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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浙江省志丛书"是记载浙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系列志书 。 它上溯史

前，下至当代;详今明古，涵盖百业;有分有合，蔚为大观 。 这是我省地方志工作者多年

来呕心沥血、勤奋耕耘的结晶，也是浙江建设文化大省的丰硕成果 。

编篡地方志是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 作为全面、系统、准确的地情书、国情

书，地方志不仅能记述和反映历史的沿革变化，而且还具有独到的"存史、教化、资治"

功能 c 浙江有着悠久的修志历史 。 早在东汉初年，被称为"方志之祖"的《越绝书 》就在

浙江问世;清代，我国方志学的创立者章学诚诞生于浙江 。 千百年来，浙江佳志迭现，

名家辈出，为我们赢得了"方志之乡"的美誉 ，也给"文化之邦"增添了光彩 。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 13 年来，浙江这块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社

会全面发展，城乡面貌日新月异，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 在邓小平理

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 4600 万浙江儿女探索出了一条符合浙江实际、富有

浙江特色的发展路子，形成了"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的浙江精神 。

"盛世修志，志载盛世" 。 今天，我们用志书的形式把浙江人民所创造的辉煌业绩和奋

斗精神，以及可圈可点之事、可歌可泣之人详细记载下来，既可以激发当代人励精图

治，团结奋斗，更可以传之后世，教育和启迪后来者 。 其作用巨大，意义深远 。

志书是"一方之全史"质量是志书的生命和价值所在 。 地方志工作者要淡泊名

利，严谨治学，实事求是，精益求精，力争把每一部志书都编修成为精品佳作，经得起历

史的检验，经得起后人的评说 。 修志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一项奉献者的事业 。 我希望

在新世纪，地方志工作者要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编篡出更具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的志

书，更好地反映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

修志的目的是为了用志 。 我们要充分重视用志工作，加强宣传力度，拓宽用志途

径，采用各种形式，不断扩大地方志的服务功能，不仅要让方志成为决策者的案头书，

更要让志书成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精神产品，使之走向学校、企业、社区，走向千家

万户，使地方志在推动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加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

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

浙江省省长 3 租异

2003 年 2 月 28 日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例

一、本志为"浙江省志丛书"中之一种，同时独立成册。

二、本志收录有一定影响的人物。以浙籍人士为主，并适当兼及其他。

三、本志收录人物以出生地为主，兼及祖籍;以现境为主，照顾历史。

四、坚持生不列传。

五、人物收录范围起自有史可据，下限一般至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去世

者。

六、为反映人物的地域特点，按地市排列，以卒年为序。

七、人物只记主要史实，不作评论。

八、对人物中有争议的问题，采取几说并存，或存一说，不作议论。同姓同

名不同人者，在索引中注明籍贯。

九、附有"索引"，以人物姓氏笔画为序，以供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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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问题是关系到社会前进、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 人才资源、又是各种资源中最重要

的资源 。 浙江地灵人杰，历史上出现过为数众多的各类人才，茧声海内外 。 这些杰出人才

的涌现，对于推动浙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 而良好、稳定的地理、社

会环境又进一步吸引、聚集、涌现更多的人才，从而可能出现可喜的良性循环 。 为此，认真

了解浙江人才的实际状况，分析其产生的客观环境和原因，探讨人才的走向及其内在规

律，对于今后在竞争中开拓我们的事业无疑是大有益处的 。

《浙江省人物志》是在近 10 余年来，全省各地广泛开展修志的基础上加工编篡而成

的，共收录人物 2714 人(含附传) ，按地域统计:杭州I 464 人，宁波 310 人，温州、I 245 人，湖

州 305 人，嘉兴 367 人，绍兴 388 人，金华 181 人，街州 113 人，台州 159 人，舟山 32 人 ， 而

水 150 人 。

浙江素称文物之邦，人文套萃之地 。 古往今来，英才辈出，代有其人 。 在浙江这方诱

人的热土上，在众多璀琛的群星中，更有不少格外耀眼的明星，上震九霄，下撼黄泉，名噪

遐迎，影响百代，他们永远是人们学习的榜样，奋进的师表 。 大禹治水，公而忘私，崩葬会

稽，立庙永祀;越王句践，自力更生，忍辱负重，发愤图强，启迪后人;反虚妄，反迷信，敢为

天下先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王充"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沈括;爱国将领、杰出诗人宗泽、陆

游、于谦;正直刚毅，知识渊博的谋臣刘基;著述等身的哲学家王阳明，史学大师黄宗在;文

学史上开创一代新风的龚自珍;大画家、书法家陈洪缓、徐渭;学识渊博的国学大师、学术

巨匠章太炎、王国维;桃李满天下的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堂可帧;元产阶级革命家、杰出文

豪鲁迅、茅盾等，堪称"寰球之师" 。 浙江的妇女人物，由于种种原因，虽然裙钗稍逊须眉，

但也不乏可观人物 。 历史上就出过美女西施，孝女曹娥，烈女陈硕真，才女朱淑贞，女中豪

杰秋瑾等，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敬仰 。 当今中国的两院院士 1083 人，其中在浙江大学就读

和任教过的 111 人，占十分之一。

斯江还有一些著名的家族，杰出的如钱氏家族，在《百家姓》中排名第二。 钱王后裔有

钱其琛、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钱钟书、钱正英等 。 据统计，国内外仅科学院院士以上的

