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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思想史
SHAOXING SIXIANGSHI 

《绍兴历史文化丛书》序

绍兴是国务院公布的首挂历史文化名城?在当时公布

的二十四座同类名壤之中，也包括以后陆续公布的许多这

类名壤之中，从历史和文化两方面进行考察研究，绍兴都

具有它与众不同的拉特性。中国是个历史悲久、文化璀琛

的大 00 ，古都名城警月号在多有。选区域历史，绍兴显然比

不上中原秦晋 s 论城市规模，绍兴也远不及北京南京，但

绍兴却捕有其他一切名城所无法比拙的特色。

我往年曾撰《聚落、集镇、城市、古都》一文( <<河

洛史志)) 1994 年第 3 期) ，从聚落地理学的观点，需述这

四种不 i司类型聚落前概念及其发展变迁的规律。一座现代

法市，在其以往的发展历史中，古都是它登峰造极的经

历。我在该文中曾为一个现我城市商获得古都称号设定了

商个条件:

第一，这个域市，在历史上曾经成为一个独立政权的

首都，却并不计较这个独立政权的辖境大小和时间长短。

例如，五代的碍，建都长乐府(今福步H) ，只有二十七年;

五代的南汉，建都兴王府(今广价1 ) ，只有五十五年。但福

州和广州均可作为古都。第二，可以称为古都的现代域市，

在地理住直上必须与当年约古都重合，或部分重合。

上世纪 90 年代，我受有关方面的委托，主编《中国都

域辞典))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9年出版上颇有一些够不上

古都称号的城市，因获悉我主编这部辞典，希望在辞典上

到名。这当然是爱莫能踞的事，我不得不在这部辞典的《曾

言》中重申这两个条件，以取得这些壤市的谅解。

现在来看看绍兴，绍兴是从一个聚落发展成为古都的

现我城市。我在拮作《历史时期绍兴地在聚落的形成与发

展》仪地理学报)} 1980年第 i 期，收入于《吴越文化论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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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 1999 年出版〉一文中曾经作过论证，这个地区在

第四纪卷转虫海退以后是一片涯海混泞的沼泽地，从会稽

山地进入沼泽平原的越族先民是在平原的一些瓢丘建立聚

落，从事垦殖的。绍兴域的需身，就是这个地区的若干强

丘聚落。远古人民在平原上科眉丘辜建立安身立业的聚落，

这是常克的事，不要说事方，在黄河流域也有不少这样的

健子。但从英丘聚落发展成为都域，不仅建城的年代确然

可考，市旦城址长期稳定不变，实在很难找出像绍兴这样

的城市。以中罢著名的古都为错，现代西安肇始于亩荒丰

镜，但丰铺在今西安以西，绝不重合，以后的秦成商和汉

长安则在今西安以南，也绝不重合。现代西安是在睛唐长

安的基融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洛阳也是如此，周代所建的

王城在今城以西，江魏故壤在今域以东，都并不重合，现

代洛阳也是在隋唐故城上发展起来的。

绍兴却完全不勇于播迁不定的其他古都，我在《历史

时期绍兴城市的形成与发展)} ({(纪念顾鼓剧学术论文集》

下册，E，署书社 1990 年出版，又收入于《吴越文化论丛)} ) 

一文中对此作了润述:沼泽孚罩上的强丘聚落在公元前六

世纪前后已经出现，而今绍兴放一带，在东西约五里、南

北约七里的莲噩内，冲积层上孀起的大小强丘达九处之多咱

越王句践在其f!p佳的第七年(前 490) ，以这些在丘聚落为

基础建成这莲都域。其中最高的种 w 、葳由和连山，转成

三足嘉lÙ夺的形势，这种影势迄今不变，成为域址稳定的座

栋。所认我在《论绍兴古都》仪历史地理》第九辑投入

于《吴越文化论丛到一文中指出"在我国，实在银难再

找出缘绍兴这样一个古都，在地理位置上如此稳定不变。"

由于建城年代的记载确凿和城址的稳定不变，作为一个古

都，它的存在实际上比现代西安和洛阳等都要旱得多，这

就是绍兴名城在历史上的不同凡响。

从文化的角度考察绍兴，绍兴的文化渊漂可以追潜到

爵的传说。早在上世纪 20 年代，顾蘸剧就在《古史辨》中

提出"禹是南方民族神话中的人物 n "这个神话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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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在越{会稽) "。我在拮作《越族的发展与流散)) (({东南

