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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屿楼渊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共青路79号冤





鄞州区建岙村渊徐时栋避难地冤



徐桂林渊徐时栋之父冤墓前石牌坊





水北阁渊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南园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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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徐时栋是我国清代中后期著名的藏书家尧
学者袁是浙东文化继黄宗羲尧万斯同尧全祖望之
后的又一位代表性人物遥

（一）

徐时栋渊 1814要1873冤 袁原字云生袁后改字
定宇袁一字同叔遥 因家谱中排行十三袁故自称

野 徐十三冶袁号淡潺尧淡斋袁别号西湖外史袁又号
柳泉袁学者称为野 柳泉先生冶袁浙江鄞县渊 今宁
波市区冤人遥

徐氏自古为名门望族袁 据 叶 月湖徐氏家
谱曳 称野 先出偃王太末者冶袁 世尊徐偃王为始
祖遥 徐时栋著有叶 徐偃王志曳述其源流遥 徐偃
王袁名诞袁相传为禹之后人遥 禹封其子若木于
徐地袁建立徐国遥 徐国世代相传袁第三十二代
君主袁即东夷盟主徐偃王遥 渊叶 元和郡县志曳冤

偃王去世后袁因其在当地深得民心 , 周穆

王封其子宗为徐子袁 继续统治徐国遥 自徐宗
始袁徐国又相传了十一世至章禹遥 周敬王八年

渊 前512年冤 袁徐国被吴王阖庐所灭遥 徐国历经
夏尧 商尧 周三代袁1600余年袁 徐氏子孙枝繁叶
茂袁支脉繁多袁但主要有大宗尧小宗二大支派遥

宁波月湖徐氏源于大宗袁唐光化间自衢州
迁台州袁宋南渡后自台州迁来宁波袁遂为鄞县

人遥 徐时栋称院野 吾徐自天台来鄞明楼袁明楼之
宅勿可考矣袁其余大敦天封桥尧新桥诸遗迹今
尚存遥 冶渊叶 月湖徐氏家谱曳冤

徐时栋之父徐太茂渊 1769要1829冤 袁字安
国袁号耕山袁别号梅谷袁官讳桂林袁人称野 桂林
先生冶袁由郡庠生遵例纳国饷袁奉旨授武略骑尉
总漕分府遥徐太茂以义行闻名于乡里遥清野 道光
十三年为捐建义学事袁奉旨旌坊表曰耶 乐善好
施爷袁赐帑金为费冶渊叶 月湖徐氏宗谱曳冤 遥 太茂生
六子袁徐时栋为其第三子遥 徐时栋回忆称院野 先
君以布衣崛起袁有大功劳于斯邑遥 冶

徐时栋生于清嘉庆十九年渊 1814冤农历十
一月二十五袁自小聪明颖慧遥 时徐氏族人多以
经商为业袁能业儒者野 仅三四人冶而已遥 徐时栋
自幼有读书天分袁记忆力惊人袁过目成诵袁其父
太茂公大为赞赏袁并亲自严加督教袁所读书籍袁
涉略广泛袁除四书五经外袁亦野 常读叶 心经曳及

叶 金刚经曳 冶等渊叶 烟屿楼笔记曳冤 遥 徐时栋长于著
述袁幼时即有叶 小少集曳四卷问世遥 徐时栋师友
众多袁曾先后师事嘉兴冯登府尧南海罗文俊尧宜
兴程朗岑以及洪舵乡诸人遥 诸师中袁 冯登府

渊 1783要1841冤对徐时栋经学的影响最大遥 冯
登府一生以著书立说为业袁 不为仕途所羁绊袁
对经史百家无不广闻博记袁 而经学造诣尤深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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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所著叶 石经补考曳 袁对汉魏唐蜀及本朝石经详
加甄录袁成为后代研究石经者参考要籍遥 经学
大师阮元等人与冯登府有文字之交袁曾为冯刊
刻 叶 三家诗异文疏曳叶 金石综例曳叶 论语异文疏
证曳诸书遥 徐时栋科举失意后能专注于经学著
述袁并有所成袁与其不无关系遥