钱氏名人达 100 多人，分布于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 。 上虞陶氏家族，绍兴周氏家族，吴兴沈

氏家族，奉化蒋氏家族，湖州陈氏家族，瑞安孙氏家族，嘉兴陆氏世家、谭氏世家，海宁陈氏

世家、查氏世家，草r~县万氏世家，余姚虞氏世家、黄氏世家，富阳孙氏世家，姚北孙氏世家，

东阳卢氏世家等，均有重大影响。

当我们看到浙江的杰出人才和人才群体时，不能不进一步思考浙江人的特点。浙江

人有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有人说浙江人"既精明，又通达;既聪明，又实干;既活络，又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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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既敢于冒风险，又严于律己 ; 既追求新知，尽得风气之先，又谨守传统，善于掌握火候，

把握时机" 。 可见浙江人才的涌现，有着深刻的文化底蕴和地域特点 。 当今人们将"断江

精神"概括为"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予以发扬光大是很有现实意义

的 。

近年来，在大规模编修地方志过程中，对浙江的人物资料作了全面征集，经过认真筛

选订正后分别立传传世 。 但只是这样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开展研究，探索人才成长的内外

部原因及其发展规律 。 做好这件事，对于当前和今后社会的进步，经济的发展，文化的繁

荣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

一、忽视对区域人物群体的研究是当前史志工作存在的一个问题

地方志书历来重视对人物的记述，故有"古来方志半人物"之说 。 当今出版的省、市、

县三级志书中，均设有人物传、人物录、人物简介等 。 在各类专志中，虽以记事为主，也常

常涉及人物，往往以事记人，以事传人 。 以浙江为例，在 10 余年的修志过程中，先后出版

过不少人物传记，如《浙江人物简志 >> (上、中、下三册) 、 《 宁波人物 》 、 《绍兴历代名人 》 、"胡

州人物资料》 、 《丽水地区人物志 》 、 《 江南人物 》 、 《 台州教育人物志 上《浙江近代医卫名人 》

等，至于个别人物的专集则为数更多，有鲁迅、秋瑾、王国维、汤寿潜、许寿裳、巴人、何克

希、谭震林、陈伟达、蒋介石、陈英士、胡宗南等 。

近 20 年来，对人物的记述，其成果是空前的 。 对浙江的一些重要人物，各地在修志过

程中发挥"地近则易核"的优势，作了详尽的考订，补充了不少在当地活动的重要资料，并

订正了一些工具书的差错。更普遍的是为一大批在当地有功绩而未入正史的人物立了传

或作了简介，从而大大丰富了地方文献，也为地方的名人景观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 但是，

从研究角度来看，还存在着下列问题 :

1.对地方人物记述多，征集资料不少，研究却不够 。 有的地方志部门，本届修志已经

接近完成，而对人物研究工作却未认真开展 。

2. 对个别重要人物的研究工作开展得好一些，如对鲁迅、茅盾等，但对人物群体研究

则比较少见 。

3. 对人物的断代研究，也很不够 。 每个时代人物的特点、成长规律都有深刻的内在

因素，但我们的视觉似乎尚未触及，更谈不上作深入的研究。

4 . 对专项人物有过一些研究，但从总体上看似显得不足。如对奉化、湖州等地的政

治人物，绍兴的文化名人，宁波帮、温州商人，平阳数学家(近已有专文) ，浦江书画家，东阳

教授等尚缺乏全面深入的研究。

5 . 如何将人物研究与整个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事业的发展综合起来进行

考察也很不足 。 旧志只强调个人的作用，可能是英雄史观作祟。新志多强调党的集体领

导作用，但不能忽视个体人物，尤其是一些核心人物的作用。研究工作应该恰如其分，实

事求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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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对"反面人物"失足的主客观原因，缺乏深入研究。五四时期海宁县对邑人章宗样

的处理是"开除乡籍"其实出生地是无法更改的。秦氏后裔在岳坟面前感叹"我到坟前愧

姓秦"这只是一种感情的宜地，不能替代理性的分析。

地方志部门多年来征集、编写了大量人物资料，应该在此基础上进行一番认真研究 .

以使对人物的认识上升到一个理性阶段。做好这项工作，可能有助于人才问题的研究和

人才学的建设。

二、人物研究是历史和现实的一个重要课题

人为万物之灵，是世界上最可宝贵的，这一点大概已经成为世人的共识。世界上一切

活动，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措多方面都是人的活动的结果，样样离不开人。马克

思曾经说过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

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 í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卷第 11 8 页) 。

历史是人类自觉活动的产物，人的活动构成人类社会历史的主要内容。当然，历史发展是

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具有必然性和一定的偶然性。个人的作用在一般情况下常常

是沧海一粟，是比较微小的。但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某些杰出人物(不论年岁大小) , 