文住)) J 989 年第 6 期，枝入于《吴越文化论丛)))一文中

分析了顾氏的论菇。由于当时在第四纪研究方面还显然落

后，所以他在洪水的来源上尚未虑及海进，从当今的第西

纪研究成果评计腰氏的论断，他的论断完全符合事实。我

在此文中说"越族居民在会稽、西费山地的由麓冲积扇顶

端，箭视这片茫茫大海，否对着这块他们祖辈口口梧传的、

如今已经为洪水所吞噬的故土，当然不胜感慨 o 他们幻想

和费待着有这样一位伟大前神明，能在走这活滔洪水，让

他钉西到这块广袤、平远、富庶、美雨的平原上去。"这就

是颜揍副新指出的这个中心点在越(会替)的神话的由来。

神禹确实为他们理走了宁绍平原的洪水，但呈现在古

代越人面前的，却并非祖辈所传的平，军沃土，雨是一片潮

沙出没的沼泽地。对于长期生活在崎出区的会稽山地的越人，

平束对他们当然是一种极大的诱惑， í呈早期进入平廉的越

人，显然 001撞着极大的困难。自此以后，越王句鼓领导越

族人民，改造吉然，发展生产，罢F所谓 μ十年生聚，十年

教苦11 "的艰苦事业。早期流传于越人之间的神禹治术的神

话，表达了他11'1 "神"定娃天的愿望，而句践的业绩，靖

如兴修富中大塘和吴塘等， )若以拒成蓄洼，玫造水土，发

展垦疆等等，则是实实在在的人定胜天。不论是"神"定

胜天的愿望和人定胜天的实干，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改

造绍兴古代的水环境。越族先民的殷切愿望和越王句践的

最苦经营，费:是为了让这个地区穷山恶水的自然环境，转

变为山青水秀的沃土息壤。百绍兴的古代文化，就是从这

手中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孕育起来的。

越王智践初步完成了越族先民的患重，后汉大守马臻

以其巨大的魄力创建了鉴湖，绍兴的穷 w 恶水获得了根本

的改变。跑着自然环境的改变，人文环境也出现了飞跃式

发展，商晋之间北人大就南迁，许多中原望族，都以会稽

为安身乐土，东晋承和九年 (353) 的兰亭锋模，是绍兴文

化高度繁荣的标志 o 以王革之为苦的 E十二位全盟一流名



绍兴历史文化丛书

士汇集子稽 ili 镜水之前，确实集一时之盛。自然环境的改

造促进了经济发展，经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文化的繁荣。

管仲曾谓"越之求重浊而迫，故其民愚疾百垢\在此时出

现了"山胡道上行，如在镜中潺"的如亘风景。司马迁昌

击的这个"地广人希"的鄙随之区，发生了"土地搞狭，畏

多田少"的 E变。从两晋之后到离来之间，在当地生产力

已经不断提高的基础上，又一次接纳了大批北方来客，经

济与文化因而更有大摇度的上升，这就是陆潜在嘉泰《会

稽志·序》中所说的"般舷近藩东诸侯之首也\"今天

下巨镇，惟金暖与会稽耳。"所以综观绍兴的历史，从远古

到子越，从于越到南汉、商晋、商宋以至近代，一直是锺

着改造声然、发展经济、繁荣文化的良性循环不断提高，不

断前进，这就是绍兴这座名壤的历史文化特色。拉特的历

史， ~虫特的地理，孕育了教特的文化，这也就是我到编撰

这部《绍兴历史文化丛书 E 的缘起。

文化的内涵十分广泛，如上绍兴这座名城吉从建城二

千五百年来不同凡响的经历?结兴历史文化的整理研究是

一个大课题。我f目的前辈和当代的不少学者，都曾从各字

不同角度对这个课题作过研究，并且获得了不少优秀的成

果。由于这个课题实在深远广大，要对此进行全面商系统

的整理研究，或许不是一辈人和一个时代可以完成的。集

3夜成袭，聚主þ成塔，有待于学者f口的继续努力。

我 1r1花了较大的力量啻组织编撰这部《丛书}尽可能

地考虑歪i 绍兴历史文化的各个方茧，选定了三十个课题，

接课题挂质，约请当代有造诣的专家学者执笔。这些课题

中，有的~文化为重心，如《绍兴越文化》、《绍兴水文化》、
《绍兴语言文化}}， ((绍兴旅潜文化》等，有的现历史为线

索，如《绍兴农业史》、《绍兴灾异史》、《绍兴书法史立《绍

兴教育史》等，有的财以专题形式撰写，如《绍兴 ÿ审爷》、

《绍兴堕民》等。《丛书 B 包罗的这三十种书稿，内容当然

各异，体裁也不尽陀，但需述和弘揭绍兴历史文化的宗旨