罗文俊 渊 1789要1850冤 袁字泰瞻袁号萝村袁
清道光二年渊 1822冤进士袁以探花及第授翰林
院编修遥他是徐时栋青年科举期间非常重要的
一位恩师遥 清道光二十三年渊 1843冤 袁清廷举办
优贡考试袁罗文俊为浙江学政袁主持其事遥 罗
文俊为人真恳笃挚袁爱惜人才袁在浙三年袁深得
士心遥 1843年省府优贡考试之前袁他巡查浙江
各地袁来到宁波时袁当地初选考试已经结束袁但
罗文俊看了推荐名单之后袁就问教官为何不推
荐徐时栋遥 教官方雪斋因未得到徐时栋的贿
赂袁谎称院野 某固举之袁以其患病初愈袁恐连日
应试不能支耳遥 冶罗文俊虽信其言袁但仍要求
为徐时栋单独补考遥 补考之日袁因考虑到徐时
栋的野 身体冶状况袁原为五试连考袁临时改为隔
日一考遥 徐时栋知晓后袁深为感动袁后于叶 烟屿
楼笔记曳详记其事遥 该年浙江优贡榜袁罗文俊
一共录取了六人遥 第一名洪章伯袁第二名徐时
栋袁第三名沈玉士袁第四名章采南袁第五名诸
葛榴生袁第六名金翰皋遥 六人之中袁洪章伯尧金
翰皋考中当年举人袁金翰皋还随后考中了道光
二十五年渊 1845冤进士榜眼袁章鋆渊 字采南冤考
中咸丰二年渊 1852冤状元袁洪章伯考中咸丰六
年渊 1856冤探花遥 六位同年袁状尧榜尧探俱有袁可

称科场佳话遥 惜时年徐时栋未能中举袁但罗文
俊对其颇为赏识袁以师徒相称遥 清道光二十七
年渊 1847冤春袁徐时栋应礼部试入都 袁罗文俊

野 以病不接一客冶袁而独召徐时栋至家中袁并请
徐时栋为其手绘叶 纺灯课子图曳命题作诗遥

三年之后袁清道光二十六年渊 1846冤丙午
科浙江乡试袁徐时栋终于以第二十名的成绩中
举 遥 徐时栋之弟徐时樑于道光二十五年

渊 1845冤考中进士遥 富商家庭出了二位读书人袁
徐家一时在宁波月湖显赫起来遥

徐时栋在乡试名单公布之前袁与同乡李莲
史尧冯午卿一道坐船回甬袁半路舟停绍兴城袁三
人前往神庙中求签遥 徐时栋得签为院野 刀剑之
金袁利不多有遥 □ □ □ □ 袁文光射斗遥 冶徐笑对
友朋称自己中举了遥 诸朋问何故袁 徐时栋称院

野 星家者云袁壬申癸酉刀剑金袁舟中无此二年生
者袁故曰不多有遥 壬申癸酉既不多有袁则吾甲
戌自当首屈一指遥 而文光射斗四字袁 必是名
数袁岂余应中第七名耶钥 冶后来徐时栋果然中
了第二十名袁把野 斗冶字解释为野 从二从十袁故
二十也冶遥 徐时栋认为神是灵验的遥

清道光二十七年渊 1847冤春尧道光三十年

渊 1850冤春袁徐时栋两赴京城参加会试袁均未能
得志袁加之生母陈氏于道光三十年渊 1850冤徐
时栋第二次会试同年因病去世袁年仅三十七岁
的徐时栋称遭遇人生野 大故冶袁遂绝意进取袁闭
门不出遥

徐时栋何时授内阁中书袁 目前无确切考
证遥 清咸丰四年渊 1854冤他于叶 道衔叶公夫人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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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人六十寿序曳中自署野 内阁中书舍人冶遥 我国
清代中后期战乱不断袁尤其是太平军于清咸丰
三年渊 1853冤年占领南京袁设江南尧江北两个大
营袁宁波岌岌可危袁各州府招兵自保袁经费紧
张袁各地商人纷纷捐饷遥 捐饷之人可授相应职
务袁故可推定徐时栋以输饷授内阁中书时间约
在清道光三十年渊 1850冤至清咸丰四年渊 1854冤
之间遥

