被荷兰当局作为“间谍”而逮捕

起来。富尔普对沈光文倒很尊敬 , 待之以宾师之礼。可惜此景不

长 , 不久 , 凯撒继任了荷侵台的第十一任长官 , 凯撒对沈光文就

不那么尊敬了。那时荷兰殖民主义者侵台已有 28 年 , 而势力仅

及沿海几个城市 , 以赤嵌城（今台南安平）为首府 , 称“巴城”

（Providentia）。

1657 年 , 荷兰殖民当局派通事（翻译）何斌持巴城总督马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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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嘉及沈光文的信件 ,去厦门见郑鸿逵、郑成功叔侄 ,要求通贸 ,

以补充物资。沈光文的儿子（系一皮草商人 , 史籍中未见其名。

最近笔者从台湾云林县《沈氏过台族谱》中查到其名为绍宏）偕

行。沈光文暗中托何斌带去台湾海防舆图（一说还有台南海防模

型）给郑成功。此后，他受到荷兰当局怀疑 , 从 1660 年 4 月 13

日起 , 被荷兰侵台当局传讯 , 每日或隔日拷问 , 沈公之子也被关

押作人质 [2], 但沈氏父子坚贞不屈 , 始终未曾吐透实情。沈氏父

子为郑成功的收复台湾立下了鲜为人知的功劳。

1661 年 4 月 , 郑成功进军台湾 ,12 月攻入台南重镇安平 , 终

于驱逐了侵台 38 年的荷兰侵略者。郑成功得悉沈光文尚健在 ,

大喜过望 , 派人馈赠粮食、田宅以供赡养 , 但沈光文没有在郑手

下做官。郑成功接受沈光文的建议 , 派员到闽粤 , 招募大陆同胞

移居台湾 , 定法律 , 设官职 , 开学校 , 计户口 , 养老扶幼 , 一时

台湾人心大安。不幸的是 , 正值壮年的郑成功染病 , 于 1662 年 5

月暴卒 , 其子郑经继位。郑经不但继承了延平郡王的爵位 , 还偕

行监国 , 即背弃明制 , 自立为王。郑经沉湎于酒色 , 规定“不仕

郑者不得寓公之敬”。

1663 年 , 沈光文作《台湾赋》,赋中有“成功物故 ,郑锦（经

之乳名）僧王 , 附会者言多谄媚 , 逢迎者事尽更张”等语 , 得罪

了郑经 , 几遭不测。为逃避郑经的迫害 , 沈公削发为僧 , 改名超

光,先逃到台之北鄙,隐居大同山超峰寺,继则结茅罗汉门山中,

从此他长期活动在目加溜湾番社（“目加溜”是平埔族 [3] 的西

拉雅语 , 荷语用罗马拼音为 Backloun。其地在今台南县善化镇一

带）。沈光文在那里授徒识汉文 , 代替当时流行的荷兰文 , 培育

了一代又一代当地青少年,弘扬了中华文化同时,又以医术济人,

以补束脩之不足。今天 , 海峡两岸同胞因地区方言差异（台湾多

用闽南语）, 交谈或有阻隔 , 而文字则完全相通 , 沈公光文对此

做了莫大贡献。

这样艰苦的隐居生活过了十年之久 , 直至 1674 年 , 有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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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经求情 , 才解除了对沈光文的威胁迫害 , 而可以到城市中活

