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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总序

安号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告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

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

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

信仰、情感和生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

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

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居，文

化会绽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文化的力量，巳经

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

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挥、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影:中

国文化的历久弥菇，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种元素、层次、类

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丽产生的革故鼎新的

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向自自然环境、经济

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

这域文化如同百J 11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

大传统如同春风化F莓，渗透于各种区域文化之中。在这个过程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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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漠出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董

取向下，以自己的挂特个性支撑着、弓i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

发震。

从区域文化人子，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

统、扎实、有岸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此琉理和弘扬当地的历

史传统和文化资草草，繁荣和丰言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

划租指导未来的文化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

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

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

之一。如今，这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

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c 我们今天实施斯江文化研究工

程，其吕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千百年来，浙江人丧积淀和传承了一个底蕴深厚的文化传

统。这种文化传统的独特性，正在于它令人惊叹的富于创造力

的智慧和力量。

前江文化中富于创造力的基因，旱旱地出现在其历史的摞

头。在浙江新石器时代最为著名的跨湖桥、 f可姆渡、马家泯和

良洁的考古文化中，浙江先民的都以不同凡响的作为，在中华

民族的文明之源留下了创造程进步的印记。

浙江人民在与时俱进的历史轨迹上一路走来，秉承富于创

造力的文化传统，这深深地融汇在一代代浙江人民的血穰中，

体现在浙江人民的行为上，也在浙江历史上的众多杰出人物身

上得到充分展示。从大禹的医势利导、敬业治水，到勾践的卧

薪尝姐、励精图治;从钱民的保境安民、纳土归宋，到胡则的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从岳飞、于谦的精忠报国、清白一生，

到方孝蘸、张苍水的刚正不阿、以身乎每国;从洗括的博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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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精研深究，到些可棋的科学救国、求是一生;无论是陈

亮、日于适的经世致用，还是黄宗蠢的工商皆本;无论是王充、

王阳明的批判、吉觉，还是龚自珍、蔡元培的开明、开放，等

等，都展示了浙江深票的文化底蕴，凝聚了浙江人民求真务实

的创造精神。

代代相传的文化刽造的作为和精神，从观念、态度、行为

方式和价值取向上，孕育、形成和发展了摒摞有自的浙江地域

文化传统和与时侯进的斯江文化精神，她滋育着新江的生命

力、催生着黯汪的凝聚力、激发着浙江的创造力、培植着浙江

的竞争力，激勋着斯江人民永不自满、永不得息，在各个不爵

的历史时靡不断地超越自我、缸业奋进。

悠久深罩、意蕴丰富的浙江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我幻

的宝贵财富，也是我们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和不竭动力。党

的十六大以来推进满江新发展的实践，使我们越来越深刻地

认识到，与国家实施改革开敢大政方针相绊随的浙江经济社

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深层原因，就在于新江深厚的文化底

蕴和文化传统与当今时代精神的有视结合，就在于发展先进

生产力与发展先进文化的有杭结合。今后一个时期浙江能否

在全面建设小最社会、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继续

走在前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力量的深刻认识、

对发展先进文化的高度吉觉和对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工作力

度。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力量最终可以转化为物庚的力

量，文化的软实力最终可以转化为经济的硬实力 O 文化要素

是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文化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资摞，文化素质是领导者和劳动者的首要素质。因此，研究

浙江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增强文化软实力，为潜江的现代化

建设服务，是浙江人民的共司事业，也是浙江各级党委、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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婿的重要使命和责任。

2005 年?另召开的中共浙江省委十一届八次全会，作出

《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 ，提出要从增强先进文化凝

聚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入手，大

力实施文明素盾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

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

程、文化人才工程等"八项工程..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

国战略，加快建设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四个强省"。

作为文化建设"八项工程"之一的文化研究工程，其任务就

是系统研究浙江文化的历史成就京当代发展，深入挖掘浙江

文化菇蕴、研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指导浙江未来的

发展。

新江文化研究工程将重点研究"今、吉、人、文"四个

方面，即围绕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

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四大摄块，开展系统研

究，出版系列丛书。在研究内容上，深入挖据浙江文化底蕴，

系统梳理和分析浙江历史文化的内部结梅、变化规律和地域特

色，坚持和发展浙江精神;研究浙江文化与其他地域文化的异

同，厘清浙江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撞位和相互影咱的关系;围

绕浙江生动的当代实践，深入解读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

指导浙江发展。在研究力量上，通过课题组织、出版资助、重

点研究基地建设、如强省内外大院名校合作、整合各地各部门

力量等途径，形成上下联动、学界互动的整体合力。在成果运

用上，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充分发挥其认识

世界、传承文明、偿新理论、咨政育人、服务社会的重要

作用。

我们希望逼过实搞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用浙江历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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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新江人民、周浙江文化熏酶前江人民、用浙江精神鼓舞黯江

