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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波历为方志之乡、文献之邦。耕读传家，治史修志，立德立言，俨然成风。隋时

余姚人虞世基任《区宇图志》二次纂修的总检，“衍为六百卷”。《区宇图志》系大型地

理书，也被认为是中国第一部官修全国总志。存世最早的宁波志书为宋元时编纂的《四

明六志》，与嘉靖《宁波府志》，光绪《鄞县志》等诸多本地志书一起，被中国方志界公认

为佳志；民国关门志 ——《鄞县通志》更被海内外专家一致认定为地方志书的高峰之

作。宁波地域以天一阁为代表的藏书楼、藏书室，抄录保存了一大批本、外地方志的珍

善文献。从古至今，编修和收藏方志成为宁波从未间断过的文化传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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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代表之一，浓缩了从古至今一地自然人文风物民情，是地情资

料的集大成者。

在宁波这片有七千多年历史的土地上，地方志生根发芽成长收获，发轫于唐，成熟于宋元，繁盛于

明清，至民国时已经硕果累累，名志佳作、编修庋藏绵瓞不断，被称为“方志之乡”。据统计，这期间宁

波现境域编修志书约 150 余种、专志 70 余种，现存近半。新中国成立后，宁波修志动议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从 80 年代初期宁波与全国同步全面启动新编地方志工作至今，三十多年来，全市编纂

出版市志及外编 1 部、县（市）区志 9 部、乡镇志 20 余部、村志（史）近 50 部、专志 260 余部；编纂出

版两级地方综合年鉴 6 种近 60 册、专业年鉴四十余种 350 余册。宁波地方志书（年鉴）已经形成了蔚

为大观的地情资源库和卷帙浩繁的文献体系，累积容量已经达到两亿字以上的规模。

宁波方志是一代代先辈乡贤、宿儒学人倾注心力，甚至毁家纾难编修而成。元代甬籍史学家、文

学家、藏书家袁桷参编的 [ 延祐 ]《四明志》成为一代名志，被誉“颇有良史之风”。明末清初大学问家

黄宗羲撰修《四明山志》，踏勘探访浙东名山四明山，记载了胜迹幽境，也记述了其治学为世的思想见

解，对后世方志特别是浙东地区方志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民国时以陈训正为代表的乡绅学者，从

创议修纂到印竣发行，前后历时 18 年，历经 8 年抗战、3 年内战，在战火纷飞、社会动荡的时代里，编采

人员维艰维辛、矢志不移，完成了被誉为方志高峰之作的《鄞县通志》。历代方志为后代留下了沉甸甸

的文化遗产，也传承了乡土文化和延续了一地文脉。这里凝聚了一代代方志人的智慧、才学，更有他

们的理念、意志和精神。修志从来就是十分清苦、辛苦和不计回报的文化事体，义无反顾地投身其中

的方志人很好地诠释了方志的精神。清代方志学家、藏书家徐时栋临终之时，嘱托董沛完成光绪《鄞

县志》编修之事，而未有一句提及家事；这一幕在时隔 300 多年的当今再现，《海曙区志》主编胡再恩

重病离世之前，请来同事叮嘱再三的也是编修区志的事情，时代不同、志书不同，前后相继的同为强烈

的使命感。有前辈方志人为了志书“绵延不绝”，已距前志时日良久，“世变日剧”“实不容不重修”的

感叹和努力；有以为前志“芜杂乖戾”，虽身体孱弱但耗尽生命进行校续的付出；还有当代的许多长者

放弃了安逸舒适的晚年生活，自愿参与与寂寞清苦相伴的修志工作，体现了一以贯之的泣血写春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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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感。地方志编纂一直秉承着研究性的治学精神：首轮修志时，一位老方志工作者为查找一个人口

数据，半个多月遍访各处，从杭州觅得后连夜返甬，兴奋、幸福感将付出的艰辛和疲惫统统抛置到了一

边。方志人对于哪怕是一个地名、人名及一个时间节点的确认都经过仔细辨析考证，寻找文献反复核

实，没有“如履薄冰”的工作态度是无法做到的，因为他们知道方志的权威性是来自于资料的权威性，

唯此，方志才能诚如《宁波通史》“前言”中所称：“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宁波市志》为代表的地方

志的编纂成果，也为学界提供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研究线索”，方志才能成为“存史、资治、教化”的载

