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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总序

自秦王政始置，乌伤县，义乌迄今已有两千两百多年历史 。 古老的义乌大地，山川秀

美、物华天宝，文教昌盛、地灵人杰 。 勤劳智慧的义乌人世世代代在此耕耘劳作，繁衍生

息.改造山河.创造了灿烂的历史文化。

由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及历史原因 ，在义乌大地上产生了独特的地方文化。 她既是

江南文化的组成部分，又具有自身鲜明的特征 。

"lfiJJ耕好学.刚正勇为.诚信包容"是义乌精神;"崇文，尚武，善贾"是义乌民俗;义乌

的民风则是"博纳兼容，义利并重"。 义乌精神及民风、民俗遂成为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

文化之陆陆一脉，成了中国历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 千百年来，义乌始终在传承着文

明.演绎着辉煌，从而使义乌这座小城艳光四射，魅力元限。

自古以来，特别是唐代之后 ， 义乌学风渐盛，至有叮\邹鲁"之称 。 自宋以来，县学、

社学、书院及私塾等讲学机构多有设立，而"在兹土者，莫不以学校为先务"。 故士生其

间、勤奋好学，蔚成风气 .学有成就，烨烨多名人。 并且 ，辐射出巨大的文化能量，不仅本

地名儒代有 .在浩浩学海与宦海中大展宏图，而且还活动过、寄寓过数不胜数的全国各

地的文化名人，从文人学者到书家画师，从能工巧匠到杏林名家，其生动活泼的文化创

造与传播，绵延不绝的文化承续与传递，从来没有理灭或消沉过。 在博大精深的中华文

化领域里独树一杆颇具特色的义乌文化之帜，在优雅千载的儒风中诞生了许多屹立于

中华民族之林的英杰。 也正是文化底蕴的深厚与文化内涵的博大，造就了令人神往的

义乌，使其作为中华文化渊茹的鲜明形象而历久弥新 。

历史，拒绝遗忘，总要把自己行进的每一步，烙在山川大地上 。

时间逝而不返，它带走了壮景，淘尽了英雄，留下了无数文化胜迹和如峰的圣典。

只有在经过无数教训和挫折之后的今天，人们才逐渐认识到作为一个复杂系统的组成

部分，城市的各要素所具有的种种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功能，它们饱含着从过去传递下来

的信息，而《义乌丛书》正是记录这些信息的真实载体。

历史是无法割断的，许多古老的文化至今仍然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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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向现代化的同衍dli进时 . 怎样继承肯在文化的精华，剔除JUt建糟柏 . 在传统文化

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新的文化恪局 ， 是一个摆在我们面前 lJ 物质生产" i] 等重要的

任务 。

一位哲学家曾经说过.哲学就是怀轩乡恕的冲功去寻找失榕的家园 。 今天 . 我们正

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时期.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开始意识到 ‘对民族民间文化

源头的追寻迫在眉睫，鉴于此 . 我们编篓山版《义乌丛书 )) . 既有历史意义 . 也有现实忠

义 。 概而言之 .有三大作用:

文化典籍的传承保护 小华民族有着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 .文化典籍巾的善本占

籍，是前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历史见证.极富文献价值和文物价也。 义乌也

同样，历代文士迭出，存述充栋。 这些历经沧桑而幸抒下来的"国之重宝"或则出于保

护的需要，基本封存于深阁大库‘利用率甚低;或则由于年代久远 . 几经 ，1戊乱.面临JL毁.

因此，亟待抢救。如今 . ((义乌丛'.'Ì))编篡工作的启动.为占籍的保护与使用找到结什点，

通过影印整理 .皇皇巨著掉除世纪风尘 .使其化身千百 . 为学界所应用，为大众所共宇:

同时，原本也可以得到保护 。 真可谓是两全之策 . 是为民族文化结命 . 是为地方文化

续脉。

传统文化的现代创新 在义乌历史仁.有许多人文典故值得挖掘、有w多可歌 nJ 泣

的先进事迹值得记载。 拨 1良鼓文化需要传承‘孝义文化值得发扬，义乌只文化应 予光

大。但由于历史上的义乌是个农业县，文化底蕴虽然深厚 .载入史册的去jl寥若晨星 。 巾

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能孕育和产生强大的文化力 . 能为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提供重要

基础，这种文化力所形成的精神力量深探熔铸在城市的生命力、创造力和l凝聚力巾 . 是

椎动城市经济和社会注步的内在动力 。 |主! 而， (( 义乌丛书》编缉者坚峙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化相衔接 .精品文化与大众文化相兼顾 .创作出义乌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文化系列丛

书『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也是物质文明建设的需要 。

发展经验的文化阐释 义乌经济的发展，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参天之水.必

有其根;环山之水，定有其源。"义乌发展的文化之源，义乌商业的源流之根，义乌文化圈

的形成特质包括宋代事功学且对义乌"义利并重，无信不立"文化精神的影响，明代"义

乌兵"对义乌"勇于开拓 .敢冒风险"文化精神的影响，清代"敲糖~W"对义乌"善于经营 ，

富于机变"文化精神的影响等 。 因而，如何用文化来解读义乌 .也成了《 义乌丛书》的重

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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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文化儿乎无所不包句狭义的文化基本限于观念形态领域。 从以上包含的内