动了。

1683 年 , 由施琅为统帅的清军攻入台湾 , 此时郑经已故 , 其

子克塽降清。沈光文与施琅是旧识（沈光文是黄道周的学生 , 施

琅曾是黄道周的裨将）。施琅对沈光文优礼有加 , 但沈光文仍着

僧衣 ,不愿仕清为官。

闽浙总督姚启圣也是沈光文昔时好友 , 曾答应帮助沈光文

回原籍宁波。令人惋惜的是姚当年发背疽而死 , 这件事就被搁

下来了。

1684 年 , 清政府在台岛上设置台湾府 , 下辖台湾、凤山、诸

罗三县。诸罗知县季麒光（无锡人）对沈光文非常恭敬 , 除馈送

给养外,每旬日一探望,并共同组织了“东吟社”。沈光文的诗作,

记载了台湾的史地风俗 , 属于台湾最早文献的一部分。他还著有

《台湾舆图考》，今佚。

台湾同胞历来对沈公光文怀着崇高的敬意,寄以深切的怀念。

他的同代人季麒光所著的《蓉洲文稿》[4] 称：“从来台湾无人也 ,

斯庵来而始有人矣。台湾无文也 , 斯庵来而始有文矣。”清道光

四年（1824）, 台湾北路理藩同知邓传安在建立文开书院时说过：

“溯台湾归化之初 , 得寓贤沈斯庵太仆设教 , 而人知好学 , 是全

郡风气开自太仆。”今台南庆安宫文庙及延平郡王祠中 , 均设沈

公光文之神位的配享；台南县《进行歌》中有“三百年来 , 建郡

立邦 , 人才蔚起 , 礼义文章 , 斯庵节操 , 子镛椎强 , 永华垂教 ,

郑氏留芳”等歌词 , 省立台南一中校歌亦有“勤读书 , 守秩序 ,

思齐往哲光文沈公”[5] 之句。台南县善化镇有光文路、光文桥和

文开桥 , 并重建了沈光文墓 , 墓地纪念牌坊有谢东闵题“山高水

长”四字,更难得的是台北市宁波同乡会诸乡长,通过调查、访问、

辑佚 , 并组织专家学者研究考证 , 于 1977 年编辑出版《沈光文

斯庵先生专集》, 为学术界研究沈公光文生平及其对民族文化的

贡献提供了翔实资料 ,并作了可贵开拓 ,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5乡先贤沈公光文考略

三、沈光文家世和里籍初探

关于沈光文的家世和里籍问题，早期志传中 , 只说明他是鄞

县人 , 与明代显宦沈一贯、沈九畴为同宗 , 至于其直系家世 , 则

语焉不详。季麒光《蓉洲文稿·文开传》中 , 亦仅云“四明故相

文恭公世孙”，而另一权威著作全祖望《鲒埼亭集·沈太仆传》则云：

“沈太仆光文,字文开,一字斯庵,鄞人也。或以为文恭公（沈一贯）

之后 , 非也 , 或曰布政使九畴之后。”这两篇著作中的说法就有

不一致的地方。

沈友梅先生在为《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作序时 , 也指明了

这一点：“其父祖名讳 ,因乏家乘 ,无可查考。”

最近笔者亲自访求到了两份沈氏宗谱 , 一份是《甬上万寿坊

沈氏谱》, 系清抄本 , 仅存残本一册 , 藏天一阁内。另一份为中

林堂印本《栎社沈氏宗谱》, 中林堂谱印数共 12 套 , 按“家住芙

蓉江上 , 人归落雨溪头”排列 , 现仅存“雨”字号一部。整部八

册齐全 , 依照“金石丝竹匏土革木”为序。这部家谱现藏鄞州区

栎社星光村（原名沈光村）沈氏族长沈阿才家中。沈阿才的妻子

叫吴香菊 , 在“文革”期间 , 她把家谱藏在草灰堆里才得以保存

下来。这部家谱虽没有直接找到沈光文名讳 , 但在“革”字册卷

十八第八至九页中记有沈光文小传,同时在卷二十六《同宗表略》,

附沈光文、沈懋二人简略以俟考 , 谱中节录全祖望《沈太仆传》

中的一段文字。在《甬上万寿坊沈氏谱徵世系考》第六代“沈中立”

条中注曰：“中立 ,字抑强 ,（宋）高宗绍兴十八年戊辰登科王佐 ,

乔梓进士 , 授参军。后一支析居西门影泉里 , 大学士讳一贯、布

政公讳一中之始祖 ,后一支析居栎社中林里 ,名士讳名（明）臣、

布政公讳九畴之始祖 , 皆各传谱系。”可见不论是湖西（万寿坊

在宁波市区内月湖旁 , 称湖西）沈氏 , 还是栎社中林沈氏 , 源出

同宗。从沈一贯《喙鸣集》中的诗文来看 ,多处称栎社沈明臣（字

嘉则）为从父、叔父。栎社中林家谱 ,有“光”字排行 ,系第 18 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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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于沈明臣 4 代、沈九畴 3 代 ,（沈明臣系 14 代 , 九畴为 15 代）