体，而具有独特的文化魅力。

新的时代新的方志，不仅继承了优秀传统，更有了全面的发展和突进。从 1982 年最早建立的象

山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起，首轮市、县两级志书获全国一等奖 2 个和省一等奖 5 个；二轮修志，

宁波被确定为全国两项“试点”，并搭建了中国地方志国际交流的平台，地方志已经成为全市文化建设

事业的一张名片。特别是 2008 年以来，宁波市地方志工作坚持“一业为主，十业并举”方针，敢于创

新，勇于开拓，成果已经为全国方志界所公认。三十多年的地方志工作有六条主要经验：第一是党和

政府的高度重视。我们可以看到，历届市委、市政府无不为地方志工作“保驾护航”，解决了机构设置、

办公场地、人员经费等诸多问题，为地方志工作推动和发展发出各种文件、做出指示和决定。第二，制

度化建设卓有成效。《宁波市实施〈地方志工作条例〉办法》等规章颁布，市、县联动定期专题研讨会制

度、软科学课题发布制度、专项课题组研究制度、责任编辑汇报交流制度等相继建立。第三，市民群众

的热情支持。地方志工作特点是“向下看”，是一项“接地气”的文化工程。编纂一部志书不仅需寻迹

于故纸文献，还要踏勘山川河流、查看建筑遗存、采访乡风旧事，这都需要走向民间；实现“开门修志”，

也吸引了一批地方文史爱好者。第四，交流影响扩大至海外。承办全国地方志奖颁奖大会、中国首次

方志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建立中国地方志珍藏馆，与海外学术机构和收藏单位积极建立联系，拓宽

了地方志工作者的视野和地方志工作的领域。第五，队伍机构日益完善。从市本级到各县（市）区乃

至各部门、企事业单位的修志机构，已经形成一支稳定、扎实、敢于担当责任的高素质编修队伍。第六，

修志为用落到实处。志书资料直接或间接地被全市工程建设、规划设计、文物考古等方面引用，也在

乡情联谊、文化交流等社会活动中体现作用。

为忠实记录宁波市地方志事业走过的风风雨雨，归纳成果，总结经验，宁波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

公室（宁波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辑出版《传承·前行 —— 宁波市地方志发展纪略》。这部

画册可以说是一部简明的宁波方志史，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全面反映地方志在宁波境域内的起源、

探索、不断繁荣的情况，资料翔实，可读性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这将激励方志人继续秉持史志

事业的使命感、责任感和治学精神，推动宁波市地方志事业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Page

1

前　言   　 ………………………………………………………………………………1

第一篇　方志之乡　源远流长　………………………………………………………1

第二篇　新编方志　再续辉煌　………………………………………………………31

第三篇　一轮修志　继承开拓　………………………………………………………55

第四篇　二轮修志　砥砺前行　………………………………………………………83

第五篇　年鉴编纂　积累资料　………………………………………………………123

第六篇　旧志文献　整理回归　………………………………………………………149

第七篇　注重研究　加强交流　………………………………………………………161

第八篇　依法修志　历久弥新　………………………………………………………191

第九篇　开发利用　扩大宣传　………………………………………………………209

第十篇　编修队伍　蓬勃发展　………………………………………………………239

附　录　…………………………………………………………………………………258

后　记　…………………………………………………………………………………272

目　录

目　

录



Page

1

方
志
之
乡

　源
远
流
长

第
一
篇

编修地方志是一地乡土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地方志书使家乡这一概念具象化，吸引着离乡故人的思

乡情怀和家国情结，也吸引着当地“渊博学者”、“当代通儒”等有能力主持修纂的乡贤投入其中。他

们热心乡邦文献整理，为地方文化的积累、积聚而不懈努力，甚至有为之倾注全部身家和毕生精力的。宁

波就是这样一个地区，宁波就有这样的人士。宁波，作为方志之乡，全市存世旧志有 100 多种，近 4000 万

字。在宁波历代参与修志的人士中，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邵晋涵、徐时栋……一个个名字声震古今。

这些志书代表着当时史志文化的高度，充满着甬上先贤对本地社会风情的体察与思量，也让宁波地方浸润

着浓郁的方志文化气息。

　

第
一
篇

F A N G  Z H I  Z H I  X I A N G
Y U A N  Y U A N  L I U  C H A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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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地域方志编修历史可追溯至唐。据《太平御览》载，时明州编有《图经》。又据《宋元四明六