容可轩H\ . (( 义乌丛书 )) x.J " 文化"的界定 .似乎介于广、狭之问.凡吁:术思想、听学原理、科

技教育、文学艺术等多个类别与层次.均在修编范围之内 。

几千年岁月蕴蓄了|三瞻富饶的文化积淀。 面对多姿多彰、、浩瀚博大的义乌文化形

态，我们感受到了其内在文化精神的律动 。

保存历史的记忆，保护历史的延续性，保留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是人类现代文明

发展的需要 。 如今.守望岁月的民河 .我们不能不呼吁.不要让义乌失去记忆。

这也正是我们编if出版《义乌丛~ ))的主旨与意义所在。

《义乌丛 1"5 >)卷l跌浩繁.她集史料性、知识性、文学性、可读性、收藏性于→体.以翔实

的史料、丰富的题材、新颖的编排，全景式地再现了江南..小邹鲁叮i甘情新佳景和礼仪之

j唱丰iSj深的内桶 。 走ill她，就是走进时间的深处，走进澎i拜者历史的向往和时代的潮音的

宝地，去领略一个时代的结束 . 去见证另一个时代的斤胎。 宏大精深的传统文化曾经

是.也将永远是义乌区域文化康续绵延的基石 .也是义乌继续前进乃至走在全省、全国

前列的力量 。 在建设国际商贸名城的进程中，抢救开发历史文化遗产，掌握借鉴先哲遗

留的丰硕成果，是全市文化学术界的共同期盼。 因而.编篡这套丛书既是时代的召唤.

也是时势的需要 。

i革为序 。

中共义乌市委书记盛秋平

义乌市人民政府代市长林毅

。ο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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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总则

本志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立足当代，通贯古今，力求全面、真

实、客观地展示义乌籍人士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领域的著作成果 。

本志是继承古方志设《艺文 》类目记一方著作之历史文化传统而编篡的专门志书 。

本志自成体系，独立成书，既著录著作，又简介作者，还选辑诗文 。

二、范围

凡义乌籍人士及其配偶、外籍在义乌定居人士符合入选条件的著作。

三、条件

古、近代刊刻著作，现代正式出版的个人著作、译作(含合著、合编、主编、副主编)。

参编的大型辞书 。

义乌市内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正式出版或内部印发的集体著作 。

四、断限

个人著作及单位集体著作上限溯至有史料可考之时，下限截至 2010 年 12 月。志

书、丛书、年鉴延伸至 2013 年底 。

古代指 1840 年以前，近代指 1840-1919 年之间，现代指 1919 年至 2013 年 。

五、体例

力求在继承旧方志艺文体例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坚持著以类聚，如实记载，述而

不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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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结构

采用多篇体式，全志设上、'1 1 、下编 。

个人著作以作者卒年所处栩代先后为序;同一朝代的以作者姓名汉语拼音次序为

序;同一作者的多部著作，以出版时间先后为序。

单位集体著作以单位名称首字的汉语拼音次序为序;同一单位的著作，分内部发行

和出版发行两类、分别以出版时间为序 。 忐书、丛书、年鉴分别以出版时间为序。

七、规范

著作介绍:记述著作名称、体裁、合作者(限前三名，后者以 ..等"和总人数标示)、出

版单位、山版时间、印数、字数、主要内容。

作者介绍:记作者姓名、出生年月、籍贯、学历、专业职务、任职单位 。 详略依掌握资

料而定 。 籍贯以现行行政区划为准。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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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编 古、近代个人著作存目

三国 · 吴

骆统093-228) . 字公绪。封新阳亭侯，孙吴著名将领之一。

1. ((骆统集 )) (1 0 卷) : 目见《隋书 》卷三十五《志 》第三十《经籍》四。

2. ((理张温表 )) (1篇) :目见《三国志·吴志》卷十二《张温传》。

南朝 · 宋

无疑 。

《齐谐记 ))(7 卷) :小说集 。 目见康熙《金华府志》。

南朝 · 齐

委幼瑜，字季玉。

1. ((札据拾 )) (30 卷) :目见万历《义乌县志》卷十四《人物传 · 文学》。

2. ((札记捕遗别卷))(1卷) :目见万历《义乌县志》卷十四《人物传·文学》。

3. (( 文集 ))(66 卷) :目见万历《义乌县志》卷十四《人物传 · 文学》。

~. ((丧服经传义疏))(2 卷) :目见《两浙著述考))((礼类 · 仪礼》。

南朝 ·陈

傅翁 (497-569) ，字玄风，自号善慧大士。东阳郡乌伤县稽亭里(今佛堂镇上傅村)