徐时栋绝意科举后袁 除结交四方名士外袁
以藏书为乐袁致力于经史子集袁坐拥书城袁野 尽
发而读之袁 自夜彻晓袁 丹黄不去冶袁野 秦汉以至
近代流传之本鲜不寓目冶遥 学问涉及传统文化
的各个领域袁他善考据袁精史论袁通六艺袁野 手
覃思精袁诣造古人袁其论经取先秦之说袁以经
解经袁 旁及诸子袁 引为疏证袁 无汉宋门户之
习冶遥 好友董沛称徐时栋野 天才亮特袁 学识兼
优袁明达事理袁而长于议论袁卓然自成一家冶遥
如此常年累月袁终有所成袁一生著述三十余种遥
徐时栋早年曾就读于鄞大墩故里之崇本书院袁
颇喜书法袁五体均能袁尤擅行草袁笔法精熟老
练袁下笔千言袁能随心流转袁卷面之清秀亦令人
赏心悦目遥 徐时栋卒于清同治十二年渊 1873冤 袁
年仅六十岁遥

（二）

徐时栋是一位藏书家袁在他身上我们完全
可以看到古代藏书家的悲壮和执着遥 终其一
生袁他曾有过三个藏书楼院烟屿楼尧城西草堂
和水北阁遥

烟屿楼初名恋湖书楼袁为徐时栋之父太茂
公创建于清道光三年 ( 1823)二月袁时年太茂
公野 更故宅袁创五之轩袁立恋湖书楼冶渊叶 月湖徐
氏宗谱曳冤 遥 书楼位于古月湖十洲中的烟屿洲袁
藏书总量不多袁太茂公藏以致用袁常说院野 藏书
何补哉袁能读书袁书不在多曰不能读书袁多书何
益钥 徒饲蠹鱼食耳遥 冶故而清道光九年渊 1829冤
太茂公去世时也仅有藏书一万二千八百余卷遥
徐时栋十龄外野 即喜聚书冶遥 父亲去世后袁年仅
十六岁的徐时栋开始接管藏书楼遥他继承了父
亲的藏书理念袁曾说野 叶 钱氏敏求记曳载宋刷元
抄甚多袁秘不示人袁奉为奇货遥 呜呼袁何见之陋
哉浴 岂不以珍宝书籍差胜于蓄珍奇异宝钥 书为
务袁奇僻之书虽宝无所宝也冶袁故野 余所有书皆
布帛菽粟袁 非以侈世以便检阅而已冶遥 渊叶 月湖
徐氏宗谱曳冤 藏书注重实用是徐太茂尧 徐时栋
父子的共同点遥

清道光十四年渊 1834冤年左右袁徐时栋将
书楼更名为野 烟屿楼冶遥 烟屿楼是徐时栋交友
及读书之所袁 书楼中有一个徐时栋专用读书
室袁名曰野 神清室冶遥 据传是其得了一颗古铜印
为野 神清之室冶而命名的遥 好友何琳曾有诗相
赠院野 登君烟屿楼袁入君神清室遥 冶陈劢尧陈鱼
门尧叶鸿年尧董沛等名士及诸弟子是烟屿楼常
客袁 一时间烟屿楼成为学者们执经问道之所遥
烟屿楼早期藏书袁徐时栋于1834年编有叶 新故
书目录曳加以记载遥 书目中除少量为徐时栋收
集外袁大部分为其父太茂公所藏遥 为方便烟屿
楼藏书管理袁他还仿元代书法大家赵孟 的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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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约制订了更为严格的 叶 烟屿楼藏书约曳 院野 勿
卷脑袁勿折角袁勿唾揭袁勿爪伤袁勿夹别纸袁勿
作枕头袁勿巧式装潢袁勿率意涂抹袁勿出示俗
子袁勿久假他人遥 冶烟屿楼的藏书在徐时栋的
经营管理下与日俱增袁藏书量最多时达到六万
余卷遥

