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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一千年前，当年仅 27 岁的王安石来到鄞县任知县时，面

对的是一块虽已开垦却百业待兴的穷乡僻壤。其时的鄞县尽管

是明州首县，却是经济凋敝、文化落后、人物寥寥的边海穷县。

一千年后的鄞州展现于人们面前的却是一片欣欣向荣的面貌，

财政收入连续四年雄居浙江省第一 ；新城区成为宁波市最具活

力的城市组团 ；其发展经验被经济学家誉为“鄞州模式”……

鄞州何以能如此傲立中国？鄞州何以能华丽转身？这自然是由

于党的正确路线的指引，由于区委区府的坚强领导和全区人民

的艰苦奋斗，但毫无疑问，也同样得益于鄞州独特和优秀的地

方文化传统和社会氛围。

鄞州区是宁波的腹地和基础，宁波由于区位和交通的原因，

自唐后在中国的影响日渐扩大，两宋以后更是蒸蒸日上，成为

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东南都会，并数次被推向中外文化交流

前沿，明代以后更以人文荟萃享誉天下，以鄞县人为主体的天

下第一商帮宁波帮更以他们的活动将鄞县的影响扩展到世界各

地。鄞州以其独特的地域文化被誉为“文献之邦”和“东南邹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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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历史馈赠给我们的珍贵遗产，是鄞州人民生存和创造的精

神结晶，是鄞州发展取之不尽的智慧源泉和人文资源。

鄞州区政协充分认识到这一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和对现实的

借鉴作用，为此，于 2005 年 6 月成立了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

委员会，由政协主席任主任，驻会副主席为副主任、秘书长，

各委主任及专职人员为委员，领导开展地方文化的整理研究工

作，拓展新时期政协文史工作的新领域，并从 2006 年开始创

办《鄞州文史》。几年来，在地方文化和地方文献整理中取得

了很好的成绩，出版了许多有影响的书籍，其中《蒙学之冠——

王应麟及其〈三字经〉》是全国第一部汇编《三字经》各版本

和研究文章的书籍，重版的民国《鄞县通志》是联络海外侨胞

和统战工作的珍贵礼品，《杨霁园诗文集》是一代国学大师杨

霁园先生的著作集成。它们的出版在鄞州和宁波文化界产生了

持久而广泛的影响，而《鄞州文史》则以其独特的风格吸引了

鄞州和宁波乃至各地的专家学者，成为宁波地方文化研究的重

要园地。六年来，已有百多位专家学者和众多作者在刊物上发

表文章，其文字总量已达 500 万字，刊物内容丰富，风格多样，

既有对鄞州历史上重大事件高屋建瓴的梳理回顾，又有对杰出

乡贤深入细致的探究描绘 ；既有对共和国成立后光辉历程浓墨

重彩的记载，又有政协委员和老同志的亲切生动的三亲实录。

其学术类论文言深旨远，新论迭见 ；乡士类文章风情浓郁，如

诉家常 ；纪实类作品翔实可信，中肯服人。《鄞州文史》已成

为鄞州区政协的品牌项目，在区内外享有良好声誉。

为系统整理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展现鄞州文史的精华，扩

大政协文史的影响，我们特从六年来的《鄞州文史》发表的文

章中遴选出部分精品文章结集成《三江文存》出版成书。按内

容分为三卷，分别为《风范千秋（人物卷）》《学汇中外（文化

卷）》《地雄东南（综合卷）》，以保存史料，启迪后人，发挥政

协文史资料存史、资政、联谊、补遗的综合作用。经过半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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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选，本书即将付梓印行，在此成书之际，我向多年来一直

关心、支持《鄞州文史》工作的宁波及全国各地专家学者表示

衷心的感谢，对鄞州各条战线中为政协文史辛勤工作的同志表

示亲切的慰问，并诚挚地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地关心支持鄞州政

协的文史工作，使鄞州政协的文史工作更上一层楼，为鄞州的

三个文明建设作出新的贡献。

是为序。

政协宁波市鄞州区委员会主席

鄞州区地方文献整理委员会主任

　　　