人。 义乌双林寺始祖，道、儒、佛三教合一的倡导者，首创转轮藏法门。

1. <(心王传语 )) (1卷) :目见《宋史 》卷二百五《志 》第一百五十八《艺文》囚。

2. <<行道难歌 )) (1卷) : 目见《宋史 》卷二百五《志 》第一百五十八《艺文》囚。

3. ((傅大士集))( 4 卷):1922 年天台山观月比丘兴慈刻本 。 义乌市图书馆藏。列入

"义乌丛书"，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年 12 月影印出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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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傅大土语录 )) (4 卷 ) : 1924 年永康校镜"续金华丛书"。 义乌市图书馆藏。

唐代

骆宾王 (619一约 687 ) ，字观光、骆家塘(今属稠城街道城区)人 。 乡 贡举人 .迁武功

县主筒，调长安县主簿，攫御史台侍御史，贬临海县亟 。 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史称"初唐

四杰" 。

1. ((骆宾王文集)) (10 卷) :目见万历《义乌县志》卷二十《杂述考 · 艺文》。 今国家图

书馆藏有宋刻《骆临海集)>10 卷。 列入《义乌丛书精选本 )) ， 2006 年 10 月浙江古籍出版社

据国家图书馆藏"古逸丛书"三编本影印出版。

2. ((百道判集 ))(1卷) :目见《新唐书》卷六十《志》第五十《艺文 》。

楼颖，唐天宝三载(744)进士 。

1. ((婪州双林禅寺善慧傅大士传录 )) ( 8 卷) : 编 。 目见《宋史 》卷二百五《志 》第一百E

十八《艺文》四 。

2. (( 双林大士集 )) : 编 。 目见日本最橙《传教大师将来越如|录》。

3. (( 傅禽小录要集 )) (1卷) : 编 。 目见《宋史》卷二百五《志 》第一百五卡八《艺文 》间 。

宋代

鲍公瑛(11 56-1228) ，字茂勋 ， 号肝益 。 义亭镇人。 由兵部主事历晋兵部尚书 。 创

建龙华书院 。

1. (( 家训 11 )) (2 卷) : 目见嘉庆《义乌县志》卷十《选举》。

2. ((龙华文集 )) (10 卷) :目见嘉庆《义乌县志》卷十《选举》。

陈炳，字德先，号岩堂。 后宅街道全备村人。 宋乾道二年(1 166)进士 。 曾任太平县

主搏 。

1. (( 易解 )) (5 卷) :目见万历《义乌县志》卷十四《人物传 · 文学 》。

2. ((进卷 )) (5 卷) :目见万历《义乌县志》卷十四《人物传 · 文学 》。

3. ((岩堂杂稿 )) (20 卷) :目见万历《义乌县志》卷十四《人物传 · 文学》。

4. ((文集 )) (10 卷) :目见万历《义乌县志》卷二十《杂述考 · 艺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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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期，字孟容，号静翁。

《诗稿 ))(5 卷) :目见崇祯《义乌县志》卷十五《隐逸》。

陈昭，字袭明 。 宋绍兴二十一年(1151)进士 。 历任户部瞻军酒官、宣教郎 。

《易说))(5 卷) :自见万历《义乌县志》卷十三《气节 》。

傅珩，字季佩。 钟墟(今后宅街道前傅村)人。

《松冈类稿 )) :目见万历《义乌县志》卷十四《人物传 · 文学 》。

傅寅(1148一121日，字同叔，人称杏溪先生 。 双林乡(今属佛堂镇)人 。

1. ((禹贡说断)>(4 卷) :有清乾隆年间武英殿要IJ本 。 列入"义乌丛书"，上海古籍出版

社 2011 年 12 月根据国家图书馆藏宋刻元修本《杏溪傅氏禹贡集解 )) 2 卷影印出版，一函

2 册。

2. ((群书百考 )> :目见万历《义乌县志》卷十二《儒林》。

3. (( 诗 )) 00 卷) : 目见义乌丛书编辑部影印本《杏溪傅氏禹贡集解》前言 。

4. ((春秋解 )) ( 2 卷) :目见义乌丛书编辑部影印本《杏模傅氏禹贡集解》前言。

傅芷.字升可.号南园 。 钟墟(今后宅街道前傅村〕人。 宋淳熙五年(1178)进士。 授

仙居尉。

1. ((群经讲义 )> :目见《经义考》卷二百四十三。 万历《义乌县志 》卷十四《文学》记为

《讲义 》。

2. ((南园诗文杂稿 ))< 20 卷) :目见万历《义乌县志》卷十四《文学》。

3. ((南园讲录 )) ，目见《义乌市志》卷丸《人物传 · 人物简介篇》。

龚明之。淳熙中授宣教郎，迁南昌令 。

《机拙稿)):目见康熙《义乌县志》卷十二《选举 》。

何恪0128-1178) ，字茂恭，号南湖居士。稠江街道官塘村人。宋绍兴三十年

(1 160)进士 。 江西永新县主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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