烟屿楼既藏书袁亦为居住之所袁加之月湖
徐氏袁人丁兴旺遥 故清咸丰五年渊 1855冤三月袁
徐时栋筑新居于城西门外袁 名之曰野 城西草
堂冶遥野 童丈萼君为余篆题户册遥 宅边有高柳袁
相传不由人植遥 初时袁但见短枝袁数年遂成大
树袁树下有泉袁适合吾号渊 注院柳泉为其号冤 袁此
岂所谓因缘者耶钥 冶渊叶 烟屿楼诗集曳冤

城西草堂是徐时栋的第二个藏书楼遥烟屿
楼的六万卷藏书为方便徐氏后人及学者利用袁
仍在原址保管袁而城西草堂藏书经过徐时栋五
六年的经营袁亦有了四万余卷的规模遥 两个藏
书楼袁 十万卷藏书袁 徐时栋颇为自得袁 曾言院

野 余自弱冠即好购书袁 二十余年袁 亦将十万
卷遥 冶渊叶 烟屿楼笔记曳冤

清咸丰十一年渊 1861冤 袁徐时栋的著述及
烟屿楼藏书经历了惨重损失遥 该年十月袁太平
军攻入宁波袁 徐时栋偕全家避祸躲入建隩山
中遥 当他的家人惊恐于军队马蹄声时袁徐时栋
安然自得袁作诗多首遥 他还将著作和部分藏书
藏于寺庙旁边的金岩山洞中袁 当他正沉醉于

野 山中何所有袁好景不胜收遥 若更载书中袁何须
万户侯冶的诗境中时袁没想到野 一僧宿洞中袁不
戒于火袁竟为灰烬冶袁只留下野 香山僧寺稿袁无

故忽成灰冶 的无奈之句了遥 屋漏偏逢连夜雨袁
清同治元年渊 1862冤二三月间袁太平军乱尚未
平息袁甬城盗贼开始泛滥袁部分偷盗者将目光
对准了藏书楼袁范氏天一阁尧卢氏抱经楼尧徐氏
烟屿楼等均未能幸免遥烟屿楼中的六万卷藏书
绝大部分被窃掠遥 更有甚者袁将从烟屿楼窃取
的藏书当作烧饭用的引火材料袁 又烧掉不少袁
令人痛心遥

烟屿楼的藏书被掠之后袁好友陈鱼门渊 时
任宁波太守冤曾经在宁波江北岸花费巨资收赎
了很大一部分遥徐时栋给陈鱼门的弟弟陈树珊
写信时说袁曾与其兄野 乱平相见袁尝许见还遥 虽
复丛残袁 然而慰情聊胜无也袁 故属君一问之冶
渊叶 烟屿楼诗集曳冤 袁盼书之情袁溢于言表遥 至于
有无相还袁已无从查考遥 另有部分流散书籍被
当地藏书家收购遥
烟屿楼事件余音未了袁徐时栋城西草堂的

藏书又遭受灭顶之灾遥 清同治二年渊 1863冤奉
化一制纸作坊的商人花费数千金收购了由天

一阁流出的珍贵藏书袁专辟一室收藏袁这批藏
书于该年十一月被一场大火烧得干干净净袁而
其他住所居然无恙袁 徐时栋为此事还叹息不
已遥 想不到仅仅过了数日袁城西草堂于十一月
二十九日也意外着火袁书楼尽毁遥 徐时栋本人
此时恰好在慈溪做客袁大火之后返家仅剩下几
间容身的住所袁而且下雨时还四处漏水遥

三年之内袁烟屿楼尧城西草堂两座藏书楼
十万卷藏书俱毁袁徐时栋备觉凄凉遥 面对着眼
前的野 劫灰十万卷冶袁他在给好友陈劢的信中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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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 万事有定数袁人谋非能藏遥 冶渊叶 烟屿楼诗集曳冤
城西草堂的焚毁袁 不仅使徐时栋苦心收