是《丛书革的每一位作者都充分明磷并作了最大努力的。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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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虽然出版于一朝，但其实都是每一位作

者多年积累资料和长期辛勤耕耘的成果。我们当

然不敢自语这部《丛书》能对绍兴药史文化作出

多少贡献，我的的意患仅钗是在这新世纪之裙，

为这莲历史名城奉上一赞薄礼，同时也是为海内

外绍兴籍人士以及其他对越文化有兴趣的学者提

供一点资料。长江后遗推前浪，希望在这个世纪

中，绍兴历史文化的研究能获得更大的成就，当

然更希望绍兴这座知名于海内外的名域，在经济

上和文化上继续欣欣向荣，蒸蒸自上。

这部《丛书 P 由前绍兴市旅潜局局长需建祥

先生能议，经过他的周详壁划，尽力筹搓，落实

了经费和出版事宜。《丛书》的选题、组稿和编

辑有一卒复杂的过程，在这方面，前绍兴县地方

志办公室的颜越虎先生做了大量工作。我录为

《丛书》顾问，在《丛书》仔将问世之时，特写

数言，祝贺此书的出版，也感谢各书作者们的奉

献和中华书局的支持。

陈桥驿
2003 年 12 月于浙江大学

(陈桥驿先生系浙江大学
终身教授、当代绍兴乡
贤、《绍兴历史文化丛书》
编寨颜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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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思想史
SHAOXiNG S!XIANGSHI 

7 世纪初期，英国培捏在《学术的进展》中对人类的学术思

望、第→个进有了分类。{也依据记忆、想象、理性二种人类理这能

力，相应培纪科学划分为历史、诗歌、哲学，成为近代科学分类

的先导 g 他还对知识进仔高度评价，认为知识高于一切，是幸福

的 i芽、泉，是不朽的，并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响亮的口号 O

当然，科学知长是不断发展的，每一类学科也都在不断地发

展，或归并，或fæ分，如哲学就分为宗教哲学、自然哲学、人生

哲学等等，商以后人通常:fE有系统、较专门的学坷叫做学术。历

史上学术的:tft持和:tft封的学术是经常发生的，每→次这种正常的

学术批判，都推动了学术的进步雨使其渐渐接近科学真理。fE3，

是，历史上也往往出现以攻治批判代替正常的学术拉舟，如中

国，在 1964 年夏季起，始于 1962 年秋对文艺界的政治批判扩展

到学术领域。哲学界批判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沦，经济弄批

判了孙后方的经济思想而史学界批判了草怡赞、吴晗的所谓

"非防毒观点"、"让步政策"等等。用政治批判代替了正常的学

术仁的"百家争鸣" :fE许多正常的学术观点说成是政治问题，

把富有学识的短名学者说成是"反党分子"、"反动学术权或\

实践证明，这些被批邦的学术观点和论著，或者是正确的，或者

是基本正确的。这种政治批判， .~íB使知识分子本人，雨旦使全

国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受到极大的冲击和损害，造成极其严重的

后果。

这种情况，在绍兴学术思想的发展史上，也屡见不鲜。越雷

时的范蠢，曾在狂人之讥，受石买之逐，后逐或句践王霸之At o

东汉王克，出身徽贱，却以 (0仑徨曰"疾虚妄"的旗假，反1才谶

纬迷信，成为唯物主义的伟大患想家。东晋在康，反对门 l可士族

地主阶级的虚伪"名教\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成了司马

在杀戮的对象。唐朝王叔文组成的"二王\"刘梆"集团(即

王提文、王 f :;E、刘禹锡、梆宗元)的政治革新，落得个"八

司马"被眨被杀的结局，致使正确的理诠体系埋没了 1100 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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