志校勘记》卷九记，有《明州图志》，“书或唐时旧籍，或宋初新编”。北宋时，据舒亶《西湖引水记》所

记，有《州图经》，清郡人考证或为北宋景德四年所编修，“诏诸路州府军监以图经校勘编入古迹而上诸

朝”，“其时明州固当一例编献”。[ 祥符 ]《四明图经》，还有李懋诚等撰修的 [ 大观 ]《四明图经》，均佚。

现存最早的 [ 乾道 ]《四明图经》，也是浙江省所存最早宋代方志之一。两宋时全省编修方志 197 种，

宁波占 16 种。全国共有南宋传世方志 32 种，宁波占 4 种；共有元代传世方志 11 种，宁波占 3 种。

宋元时期存世志书

 历 代 修 志 

⊙南宋 [ 乾道 ]《四明图经》十二卷。

⊙南宋 [ 宝庆 ]《四明志》二十一卷。

⊙南宋 [ 开庆 ]《四明续志》十二卷。

⊙元 [ 延祐 ]《四明志》二十卷。

⊙元 [ 至正 ]《四明续志》十二卷。

⊙元 [ 大德 ]《昌国州图志》七卷加首一卷、末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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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四明六志》由清徐时栋考订校刻，咸丰四年（1854）刻本九卷，同治年间补刻至三十一卷；包

括 [ 乾道 ]《四明图经》、[ 宝庆 ]《四明志》、[ 开庆 ]《四明续志》、[ 大德 ]《昌国州图志》、[ 延祐 ]《四明志》、

[ 至正 ]《四明续志》，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分札记二十卷，补遗两卷，校勘记、佚文四卷，杂录两卷，

作者两卷，余考一卷。方志界视其为中国地方志文献之翘楚，研究宁波乃至浙东宋元史以其为必用资

料。《鲁迅日记》第一百八十七章“甲寅（即 1914 年）日记十二月”记载“十三日 …… 还幼渔（即鄞县

人马裕藻）《四明六志》一部”，其研究达半年之久。

⊙明 [ 成化 ]《宁波郡志》十卷，分别为明成化年间刻本和民国张寿镛

约园钞本。

⊙明 [ 成 化 ]

《 宁波 府 简

要志》五卷。

⊙明 [ 嘉 靖 ]《 宁波 府 志 》

四十二卷。

⊙清同治七年（1868），鄞县志

局编修 [ 同治 ]《鄞县志》（后

为 [ 光绪 ]《鄞县志》）时对

外征集到 [ 嘉靖 ]《宁波府

志》，登记单标明该部志书

缺一、二、二十二、二十三、

二十四共五卷。

明清时期志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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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天启 ]《慈溪县志》十六卷。（中）

⊙清 [ 雍正 ]《慈溪县志》十六卷。（右）

⊙清 [ 光绪 ]《慈溪县志》五十六卷加附编一卷。（左）

⊙清 [ 乾 隆 ]《 奉化

县志》十四卷加首

一卷。 ⊙清 [ 光绪 ]《奉化县志》四十卷加首一卷。

⊙清 [ 康熙 ]《宁波府志》三十三卷。

⊙清 [ 康熙 ]《宁波府志》府境图。

⊙清 [ 雍正 ]《宁波府志》三十六卷加首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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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 崇祯 ]《宁海县志》十二卷。明 [ 崇祯 ]《宁海县志》十二卷。

⊙明 [ 嘉靖 ]《象山县志》十五卷。

⊙清 [ 道光 ]《象山县志》二十二

卷加卷首、卷末文类二卷。

⊙清 [ 乾隆 ]《鄞县志》三十卷加首一卷。

⊙清 [ 光绪 ]《鄞县志》七十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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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 光绪 ]《剡源乡志》二十四卷加首一卷。⊙清 [ 光绪 ]《忠义乡志》二十卷。

⊙清 [ 康熙 ]《宁海县志》十二卷加首一卷。

⊙清 [ 光绪 ]《宁海县志》二十四卷加首一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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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万历刻清修补印本《明州阿育王山志》十卷。

⊙清 [ 乾隆 ]《明州阿育王山续志》六卷。

⊙清 [ 乾隆 ]《明州阿育王山续志》舍利塔图。

⊙清 [ 康熙 ]《天童寺志》十卷加首一卷。

⊙清 [ 康熙 ]《天童寺志》封面和序。

⊙清 [ 康熙 ]《四明山志》九卷。

⊙[ 清 ]《雪窦寺志》十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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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浙江省地方志的编修，始自 1914 年成立浙江通志局开始编纂通志，直到新中国成立前