藏的书籍毁于一旦袁而且他新写的说经之作亦
荡无所存遥 徐时栋的经学新作 叶 逸汤誓考曳初
稿仓促中被无赖所撺夺袁或即弃之泥涂尧掷之
河中袁后来收拾时袁仅拾得部分文稿和杂记若
干篇遥 所幸的是袁他的叶 山中学诗记曳在老友周
楚堂等处有部分副本袁 加上徐时栋的回忆袁复
成五卷袁于清同治年间刻印出版遥 城西草堂出
事后袁友人徐仁恩渊 曙峰冤来看他袁只见徐时栋
局促于一间小屋中袁却依然论古不辍遥

清同治三年渊 1864冤六月袁徐时栋在城西
草堂故址上重建了藏书楼袁命名为野 水北阁冶袁
继续开展他的藏书事业遥 此次袁徐时栋还仿天
一阁将藏书楼与住宅分开而建遥 几年后袁藏书
又有了一定的规模袁到清同治八年渊 1869冤时
已有四万四千余卷袁基本上接近城西草堂的规
模了遥 他在 叶 谢陈树珊驾部送书曳 一诗中说院

野 客岁吾庐下祝融袁 图书收拾去匆匆遥 范卢已
断千秋望袁 汤郑同归一炬中遥 本以网罗遭劫
火袁莫将呵护问天公遥 故人怜我平生志袁架上
新来幸不空遥 冶 在水北阁中袁徐时栋完成了他
的经学名作叶 逸汤誓考曳叶 三太誓考曳的创作与
最后定稿遥

叶 徐氏甲子以来书目稿曳是徐时栋去世前
编订水北阁藏书的重要文献目录袁收录了徐时
栋于同治三年渊 1864冤营建水北阁后的藏书资
料袁约四万余卷遥 该目录仿四库体例袁网罗的
藏书不重版本袁中有少量名家藏本袁如朱彝尊

谦牧堂之藏书叶 任松乡先生文集曳十卷等袁另
外鄞县汤耕吾渊 懋才冤 尧慈溪二老阁郑勋渊 简
香冤两家藏书因故流失后多为徐时栋所得遥藏
书中重在别集尧 小说部袁 其中别集有近七十
部袁小说部有三百七十部之众遥徐时栋曾言院野 吾
不佞佛而颇喜其文字遥 冶书目中也有佛道文献
五十余种袁如叶 佛经曳叶 宝藏论曳叶 道德经曳叶 神
仙传曳等遥

水北阁最后走向了与晚清众多藏书楼一

样的命运遥 徐时栋去世后袁其全部藏书于清宣
统三年渊 1911冤由后人尽售于上海书商遥 目前
所知袁国家图书馆尧浙江图书馆尧北大图书馆尧
辽大图书馆尧北师大图书馆尧南开大学图书馆尧
复旦大学图书馆等均有藏遥少量流入宁波各家
藏书楼袁其中冯贞群伏跗室收集最多最精袁叶 逸
汤誓考曳四个稿本均为伏跗室所有遥 另外朱氏
别宥斋尧杨氏清防阁尧董氏六一山房尧孙氏蜗
寄庐等亦有少量收藏遥

历代藏书家重视藏书印的使用袁徐时栋用
过的藏书印约二十余枚袁常用者有野 古明州烟
屿楼徐氏收藏印冶野 徐时栋手校冶野 烟屿楼冶野 徐
十三冶野 城西草堂冶野 徐时栋秘籍冶野 柳泉冶野 柳泉
过目冶野 柳泉书画冶野 水北阁冶等遥

1994年袁鉴于楼内居民杂乱袁出于对水北阁
的保护和加强管理袁该阁被移建于天一阁南园遥

（三）

徐时栋是位学者尧诗人袁他著述等身袁主四
明文坛三十余年遥 他野 以古文名冶袁撰著文集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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