只要有一定的阅历，能集中和代表群众的意愿，洞察历史发展的规律，适时地提出正确的

思想或者及时纠正某些陈旧的观点和做法，并能发动、组织群众.为实现某个正确的目标

而努力奋斗，其个人的作用将是十分巨大的。因此，我们决不能忽视杰出个人在历史上的

重大作用，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

从人物研究的状况来说，常常会出现两种倾向。对历史人物，旧志的记载，在重大事

件中往往只强调个人的作用，如某位县令或者太守兴修水利，为民除害;兴办学塾，开启民

智;兴筑城墙，御防盗寇等等，功绩只记在一个人的功劳簿上。对建国后出现的人物，在重

大事件中常常只强调党的领导，忽视甚至不提个人的作用，所谓"一切归功于党"。由于时

代的不同，上述记述方法不能不说没有一点道理，但毕竟存在着一定的片面性，也背离了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和个人在历史上作用的原理。

三、杰出人物的出现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

杰出人物并不是天生的，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7000 年前河姆渡人摆脱了"刀耕火

种"的时代，进入了相耕农业阶段，成为中国稻作农业最早的发生地之一。建筑方面开创

了我国最早的干栏式建筑。养蚕缭丝、漆器与陶器制作、象牙雕刻、家畜饲养及持猎等都

有了许多重要的创造，形成了光辉灿烂的史前文化。谁是史前文化的创造者?只能说是

河姆渡人，却说不出谁是代表人物。

5000 年前的良诸文化，出土的玉器数量多，制作精，名冠天下。良洁玉器中有"神人

兽面纹"是不是当时人们崇拜的代表人物?应该说是神化了的人 ! 良清、反山、瑶山的墓

葬中有饿、琼同时出现于一墓中的，说明墓主是军事首领，也是宗教首领，但今人无法知其

人，更无法知其名。此外，浙江桐乡罗家角遗址、湖州邱城遗址等的发掘中，发现较大的建



• 4 • 

筑遗址、出土若干陶釜等，但都无法知道谁是当时主宰的人物 。

杰出人物的出现并传至后世，只能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这与生产力的发展，文化

的开拓，观念的形成以及文字的出现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

四 、重要人物的出现与国家的形成 、建置的确立有着密切关联

浙江历史上第一个受人重视的人物无疑是大禹 。 夏为"三代"之始，禹为"三王"之首。

《史记 · 夏本纪》载夏代帝王的世系，自禹至履要(架)十四世十七王。 按时间排列，浙江第

一个人物是越王句践 。 越国建立后，公元前 496 年，句践即位 。 后来越国的疆域，根据《吴

越春秋 》的记载，"东至于句南，西至于楷李，南至于姑末，北至于平原" 。 在吴越争霸的风

云中出现了一批著名人物，如句践、范盖、文种、西施等，有些是当地人，不少是外来户，他

们都为越国的富强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 222 ) ，秦将王蔚灭了楚国以

后，又降越国，置会稽郡，郡治虽在吴县(今苏州) ，去fJ统领了今浙江的不少地方，包括钱唐

(今杭州)、山阴(今绍兴)等 。 短命的秦王朝之后，西汉会稽郡治吴县，领县 26 个，在今浙

江的有乌程等 18 个县 。 郡县制的建立，说明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到了一定的程度，从

而对浙江人才孕育起着重要的作用 。 如会稽郑吉，出使西域，后封安远侯;太末县(今龙

游)龙丘菜，以志行与学问知名于世 。 鉴于秦汉时期奉行重西北、轻东南的做法，一般而

言，著名人物西北和中原地区多于东南 。 据缪进鸿《长江三角洲与其他地区人才的比较研

究 》统计，秦汉时期专家学者，陕西 14 人，河南 29 人，山东 17 人，河北 7 人，浙江仅 3 人 。

吴越国的建立，形成浙江人才涌现的一个高峰 。 如文学家罗隐，画家贯休，建筑师喻陆，军

事家杜建徽、钱元璀、钱俨、钱星、钱惟治等 。 南宋时，今杭州为京师所在，下设六府、五川、1 .

机构健全，人才辈出 。 据《宋史 》 、 《宋史翼》列传、附传，进士人物较多的省为:浙江 160 人，

福建 99 人，江西 89 个，四川 53 人，安徽 26 人 。 此时著名人物大量出现，如名将宗浑，诗

人词家陆游、吴文英，大臣王淮、乔行简、史弥远、郑清之、贾似道，学者王十朋、吕祖谦、薛

季宣、陈傅良、陈亮、叶适、王应麟，画家李富、文Ij松年、马远、夏硅等。

五 、重要人物的出现与当地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密切相关

我国古代政治中心一直在黄河流域争战逐鹿，治乱无常 。 浙江远离京髓，相对比较安

定，给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环境 。 可是 ，人祸少，天灾却不断 。 浙江，省以水名，地

处东南沿海，海岸线曲折，港湾众多，有八个水系，源短流急，灾害频繁 。 历史上经济的发

展，社会的前进离不开除水患、兴水利、改造山河，使人民得以安居乐业，从事生产 。 因此，

在兴修水利中作出卓越贡献的人们特别受到尊敬和爱戴 。 传说大禹"身执宋亩，以为民

先"经过 13 年"劳身焦思，脚手n~足"终于引洪入诲，奠定丸州，使人们赖以生存 。 至今

魏巍禹陵，祭祀不绝 。 据浙江志书记载，浙江省最早的人工湖为长兴西湖，开凿于春秋末

期，后埋塞 。 唐贞元十三年 (79 7) ，湖州刺史于自页巡视至长城县(今长兴) ，重修湖塘，恢复

蓄水灌慨，乡人感念其功，改名为于公塘， (( 旧唐书 》中专门立了"于由页传" 。 绍兴鉴湖，创

筑于东汉永和五年(140) ， "溉山阴、会稽两县十四乡之田丸千顷"为会稽太守马臻征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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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所筑，人民至今仍怀念着这位鉴湖太守。杭州西湖本为海湾，后变成调湖，经历代人工