2011 年 10 月　　　



1

目　录

序　言…………………………………………………陈振国

一片丹心属家国

唐明州刺史黄晟…………………………黄德富　鲍贤昌
北宋教育家楼郁……………………………………俞信芳
至性任情　特立独行
　——北宋文学家舒亶评述……………………戴松岳　
崛起于南宋鄞人时代的宰相史浩………………郑传杰　
南宋名相史弥远…………………………………郑传杰　
明州状元第一人姚颖……………………………包芝江　
南宋丞相史嵩之…………………………………郑传杰
不辱使命的丞相魏杞……………………………郑传杰
南宋状元袁甫……………………………………郑传杰
沈焕 ：南宋儒学的“浙中梁木”………………朱道初
丹心十九年  青史千秋名
　——民族英雄张苍水…………………………戴松岳
沈光文 ：台湾传播中华文化先驱者……………乐承耀
一代奇才  惊世四绝
　——大明遗民周容及其诗文书画…………戴松岳



2

两朝帝师张家骧…………………………………章国荣　
辛亥革命志士陈季衡先生………………………李蓉芳　
张香山传略………………………………………章国荣　

无限风光在探寻

北宋园艺学家周师厚的生平及其成就…………张如安　
师儒之首高闶……………………………………郑传杰　
宋词大家吴梦窗…………………………………朱道初　
陈允平生平及其诗词考论……………张如安　李诗园　
任人短长话丰坊…………………………………李亮伟　
嘉靖才子陈束的生平及其诗文创作……………张如安　
明代花鸟画大家吕纪……………………………史　波　
翰林书家高振霄…………………………………史　波　
著名体育教育家江良规…………………………谢振声　
张琴（峄桐）先生事略…………………………张　侗　
学前教育名家张雪门……………………………章国荣　
献身核能事业的院士戴传曾……………………章国荣　
毕生科研为报国
　——记香港科学家、中科院院士章梓雄……章国荣　
海派艺术巨擘赵叔孺……………………………史晓卿　
朱复戡其人其事…………………………………史　波　
功业长留人间
　——纪念史学名家童书业诞辰百年…………乐承耀　
与蝶相舞百年　科学报国一生
　——记国际知名昆虫学专家周尧教授………章国荣　
情在祖国山水间
　——记著名地理学家、中科院院士任美锷……章国荣　
龙凤两冈息高僧
　——记佛教界领袖寄禅和尚与圆瑛法师…………陈定萼　
金石学与考古学大家马衡………………………史　波　



3

留得真情在人间
　——记薛祉镐先生…………………薛恭稼　薛恭稚
文人书家张于相…………………………………史　波　
现代浙东学者张其昀……………………………钱茂伟
历史学家陈庆华…………………………………徐建成
当代预测大师翁文波……………………………章国荣

千秋青史传乡贤

治水能人朱国选…………………………………朱道初
善人陈磬裁………………………………………李燕津
爱国爱乡的金融家严康懋………………………王景行
上海滩渔业大王黄振世…………………………胡纪祥
中医怪杰范文甫…………………………………吴言铭
一代名人陈露芗…………………………………邬毛银
甬上耆硕之楷模张申之…………………………袁元龙
爱国民主人士朱绣芳………………………………胡纪祥
鄞东三乡贤…………………………………………王重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板荡识英雄，时艰见忠贞。在雪耻

报仇的越东之地，自古以来就萦荡着发

自丹心的浩然正气。惟如此，宁波人物

才不畏天下之议，不惧时局之危，才有

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和治大国如烹小

鲜的行为。

一片丹心属家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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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德富　鲍贤昌