人民、用浙江经验引领浙江人民，进一步激发新江人民的无穷

智慧和伟大能造能力，推动前江实现又快又好地发展。

今天，我的踏着来自历史的河施，受着一方百姓的黯许，

理应负起使命，至诚奉献，让我幻的文化绵延不绝，让我们的

创造生生不息。

2006 年 5 月 30 EI 于拉州



《滋江文化研究工程》序

地~~~

斯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萎

萃，素称"文物之邦\从史前文化到古代文畴，从近代变革

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勤劳智慧的新江人民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薪，在保留自身文

化特质的基黯上，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精华，影成了具有鲜晓

新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这是浙

江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贵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中

的一朵奇艳。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我们所用、为时代

服务，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项艰巨任务，也是时代藏予我

们的一项神圣搜命。深入挖握、整理、探究，不断丰富、发

展、创新浙江地域文化，对于进一步充实浙江文化的内涵和拓

展浙江文化的外延，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的创新能力、整体实

力、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在促进浙江经济、政治和社

会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新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

建设。早在 1999 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

2∞0 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 2005 年，作

出了《关于加块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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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的重要

内容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文化研究项目之一。

该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为基础，以新江改革

开放与现代先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现实课题和浙江历史文化为

研究重点，着重从"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梳理浙江

文明的传承脉络，挖掘斯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与时俱进的

浙江精神，挂出一挂在研究浙江和宣传浙江方面具有重大学术

影响和良好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支拥有高水平学科带

头人的学术梯队，建设一批具有商江特色的"当代浙江学术"

品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升苦苦江的文化软实

力，为新江全菌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有力的智力

支持，为提升新江文化影响力、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贡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开展三年来，专家学者们潜心研究，善

于思考，勇于创新，在浙江当代发展问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

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等诸多研究领域

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己设立 10 余个系列 4∞余项研究课题，

完成 230 项课题研究，出版 2∞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大量的

学术论文，产生了广泛商深远的社会影响。这整阶段性成果，

对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支撑力和撞动力。

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

力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撞动社

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为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创业富民、创

新强省"总战略，并坚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业创新

的重要支撑。 2008 年 6 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兴起文化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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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省建设新高海、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行专

题部署，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推动文住大发展大繁荣纲要

(2∞8-2012沙，明确提出:今后→个时期我省兴起文先大省

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快建

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同时，继续深

入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文化保

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住传播工程、

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设"八项工程

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

大体系..努力使我省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梧适

应，在文化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当前，新江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i搞

千载难逢的扭遇，也面对十分严峻的挑战。如何挺住机遇，迎

接挑战，始终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文化软

实力的重要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不断探索的重大新课

题。我们要按黑科学发展现的要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

创新强省"总战略，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的思路、更得

力的措施，大力推进斯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斯江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回

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努力形成二批有较高学术份

值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O

继续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件功在当代、科在千秋

的事业。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以展示滔江

文化的实力，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扩大浙江文化的影

嘻力。

2艇陪年 9 ~ 10 日子杭州



《钱塘江流域开发史研究》

系列研究总序

钱塘江是浙江省的第一大河，孕育了越文化，创造了辉

娃的文明。在旧石器时代，距今约 10 万年前，新安江支流

寿昌江畔已有"建德人"活动的踪迹。①相传唐虞之时，大

禹曾在今曹娥江上治水，因此唐李绅《龙宫寺碑》中有会蓓

"自大禹疏凿了溪，人方宅土"之说。秦统一全国后，全面

推行郡县制，今浙江境内秦县可考的共 15 个②，大多位于钱

塘江流域及其下游杭州湾两岸地区。当时钱塘江流域及其下

游拉州湾两岸平原地区的开发水平在新江地区而言是遥遥领

先的。

钱塘江流域的开发进程是按照先平原后山区、先下静后

上游这一规律逐渐展开的。史前时期，在距今 7000→000

年前，宁绍平原曾发生卷转虫海侵，引起了宁绍平原越族居

民的流散，其中有→批人向宁绍平原南部迁移。③这批人束

的→部分缓慢地沿浦阳江流域，通过诸暨盆地进入金华江和

需江流域，成为金需地区原始开发的主导力量。迁移的路线

①钱塘江志编篡委员会: <<钱塘江志>> ，方志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 页。

②谭其骥: <<浙江各地区的开发过程与省界、地区界的形成>> ，载《历史

地理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 页。

③ 陈桥驿: <<吴越文化和中臼两国的史前交流>>， <浙江学和11>> 199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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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两条:一是经浦妇江支流开化江及其分支陈蔡江越东