增筑，逐步开发成为可供农田灌溉、城市供水和观光旅游的名湖。白居易和苏轼两位外来

的地方官，开发西湖有功，"苏堤横卧白堤纵"至今仍受到人们盛赞。国家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部县它山堪，堪未建前，潮水上溯，清流尽泄，咸潮倒灌，人畜饮水困难 。 唐大和七年

(833) ，即县令王元睹，选址筑堪，既可排洪，又可纳泼，民感其德 。 王元障虽官位不高，却

受到人民长期的怀念 。 衙江支流乌读江下游有著名的石室堪 。 相传南宋乾道二年

(166) ，主持工程的县主张应麟因 3 年工程不就，跃马自沉中流，堪址始定。民感其执着

的献身精神，筑庙春秋祭祀，并将堪命名为"白马堪" 。

海潮又是浙江人民的心腹之患。"滔天浊浪排空来，翻江倒海山为摧"千百年来，钱

塘江两岸人民与洪潮进行了长期不懈的斗争，创建了规模宏伟的"水上长城"同时也涌现

了一代代治水的杰出人物。

五代后梁开平四年(910) ，吴越王钱樱在通江门、候潮门外筑塘，命五百壮士持强弩以

射潮头，后来创竹笼石塘与潮流改道，战胜潮患，塘始稳固，故有"钱塘"之称。此后，宋工

部侍郎张夏修的杭州石塘、王安石创筑的石板坡陀塘、唐叔翰创筑的桩基任横叠砌石塘;

元代张仲仁创筑的木柜石囤塘、叶恒的桩基石塘;明代海盐知县谭秀的"样塘"浙江水利

金事黄克升首创"千字文"字序为海塘编号、顺序开备塘河，按察副使杨璋的"竖石斜砌"

法;清代稽曾筒在主持修海宁鱼鳞大石塘时采取"厚薄不等，参差压缝"办法等，都行之有

效，被后人传为佳话 。

当我们翻开新的《余杭县志》人物编，首列汉陈浑、唐归眺、宋杨时，三代三县令，皆有

功于南湖，称之为"南湖三贤"，使之"泽垂永远" 。 历代还有一些有识之士将治水的经验，

写成著述传之后世，如毛奇龄的《三江考上《湘湖水利志>>，傅王露的《西湖水利》、《西湖堤

塘 >> ，查祥、杭世骏的《两浙海塘通志 >> ，齐召南的《水道提纲 >> ，琅开的《海塘新志 》等，果然，

人以文传，千古不朽 。

总之，在险象丛生，艰难困苦的治水斗争中造就了一批为民造福，受人纪念的杰出人

物，构成了浙江人才的特色之一。

在农业社会中，手工业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关系也十分密切 。 在浙江漫长

的手工业发展历史中出现了不少杰出人才 。 据学者考证，吴、越为我国最早开始铸剑的地

区之一。越国人欧冶子为著名的冶匠，工于铸剑，名闻天下。浙江是青铜镜的重要产区，

绍兴是铜镜出土较多的地区，"会稽师鲍作明镜"，"师郑豫作明镜"，据考证，郑豫是汉代绍

兴著名的铸镜师 。 在众多产业的发展中出现了一批杰出人才，从而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发

展 。 如丝绸业，三国孙吴的沈珩(武康人)、陆逊多次进谏发展蚕桑 。 南齐建德县令沈顶

"教民一丁种十五株桑，四株柿及梨、栗，女丁半之，人戚欢悦，顷之成林"( íí 梁书》卷五十三

《沈顶传 >>)。造船业，如汉武帝曾召令朱买臣前往会稽郡"治楼船"山阴人贺齐为当时造

船能手 。 建筑业，有著名建筑师喻蜡 。 制茶业，唐代陆羽的《茶经 >> ，使制茶业发展到一个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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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境界 。 酿酒业，最著名的杜康(少康)作林酒，据说即在今禹王庙旁的划家村。后来 .

章万润等也成了著名的酿酒师。此外，各行各业都有自己杰出的代表人物促进该行业的

发展。

在近现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事业，因而势必会出现一批金融人物 。 浙江的金融

人物不少在全国是举足轻重的 。 这些金融人物大都出现在对外开放的前沿和经济发达的

地区 。 据《浙江省金融志 》收集的重要金融人物 114 人中，宁波 47 人，湖州、111 人，杭州1 17 

人，绍兴 1 0 人，嘉兴 9 人，温州 3 人，街州 3 人，金华 4 人，丽水、舟山各 1 人，其他 7 人 。

宁波籍中尤以镇海、慈溪、草ß县、余姚最为突出。宁波秦汉时称哪，据《十道四番志》称"以

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名"，以贸加邑为酬。宁波滨海通航、腹地广阔的地理环境和民间