故称沈光文是沈九畴的族曾孙 , 辈分是吻合的。至于家谱红线贯

串 , 为何不谱沈光文 , 是否与满族入主中原之时 , 沈光文曾联合

郑成功、张煌言抗清有关 ,此有待于日后进一步考证。

日前 , 我们在栎社星光村又发现了沈一贯、沈九畴的祭祀神

位 , 木质虽有部分蛀蚀 , 字迹仍未漫漶，足徵中林沈氏与万寿坊

沈氏本是同宗，而中林沈氏更早于万寿坊沈氏，故谓沈光文是栎

社中林沈氏族人，应该是有理有据的。

四、关于沈光文入台年月诸家之说

沈公入台之年月，众说纷纭，朱馥生作《沈光文抗清史事及

其出生、入台年月考》，把它归纳为五说：

1. 辛卯（1651），见季氏《蓉洲文稿》与全氏《鲒埼亭集》

等早期著作。

2. 壬寅（1662），见《东吟社序》《南瀛文献》、苏东岳撰《沈

光文传》。

3. 己丑（1649），见连横《台湾通史》。

4. 壬辰（1652），见杨云萍《民俗采访之会》，载 1943 年 3 月《民

俗台湾》第 3卷第 3号。

5. 庚子（1660），见台南县文献委员会记载。转引自台北

1991 年 4 月《大同杂志》。

其中争议最激烈的是辛卯说和壬寅说。台湾洪调水、洪铭伦

等，在《沈斯庵诗之研究》第三问《沈光文漂泊流寓年谱》[6] 中，

坚持认为沈光文《寄迹效人吟》引言中所说的“辛卯以来，借居海岛，

登山问水，靡不有诗”中的海岛是指金门或厦门，不是台湾本岛。

他们认为沈光文入台是在郑成功光复台湾的次年。我同意朱馥生

同志的考证，认为应是辛卯（1651）入台，沈是辛卯仲冬出海遇

飓风，如海上漂流日久，到达台岛按公历计算，在 1652 年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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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可能的。我同意这个论点，除了他所说的同为早期著作可信

性强以外，再补充一点，沈光文是“思卜居泉之海口。挈家浮舟，

过围头洋口，飓风大作，舟人失维，飘泊至台湾”。泉州是沿海港口，

并非海岛，硬说这个“海岛”就是指金、厦，恐怕难免有臆测成分。

再说，荷兰人的侵台日记（指《安平日录》）的记载，也足以证明

沈光文在郑成功光复台湾前确已在台。《东吟社序》成文时间也较

早，现在见到此文乃是刊于清乾隆十一年（1746）范咸重修的《台

湾府志》，当时文网甚紧，早已有人怀疑此文被人增删大失其真。

还有一篇《平台湾赋》，是范咸借沈光文之名的伪作，亦载于《台

湾府志》中。当然，学术上的各种见解可以百家争鸣，存疑亦可，

但在上述诸说中比较，我是赞成辛卯（1651）入台之说的。

注：

[1] 副榜 ：科举时代，乡试（中式者为举人）取士，于正榜之外取副榜

若干名，谓之“副榜贡生”，简称“副贡”或“副榜”。

[2] 台湾大学盛成教授《沈光文公年表及明郑清时代有关史实》“庚子，

永历十四年（1660）, 顺治十七年”条记载 ：沈光文被荷兰人认为嫌疑犯，4

月 13 日受太守询问。每日或隔日拷问一次。见 6 月 14 日《安平日录》。其

子被看管，以为郑氏之人质，因伊在厦门时曾见何斌，云已将台湾城模型一

具献与国姓爷。

[3]“平埔族”是当时台南少数民族之一，见 1992 年 1 月 25 日《联谊报》

所载台湾作者何伟《善化沈光文墓》一文。

[4]《蓉洲文稿》原书已佚，《四库全书总目》卷七十七“史部、地理类”

存目六《台湾纪略》中有叙及。今据黄叔璥《台海使槎录》卷四《赤嵌笔谈·杂

著》所引。

[5] 侯中一 ：《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台北宁波同乡月刊社，1977 年版，

第 366—367 页。

[6] 侯中一 ：《沈光文斯庵先生专集》，台北宁波同乡月刊社，1977 年版，

第 157—1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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