唐明州刺史黄晟

黄晟，字明远，唐大中十三年（859），生于鄞县鄞塘乡九

房村（今鄞州区姜山镇上张村九房自然村），祖籍福建省泉州

市同安县新墟镇金柄村。黄晟少年聪颖，好弄刀舞枪，武艺精湛。

年轻时先后投奔于明州刺史羊僎、钟季文，几次于危难中受命

平定群寇，屡战屡胜，战功卓绝。后迁奉化都护防遇使，兼佽

飞都副兵马使。明州刺史钟季文卒后，被众将力推为明州刺史。

在任 18 年，他发动民众采石筑罗城、疏浚城内河道、营建坊巷、

设君子营、重建东津浮桥等。后梁开平三年（909），黄晟在建

城疏江中殉职，时年 50 岁。卒后葬于东钱湖隐学山。乾化二

年（912），墓由其孙从隐学山迁葬至象山珠溪常乐寺之山麓。

乱世英雄　敕封刺史

唐末大乱，群雄纷起。中和元年（881），台州守将刘文率

兵攻打明州，遣杜宗自宁海入占奉化。时任明州刺史羊僎部将

的黄晟，奉命率兵攻打奉化，双方经一番激战，黄晟擒获杜宗，

2



4

将其驱逐到台州，所获战利品全归官府。羊僎死后，钟季文任

明州刺史，黄晟即投身为钟的部下，后迁奉化都护防遇使，兼

佽飞都副兵马使。余姚镇将相嘉攻打越州，越州告急，钟季文

命黄晟领兵支援。黄晟与相嘉交战，擒杀相嘉，解越州之急，

并授任散骑常侍、浙东道东面副指挥使。景福元年（892）钟

季文死，众推黄晟摄守明州，遂为明州刺史。黄晟任刺史后，

用武力保护郡境，境内得以安宁。又广招文士，充其幕下。当

时浙江割据势力首领董昌、钱镠依次更换，黄晟在政治上，始

拥董后反董助钱，讨平邻寇，保护乡井，作出了正确的抉择。

董昌节越时，黄晟能善事之，但在乾宁二年（895）正月，越

州义胜军节度使董昌称帝，国号罗平，黄晟“移书谕之”，旗

帜鲜明地表示反对。钱镠素有吞并浙东的野心，乘机发兵讨伐

董昌。乾宁三年（896）二月，钱镠手下名将顾全武（余姚人）、

王球发动攻击，扫除了越州城的外围势力。但顾全武并没有立

即进攻越州，而是先派兵进攻越州东面的余姚袁邠。明州刺史

黄晟审时度势。遣指挥使梁从蛭率兵响应，使余姚受到两面夹

击。董昌派出的增援部队被顾全武手下的刘彦章击溃，其将徐

章被擒。四月，余姚失陷。钱镠的军队包围了越州，八月董昌

无奈地交出牌印投降，结果被杀，传首京城。

钱镠因讨伐越州军阀董昌有功，升任镇海、镇东两军节度

使，拥有两浙十三州之地。但当越州事平之后，浙江各地又卷

入了战乱，直到天祐四年（907），两浙才全部掌握在钱镠手中。

同年，后梁封钱镠为吴越王，都于杭州。但明、越两州的局势

自董昌自取灭亡之后，一直比较平稳。明州刺史黄晟在“讨平

邻寇”之后，州内局势稳定，经济发展迅速，百姓安居乐业，

由于政绩突出，唐昭宗敕封黄晟为佐忠去伪功臣节度副使检校

太傅刺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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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造福　创建城郭

唐长庆元年（821），明州刺史韩察将州治从小溪镇迁至三

江口以现在中山广场到鼓楼一带为中心，建立了官署，立木栅

为城，后又拆除木栅，以大块砖石筑城墙，历史上称为“子城”。

明州的子城建成后，直到迁治 77 年之后的唐乾宁五年

（898），明州才有了一座比较坚固又壮观的罗城（又称外城），

发起建造罗城的人是唐代明州第 31 任刺史黄晟。黄晟墓记载

“此郡先无罗城，郭民苦野居。晟筑金汤壮其海峤，绝外冠窥

觎之患，保一州生聚之安”。

唐代明州为何在州治迁到三江口 77 年后才筑罗城？戴骅

先生在《宁波古城墙探秘》中分析，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

一是黄晟能体恤百姓之苦，重视家乡建设。黄晟是明州所

辖的鄞县人，是一个从农民到下级官员，再因军功当上浙东道

东面副指挥的军人。他的上司、明州刺史钟季文病死任上后，

明州百姓齐声拥戴他代理刺史，后由朝廷命为明州刺史，这个

土生土长的州官，不像由朝廷委派来做官的其他人，他对家乡

的建设和发展还是有长远目光的，在任 18 年，为明州打下了

良好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确保了一方平安。

二是防御兵祸。自大中元年（859）开始，浙东政局动荡，

明州多次遭受兵祸。先是嵊县人裘甫率农民起义军攻打明州城。

因当时还没有坚固的城墙，靠全城百姓组织起来，用土石和树

木构筑简易城防工事，才抵挡住裘甫的进攻。后来又有浙西狼

山镇遏使王郢攻入明州、浙东观察使刘汉宏进攻明州、台州守

将刘文占据明州等战事，明州百姓迫切需要城墙来防御战乱。

三是形成一座完整的城垣。古代，城墙、护城河等设施

是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宁波有了城墙不仅可以防兵匪，还

可以防洪水、台风。另外在唐景福二年（893）七月，离明州

140 多公里远的杭州已筑起了周长 70 里的罗城，也促使明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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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罗城。