经商的传统、开放的意识造成金融人物的勃兴。根据旧志记载，明州三面际海，带江汇湖，

土地沃衍，后"生齿日盛，地之所出，不给于用，四出营生，商旅遍天下"(光绪《草ß县志 ·风

俗 )) ) 。 这些金融人物，大都既克勤克俭，又机智灵活，善于应变 。 如叶澄衷(镇海人) ，学徒

出身，后为中国通商银行总董之一;朱碟三(黄岩人) ， 14 岁去沪学艺谋生，为中国通商银

行总董之一，后还任中华银行董事长、浙江银行总经理，上海法租界破例将一条路改名为

"朱在在三路'气严信厚(慈溪人) ，早年为学徒，后发起创办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一一中

国通商银行，为该行总董之一;虞洽卿(镇海人) ， 7 岁丧父， 1 5 岁到上海当学徒，光绪三十

四年 (1908)筹组四明银行，后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秦润卿(慈溪人) ，学徒出身，后任福惊

钱庄经理、中央银行监事、中国垦业银行董事长、全国钱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金润泉(萧

山人) ，幼年时为钱庄学徒，后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副行长 。 也有少数人由学易商，事业有

成 。 如叶景葵(杭州人) ，曾中进士，后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达 30 年之久;陈叔通(杭州|

人) ，清末翰林，后长期担任浙江兴业银行董事;俞寰橙(德清人) ，清末举人，后任中国银行

副总裁。金融人物的成长有的与政治有关，不少人由于支持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国民政

府，功成而崛起，也有的因支持汪精卫政府而导致身败名裂。

浙江人事业有成之后，常常会乐善好施，济贫帮困 。 越大夫范茧，灭吴之后，弃官经

商，三致千金，又散尽家财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 浙江的金融人物同样有这样一个明显的特

点。不少人在功成发迹之后，不忘桑梓，关心家乡建设 。 如严信厚在家乡举办不少慈善公

益机构，其子严子均继其父遗愿，将部分遗产拙作慈善事业。叶澄衷逝世前决定捐银 1 0

万两、地 20 亩兴办学堂。虞洽卿在家乡创办学校，对贫苦学生免收学杂费，并救灾赈荒、

创办诊所、扩路、植树、造桥 。 黄楚九创建上海急救医院，向贫民施诊舍药。王子余与他人

合作在绍兴办"难童教养所"。蒋抑尼逝世前将莫干山一幢大型别墅赠给浙江兴业银行作

为同人疗养院。秦润卿在家乡慈摸创办云华堂(养老院和育婴堂)及保黎医院。笠梅先在

抗战期间创办难童教养所，自己出资 。 包玉刚先后在宁波捐资兴办宁波大学、包玉刚图书

馆、中兴中学，建造兆龙大桥、兆龙公路等 。 以上人物关心家乡建设说明他们在聚财致富

的同时，注意对德性的追求，这是儒业与商务的沟通，说明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和巨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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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六、教育、文化事业的发展直接促进入才的涌现

教育、文化事业与人才的涌现是相互关联的。教育育人，而杰出人才的大量出现又使

"文化之邦"生生不息，长盛不衰，不时增添绚丽的色彩。

几年前，我主编一套《浙江文化丛书))，其中有一本《浙江十大文化名人))，经研究、商

定，这十大文化名人为 : 王充、沈括、陆游、王阳明、黄宗毒草、龚自珍、蔡元培、章太炎、王国

维、鲁迅。应该说这是很有代表性的。

从历史发展来看，浙江文化的传播首推宗教。宗教是一种历史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

象，对文化的传播有着一定的影响。浙江人的祖先于越人崇拜鬼神，有"春祭三江，秋祭五

湖"之说，不少人物的出现与宗教的传播有着密切的关系。浙江古刹众多，而古杀IJ 的声名

远播，常常与名僧的驻锡、护持密不可分。从佛教来说，约 2 世纪就有西域安息国高僧安

世高入浙传化佛教。公元 575 年，高僧智颜入天台山讲经。陈太建九年 (577) ，陈宣帝下

诏赞智额为"佛法雄杰，时匠所宗，训iI兼道俗，国之望也"。隋炀帝笃信佛教，对天台山国清

寺的智顿十分尊敬，其高足灌顶，承师之业，整理著述多卷传世，使天台宗广为流传。唐、

五代至宋，历代帝王以朝廷名义支持佛教，使杭州佛寺林立，高僧辈出，成为东南佛国。有

诗僧韬光、"僧中十哲"之一的道际(即西岭和尚) ，还有圆修、寰中、道峰、法说及径山开山

祖师法钦等，应该说宗教文化的传播与他们是分不开的。唐代诗僧拾得、寒山，作风疏狂，

自成一格 。 从道教来说，浙江的名山胜水吸引着一代名士。东晋时，道教在杭州建舍结

庐，发展较快。葛洪择宝云(石)山结庐(抱朴庐)修炼、传道。郭文隐居大涤山，修道 10 余

年。许迈于余杭悬雷山立精舍;钱塘人杜子恭奉五斗米道，传道治病，影响甚大。唐、宋期

间，知名宫观增多，著名道士云游频繁 。 元、明期间，全真道传播。富阳人、道士黄公望，传

教于西湖南山，后扩建洞霄宫殿堂，成为全国著名宫观。清代、民国时期，道教虽然趋于衰

落，但仍有一批高徒播道于惭江。

人才的成长离不开教育事业的发展。浙江素来重教，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政府办学，