全省所编纂各类志书（志稿）约 80 种，宁波地域约有 16 种，其中《鄞县通志》、《镇海县志》、《象山县志》

及《定海县志》在全省堪称佳志。

其时地域修志呈现四大特点：一是名家宿儒参与，二是保存乡邦文献，三是体例科学规范，四是

影响波及海外。以《鄞县通志》为例，该志创修于 1933 年，由张传保、赵家荪修，陈训正、马瀛纂。从创

议修纂到印竣发行，前后历时 18 年，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 1951 年 4 月最终印竣，被称为“所有民国县

志中的关门志”，也是规模最大的一部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称“体例最为完备”，著名

科学家竺可桢赞该志为“古今方志第一”。在战火纷飞、社会动荡的时代里，编采人员维艰维辛、矢志

不移，以他们的智慧、才学，更以他们的信念、意志才得以完成了一部部凝聚着众多地方文化传承者心

血的志书。正如 [ 民国 ]《余姚六仓志》“叙”中慨叹称：“独是修志难，创始修志更难。兵燹摧残，沧桑

改易，采访而纂辑之，益非易易。”

鄞县

1933 年鄞县邑人发起重修县志。[ 民

国 ]《鄞县通志》之《编印始末记》载：“一

月一日设立鄞县通志馆于中山公园之薛

楼。”该志张申之《序》提到修志的原因

“然自光绪志告成迄本馆（注：鄞县通志

馆）成立时已隔六十载之久，且世变日

剧、改革频繁，实不容不重修”。当时评

价该志“六志可分可合，体例完善，记载

周备，地图详密，装印精工”。

⊙1933 年 8 月 17 日，鄞县通志馆编纂处在《上海宁波日报》上刊登“鄞县通志草创例目”，认

为方志之作要与时俱进，志的体裁节目要随时地为之增损，不能简单划一；评论鄞县前两志，

所著录还循旧风，不能反映一县民生社会的状况；说明系根据中外地志应有常识，定出全志

分六门分志。翌日，刊登《鄞县通志文献志采访举例草案》，提出前志倘有遗漏及应订正的地

方也在采访之列，分类详尽如“艺文·卯·公私藏书情况”下分为公立图书馆、学校图书馆、

私家藏书、藏书纪事诗可采；在“史事（即大事记）”中说明前志如有遗漏亦可补入，特举“同

治五年四月十二日江北岸新浮桥以赛会桥断溺死人二百有奇”光绪志失载为例。

民国　志录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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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 年 8 月 2 日，《宁波大报》刊登的

重启因抗日战争而暂停的 [ 民国 ]《鄞

县通志》编修工作报道，鄞县通志馆曾

考虑请陈布雷为总纂。

⊙1951 年 7 月 9 日，《宁波时报》刊载的“《鄞县

通志》全书出齐”广告，“全书有赠券或预约券

的 7 月底前到公园路 10 号鄞县通志馆取书”。

当时各志除《工程志》缺售外均可零配。编修

该志历时 18 年，全书总字数约 550 万字，附地

图 75 幅。

⊙鄞县通志馆修志期

间致力于地方文献

的整理出版。1949

年 3 月 11 日，《宁

波晨报》刊登的鄞

县通志馆翻印《四

明谈助》的报道。

慈溪县

慈溪县曾筹划编修县志，组织修志委员会，推举杨逊斋等 25 人为委员，1935 年底成立修志馆。

该馆由陈训正主其事，曾刊布《慈溪县志例目草案》及《慈溪县志采访举例》，因人文夙称蔚盛，分配各

乡采访人员分头采访，仿拓碑刻，广为搜求；拟定舆地、政教、文献、工程四大目并独立成志，后因战

乱、经费等原因，修志未竟。干人俊辑成 [ 民国 ]《慈溪县新志稿》，保存民国成立至抗日战争时期部

分资料。

⊙1933 年 11 月 3 日，《上海宁波日报》刊登的“慈县府发起重修本邑志

乘”报道。文中提到慈溪县政府以国有史、邑有志，提出修志系“稽

人文之兴替，考风物之改观，其关系至深且重也”，[ 光绪 ]《慈溪县志》

成书已几十年，“若不亟加重修，恐年湮代远，采访益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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