黄晟发动广大民众建筑的唐代明州罗城空间是什么模样，

唐代没有文献资料记载，通过宁波地方史志和考古发掘资料，

我们得知明州唐城建于 894 年至 898 年间，罗城周长 2527 丈，

计 18 里（即原环城马路址），城高 2.2 丈，宽 1.5 丈，上设

3564 个雉堞，46 个瞭望高楼，65 个警铺，罗城设十门：东灵门、

东渡门、来安门、鄞江门（东南）、渔浦门（东北）、甬水门（南）、

望京门（西）、盐化门（北，南宋时改为和义门）、达信门（北）、

郑堰门（北，南宋时改为永丰门）。城内按形成的纵横轴线沿

河筑路，成为城内的交通要道。城外北滨姚江为天堑，东临奉

化江，西面与南面挖护城河环绕之。明州奉化军系军政合一机

构，因而罗城的建造亦重军事方面。罗城大约在南宋末废鄞江

门、来安门、渔浦门、达信门四门后存六门，经宋、元、明、

清修缮至 1929 年拆除时，基本保持原来的风貌。

罗城的始建者黄晟，在任明州刺史 18 年，保境安民，政

绩斐然，浚挖城内河道，营建坊巷，设君子营，重置东津浮桥等，

后梁开平三年（909），黄晟在建城疏江中殉职时，时年 50 岁。

临终时他嘱托家人将财产封存上交国家，其子不能世袭担任朝

廷命官，要凭真才实学考取功名等。清代全祖望在《黄太傅庙

碑阴》中，对黄晟在唐末的作为，给予了很高评价 ：“太傅既

守郡之后，保固乡里，不随董昌之乱，筑君子营，以居避兵之

士，建雉堞，置浮梁，临终封上仓库，不令其子袭守。其于兹

土，固有深仁厚泽。”

弘扬佛教　兴建寺庙

宁波地处浙东沿海，佛教自唐起就发展迅速。其中阿育王

以律寺闻名，天童禅寺以禅林著称，梅山护圣寺、杖锡山延胜

寺、金峨山真松院、青山惠安寺及县城天宁寺、七塔寺等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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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建成。时任明州刺史的黄晟，不但对众多的寺院和名僧关怀

备至，而且自己还成为阿育王寺南山律僧的“八戒弟子”。他

常请慈溪伏龙山惟靖和尚至州“供施繁委”。景福元年（892）

常通主持雪窦寺，得黄晟施田 1300 亩赡供僧众，遂置宝丰庄，

并修寺宇数百楹，成为著名禅院。

为繁荣佛教事业，黄晟还在鄞县、象山、慈溪、镇海、

奉化等地施田新建一批寺院 ：如唐天复元年（901），在鄞东

南二十五里鄞塘乡（今鄞州姜山镇上张村）置田 350 亩建四

明院，后改名四明讲寺 ；唐乾宁中（894-898），在象山东北

四十里置田 330 亩建常乐寺 ；唐乾宁五年（898），在慈溪县西

南三十五里建云溪教寺（今划归余姚市）；唐景福元年（892），

在镇海县东南九十里置田 380 亩建瑞岩寺；唐天复元年（901），

在奉化东北四里建岳林寺等。由于明州刺史黄晟和官吏的重视

和关怀，明州地区佛教寺庵大批建立。

端午菖蒲　宁波习俗

一般流传的说法，认为端午节源自纪念屈原的活动。而在

宁波，端午除了纪念屈原外，还与纪念唐明州刺史黄晟有关 ：

相传 1100 多年前，明州有个桃花渡（今宁波新江桥），南来北

往的交通靠渡船摆渡，很不方便。据传当时桃花渡有两条蛟龙，

经常兴风作浪，祸害百姓。为了祈求平安，百姓每年以鸡、鹅、

猪、羊祭之，每三年还要以童男童女祭之，过江百姓苦不堪言。

有一年，部分百姓在桃花渡口正用童男童女祭蛟龙时，武

艺非凡、年少气盛的黄晟刚好路过，他见许多男女老少号啕大

哭，就问这是为什么。一妇人哭着说，我只有一女，却要将她

送给蛟龙吃掉，我将无女了，说毕，痛哭不止，黄晟听了怒不

可遏，决心要斩杀蛟龙为民除害。那天正值五月初五端午节，

他告诉岸上的百姓，准备好红米、白米，并告诉他们，他下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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