一种是民间办学，两者相互促进。五代吴越国设国学，聚图籍。南宋建都临安，立太学、宗

学、武学等。据有关著述称:浙江的地方官学以永嘉郡学为最早。唐以后，府、州、县学广

泛设置。据雍正《浙江通志》载，浙江 77 个府、州、县建置中，已建立府、州、县学 74 所，基

本做到府有府学，外|有州学，县有县学。

为适应经济、科技发展和社会改革的要求，外加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反思，在戊戌变法

前后，浙江出现一批民办和官办的新学。杭州知府林启在杭州创办求是书院、蚕学馆、养

正书塾(授普通学科) ，开近代教育之先风。据统计，至光绪三十三年 (907) ，浙江办有各

类普通学堂 1120 所，有学生 39285 人。

辛亥革命后，浙江教育以省教育会为核心组织，学界不断解放思想，推行新学制，高等

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和社会教育形成体系 。 建国后，教育事业更得到空前的发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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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湖江教育事业的发展，出现一批著名的教育家。宋康定元年(1040) ，胡涯在湖州|

办外|学，提倡"明体达用"之学，开实学实用之新风;王开祖在温州东山之麓讲学授徒(后人

在其地设东山书院) ;吕祖谦、陈亮、叶适主讲于丽泽、五峰、石洞等书院;明王阳明、刘宗周

讲学于稽山书院、鼓山书院;清黄宗辈讲学于绍兴证人书院和宁波南上书院，断江巡抚阮

元在杭州创办沾经精舍，等等。这些人都在不同时期对浙江教育事业作出贡献。清末，经

学大师孙i台让在家乡创办瑞安学计馆、瑞安方言馆、温州蚕学馆，后与他人共同创办瑞平

化学堂，为办新学作出了杰出贡献。辛亥革命前后，蔡元培得风气之先，曾出任绍兴中西

学堂总理，后担任北京大学校氏，乐育英才，桃李满天下。省教育会会长经亨颐任浙江两

级师范学校校长，该校后更名浙江第一师范学校，高举文化革命旗帜，提出学校当由"哲人

统治"摆脱官府，走教育独立之路。浙江大学校长笠可帧，主张以培养知识广博的通才为

目标，采用德、智并重，教、训11 合一的方法，容纳各种学派，罗致各方人才，发扬求是精神，并

度过了浙大最困难的抗日战争时期。湘湖师范学校校长金海观，提倡"文以养生，学以明

生，用以保生"主张将工场、学校、社会融为一体。

上述浙江的教育事业，对造就人才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出现了一批蛮声海内外

的著名教育家。

浙江经济繁荣，兴教重文，刻书业发达，藏书宏富，而且佳山胜水，格外迷人，神话传说

十分丰厚，这对于激发人的灵感，促进文艺事业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文人辈出可

以说是浙江人才的重要方面。谢灵运隐居上虞东山，尽幽居之美，开山水诗之先河。沈约

将四声用于诗歌格律。"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四明狂客"贺知章、"苦吟诗人"孟郊都是

浙籍人士。宋代词人周邦彦，诗人陆游，画家马远、夏硅等开一代之新风，也具有深远的影

响。

宋代有词流传，有明确籍贯可考的词人共 867 人，浙江占 216 人，居全国首位 。 除了

集大成的词家周邦彦外，有张先、陈亮、王沂孙、张炎等，主宰了一时词风。以宋诗论，有两

昆体的代表人物钱惟演;以"梅妻鹤子"著称的林通;南宋诗坛翘楚陆游永嘉四灵"徐照、

徐矶、翁卷、赵师秀。浙江的词家诗人大都以纤细、灵秀见长，与当时的社会环境、风土人

情有着密切的关联。

宋代浙江的绘画与诗词发展相辅相成，尤其与南宋定都临安(今杭州)有着十分重要

的关系。绘画为宫廷和士大夫所追求，也为广大市民所喜爱。出身于绘画世家的南宋画

院待诏马远，将山水画推到一个新高峰。他常以山之一角、水之一涯，表达全景，富有诗

意，人称"马一角 " 。 钱塘人夏洼，工画人物，尤擅山水，常用"拖泥带水簸"取半边、一角之

封 ，人称"夏半边"。元代赵孟攒一家三代大画家 ，黄公望、王蒙、倪璜、吴镇并称为元四家，

其中黄、王、吴为浙人。明代戴进、吕任、陈洪续、蓝瑛等的书画，在全国也称得上独领风

骚 。



• 9 • 

元、明、清三代，浙江的文学艺术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据统计，宋、元时期，浙江

有著名文学家 42 人，明代有 31 人，皆居全国首位 ; 清代有 33 人，仅次于江苏的 43 人 。 高

明的南戏《琵琶记 )) ;徐谓的诗、文、书、画、南 曲和戏曲理论著作《南词叙录 )) ;洪升的戏曲

《长生殿 )) ;王济 、屠隆、高蝶等的传奇;杨讷的杂剧 ;戏曲理论家李渔 、王骥德、服雄循、吕天

成、祁彪佳等;凌j蒙初的拟话本《初刻拍案惊奇 》和《二刻拍案惊奇 )) ;董说的《西游补 )) ;陈忱

的《水浒后传 )) ;钱彩和金丰的《说岳全传 )) ;王冕、杨维帧、张煌言、查慎行 、袁枚的诗歌;朱

彝尊、厉辑、毛奇龄的词作;宋癖、刘基、方孝醋 、 茅坤、王思化、张岱的散文等，都有极大的

影响 。 在当代，除鲁迅、茅盾之外，有著名诗人刘大白、徐志摩、戴望舒、艾青;著名小说、散

文家郁达夫、朱自清、俞平伯、夏丐尊、丰子↑岂;著名戏剧家宋春航、夏衍、应云卫、焦菊隐

等，在文学上都有出色的贡献 。

传统文化对传统医学也有很大影响 。 不少人怀着悬壶济世，嘉惠病人的高尚情操从

事医业 。 唐开元中，四明(今宁波)人陈藏器对唐《新修本草 》加以补遗增订，撰《本草拾遗 》

10 卷，为本草学上一部重要著作 。 北宋吴兴人朱胧于大观三年(1 109 )著《南阳活人书 )) , 

从经络、脉象、阴阳、治法等方面阐明《伤寒论 》奥义 。 中国历史上杰出的医学家元代朱震

亨 ，家居义乌丹溪，早年学作声律之文，才思敏捷，后由儒从医，拜杭州| 名医罗知佛为师，在

实践中创立"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医学理论，著《格致余论 》等，被后世称为医界"金元四

大家"之一。 近现代西风东渐，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又得风气之先，随着西医药的传入，出

现一批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西医药专家，为中西医结合开创了道路，为中国医学历史

谱写了绚丽的篇章 。

浙江近代中医有出身于世医家庭的医林泰斗何廉臣，他勤于著述， 50 年间完成 30 余

种具有学术价值的著作 。 有名医范文虎、襄吉生、施今墨、叶熙春、陈元咎、史沛棠、余厚

泽、魏长春、吴复一 、张望、洪式间等 。 有我国合成西药的创始人张辅忠、著名病理学家谷

镜肝、外科学先驱沈克非、著名生理学家朱圭苍苍、公共卫生专家金宝善等 。 这些名医有的

扬名于京城，有的驰誉于沪杭，为广大人民所信赖和敬爱 。

七、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斗争中 11时势造英雄"出现一批杰出人物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始终是持续不断的 。 浙江自从开发以来，历史上

曾经是重赋之区，唐韩愈曾说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也" 。 清朝时嘉善一县赋税总额

多于顺天府、贵州全省，而地仅及顺天府的数十分之一，贵州省的数百分之一 ，故有"善 邑

粮赋之重，甲于全国"之说 。 统治阶级的剥削、掠夺，促使阶级矛盾激化 。 因而农民起义史

不绝书，出现了不少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 。 如唐农民起义的女首领、睦州人陈硕真，自称

文佳皇帝，其妹夫章叔JfiL为仆射，一时声势浩大 。 唐末农民起义军首领、浙东人襄甫 .先后

攻克象山、剑县(今蝶川、|、I )等地 ，发展到 3 万人，建制 32 队，年号罗平，铸印"天平" 。 宋代方

腊，睦州青溪人，雇工出身，在洞源起义，自号"圣公"年号永乐 。 义旗一举 ， 四方响应，不

久扩军几十万人，攻占 6 州 52 县，东南为之震动 。 嘉善县在清咸丰三年(1 853) 曾发生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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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全起事，宣统三年(911)发生姚庄乡民抗暴 。

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又成了外寇入侵的桥头堡，民族斗争的前沿地带，在抗击侵略者

的斗争中出现了不少英雄人物 。 有的虽然不是、浙江人，而在浙江英勇杀敌，建功立业，名

扬四诲，如戚继光、王锡朋等 。 时势造英雄，地域也会造英雄，如抗倭大将、 iI备海人杨立 ，抗

英的三总兵之一萧山人葛云飞 。 在抗日战争时期，浙江人民在抗击日寇入侵的斗争中牺

牲惨重，在新编的市县志中均予以列名传世， (( 嘉善县志 》将规模巨大、流芳千古的嘉善阻

击战阵亡官兵的姓名、籍贯、职务载入志书 。

总之，战争是极具破坏性的，无疑会摧残人才的成长，但不能否认，残酷 、尖锐、复杂的

斗争中也会造就一批比吨风云的英才 。

八、浙江人才是否出现过断层

如果对浙江人才发展作长期的历史的追踪考察，可以发现，浙江人才的发展基本上是

持续前进的 。 但也并非是完全直线上升，也有它的盛衰期 。

公元前 400 余年的越国可以说是人才的辉煌时期，越国国王允常在位长达 60 年， 善

于吸收中原各地先进生产经验，发展农业、冶炼业、陶资业、纺织业等越之兴勤' 自元(允)

常矣" 。 其时还有范蠢、文种、句践、计然、欧冶子、西施等，真是群星璀琛 。 可是到秦和西

汉之际，浙江人才却寥若晨星，著名人物屈指可数 。 据《金华市志 》 、 《 台 州地区志上《 宁波

市志 》等人物传记载，这一时期均无人物立传， (( 绍兴市志 》记秦和西汉时期立传人物也仅

有朱买臣和郑吉二人 。 据缪进鸿之统计，秦汉时期我国杰出学者河南 22 人，陕西 18 人，

山东 16 人，河北 1 0 人，四川 I 6 人，浙江 4 人 。 为什么春秋时期人才众多，到秦汉时期却出

现断层?原因是多方面的 。 秦王政二十五年(前 222) ，"王蔚遂定荆江南地 ; 降越君，置会

稽郡"(((史记 》卷六《秦始皇本纪 )) ) ，并对原来越人居住地进行大规模的移民，使越地元气

大伤 。 同时，秦汉之初，经济开发的重点放在西北地区，对东南一带，对今浙江地域不甚重

视，因而仍处在"地广人希，饭稻羹鱼"的经济相对落后的状况之中，影响人才的涌现 。

西汉末年，中原纷争，为了避乱，北人南下 。 因道路险阻，往往来则安之，定居江南，因

此人口增加，人才涌现。三国吴，在浙江境内兴修水利，引进北方较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

发展较快，经济重心南移，进一步促进入才的涌现。《浙江人物简志 》收录人物自东汉严光

至南朝顾欢，共 83 人，其中有不少著名人物，如王充、马臻、孙策、孙权、虞喜 、沈约等，堪称

人才济济 。 中唐以后，浙江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更有大量人才出现 。 及至南宋定都临

安，无论科举人物、文人学士、史学、哲学等，浙江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的 。 此后，明清时期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西学东渐，浙江更是人才辈出 。 至清末民初，尤其是五四运动时期

达到了又一个高峰。一代宗师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 、鲁迅、茅盾等均出自浙江 。

值得注意的是 ， 20 世纪初浙江拥有辉煌的人才群体，如今却有些逊色 。 据 1995 年底

统计，全省各地企事业单位共有各类专业技术人才 143 . 4 万人，每万人中专业技术人才仅

有 327 人，低于全国每万人 368 名的平均水平 。 平均每万名职工人才拥有量也只有 1 5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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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少于全国平均数 10 个百分点( ((浙江日报 >>1 997 年 2 月 7 日 ) 0 1987 年全国 6407 个硕

士点中，浙江仅占 168 个，居全国第 12 位;全国 1830 个博士点中，浙江仅占 56 个，以省为

单位统计，也居第 12 位 。 上述现象的出现是与浙江这些年来对人才问题的认识，以及浙

江教育、文化的投入、所奉行的实际政策措施分不开的。满足于浙江历史上的人才辈出、

人杰地灵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 其实，人才历史发展有起有伏是正常现象，不可能永远不

变，问题是要深刻认识它，并采取得力措施，制订规划，切实加以解决。

九、浙江人才的地域不平衡性

浙江尽管地域不广，但由于历史、文化及江河山脉的阻隔，各地形成了不同的地域特

点，这是正常的 。 因此，同属浙江人，其内涵却是不完全相同的。前人曾将浙江人分成两

大块，以钱塘江为界，浙东之民性格坚韧、强硬，浙西之民则较之文静绵密，具有一定的道

理 。 著名地理学家临海人王士性对浙江地域和人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杭、嘉、湖平原

水多，是泽国之民;金、衙、严丘陵险阻，是山谷之民;宁 、 绍、台、温连山大海，是为海滨之

民。三民各自为俗 : 泽国之民，舟椅为居，百货所聚，间阎而于富贵，俗尚奢侈，结绅气势大

而众庶小;山谷之民，石气所钟，猛裂莺惺，轻犯刑法，喜习俭素，然豪民颇负气，聚党与而

傲绪绅;海滨之民，餐风宿水，百死一生，以有海利为生不甚穷 ， 以不通商贩不甚富，间阎与

结绅相安，官民得贵贱之中，俗尚居奢俭之平 。 "( (( 王士性地理书三种 》第 8 页)明代人这段

概括的论述，对于了解浙江不同的民风以及人才的状况是有帮助的。譬如，宁波 、 温州等

地雯'四明学派和永嘉学派的影响，注重经世致用，民善经商，宁波帮、温州商人历来活跃在

海内外。尤其是宁波商人，思想开拓，手腕灵活，顺应潮流，敏于趋时，又能敦重乡谊，同舟

共济，因而事业有成，影响深远 。 杭州、绍兴人则以文人学士居多，文采风流，足智多谋 。

湖州称得上是书画之乡，从三国曹不兴，南朝张僧睬，元朝赵孟烦夫妇，清代沈缸、吴昌硕，

到现代沈尹默、诸乐三、费新我等 。 台州民风强悍，历史上武进士之数多于文进士，勇于斗

争，政界、军界人物较多;同时地处天台山麓，名山古寺、宗教人物屡续不断 。

浙江各地人才出现的不平衡性，大致与一地的经济、文化发展和传统习惯情况有着密

切关系 。 这种不平衡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人才的交流将逐步缩小，走向趋同，但这仍

然是一个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怎样扬长补短，发挥地域优势确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课题 。

十、关于浙江的"反面人物"

浙江素有地灵人杰之称。人杰堪称人物的主流 。 但是在复杂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在

尖锐的斗争中，英雄从来都是与奸雄相对立而存在的。将反面人物一笔勾销不入志、不入

史，是不妥当的(如岳坟前长跪不起的王氏，为桐乡人，在历代桐乡县志中却查不到) ;简单

化地全盘予以否定也不是科学的态度;脱离历史实际，不顾史实盲目为邑人翻案更是不可

取的 。

在省、市、县人物志的编篡过程中，对人物争议最多的是"反面人物"，难点也是"反面

人物" 。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