白山边缘，顾金衙盆地东端东南江支流自溪雨下。沿途今已

在诸暨市境内的璜山、涅浦和东阳市的大潦、三甘塘等地发

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二是沿濡阳江向铺西方向进入浦江

盆地越洞坞岭至梅江盆地，跨过金华江抵达金衙盆地中部及

西部地区或跨过兰江，沿兰江、儒江北侧支蔬越拎进入新安

江流域。沿途己在浦江盆地的浦江县白马镇傅宅南的高共和

梅江盆地的兰摸市横溪镇的西塘、兰江北{黯兰、溪市殿出乡胡

山、金华江与德江汇合的三角地带东扭tl兰溪市新周乡赤山等

地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

春秋战国至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金华江流域河谷平原宽

广，缓坡岗地相连，有着发展原始农业的天然条件，商且其北

部紧靠吴越文化中心诸暨盆地和宁主召平原，所以春秋时期，在

籍江与灵山江的汇合处，崛起一个方国姑蔑。姑蔑属越后，越

嚣疆域，据《国语·越语》载当时越国范蜀"南至于句元，

北至于御凡，东至于嚣，西至于姑蔑"。姑蔑郎今龙游，就是

说当时这里的湾谷平原地带已经得到了较好的开发，形成了较

大的聚落集镇，成为一个政治、经济的中心。

公元前 334 年楚灭越，部分越人高迁至金华江一带，或者

进入周围出区。秦始皇二十五年(公元前 222 年)， ，~王蘑遂

定荆江南边，除越君，置会蓓郡"①。在金街盆地东部设乌伤

县(今义乌) ，在古城姑蔑设大未县(今龙黯)。秦始皇以武

力统一该地域之初，引起当地越族居民的流散。秦始皇采取了

强制手段，将越人迁至浙西山区和皖南山区，百把北方汉人迁

移此地定居，主日强地方统治。直至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南巡会

① (西汉〉司马迁: <史记》卷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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槽，据《越绝书》记载"乌程、馀抗、黝、敏、芜湖、石城

县以离，皆大越徙民也，秦始皇刻石徙之"①。黝、教南边，

是金华江、费江流域。由于北人视迁徙越地为畏途，认为

"江南卑湿，丈夫早夭'鸣，即使到了南方，也很难适应此地水

土，千方百计回北方去，因而致使这一时期钱塘江中带地区人

口长期稀少，劳动力匮乏，农业生产元气大弱，不f旦没有发

展，商主有衰退的迹象。《史记·货建列传》记载"楚越之

地，地广人稀……元积聚丽多贫，是故江淮以高，无冻饿之

人，亦无千金之家。" <汉书·食货志》记载:该地区"厥土

涂泥.EH下下，黯下上错"。此时的金华江、捷江流域尚属生

产技术落后，开发程度较低的边远贫困地区。至西汉前期，钱

塘江中游地区开发程度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农业生产依然

保持着稻作渔猎的方式。

钱塘江中游地区开发的衰落状况，到东汉时期开始有所改

变。其原因:一是由于和平环境人司的繁衍。二是外来人口的

迂人，据文献记载汉代迂人金华江、衙江流域的北方人士有

徐、杨、刘、赵、骆、楼、陈等姓氏:六朝时期更是北方人口

大南迁的对期，金华江、衙江流域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移民

潮，但北方人士及邻郡人迁人已不在少数，有的还发展成为该

地区的大族，迁入者计有薪、许、郑、齐、朱等近二十个姓

氏。③三是西汉文景两帝实行"文景之治"采取"与民生

息"、"轻徨薄赋"的政策。因是汉武帝推行牛耕政策"火耕

水舞"的租放种撞逐渐向精耕细作方式过渡。

① 东汉袁康、吴平: (越绝书》卷二。

②东汉班国: (汉书》卷二十八。

③ 王志邦、陈兴构: (东阳都>.团结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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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承建四年 (129) ，吴郡和会稽郡实行分治，这是钱

塘江中游地区经济复苏的信号。至汉末，金华江下游、流域的开

发，达到置县条件，设长出县〈今金华)。孙吴时，在浦南江

上游设丰安县〈今浦江) .在街江中上游设新安县(今衙州)、

定南县〈今常出)。与金华江流域相比，衙江及其支流常出

港、江山港等流域的开发要稍迟一些。唐初，金华山下已是

"灌渎逼引，交渠绪错"①，一派繁荣。而在江山港设置县治则

在唐代才开始，名须江县〈今江山)。常出港上游设置开化

县，期晓至北宋。

，总丽言之，钱塘江流域的开发具有悠久的历史，有许多历

史的经验和教如值得我们认真地总结租借鉴。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陈桥驿先生就率先开创了钱塘江

下游流域历史地理研究，发表了《古代鉴期兴~与山会平原

农田水利》②、《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

响》③等重要的学术论文，其研究成果受到学术界的关注，被

称为宁绍平原研究的权威。④但"文革"期间，这一领域的研

究几无进展，直到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一沉寂的局面才被

打破，陈桥辑、潭其骥、邹逸麟、〈吕)斯波义信、乐祖谋、

侯慧舜、严钦尚、徐建春、洪惠良、周魁一、陈鹏儿、杨章宏

等相继发表了该地区开发历史研究的相关论著，出现了以陈桥

驿先生为代表的钱塘江下游地区，尤其是绍兴地区开发历史研

① 梁:X1J峻〈孝标): (，东阳金华山栖志>.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二十七。

② 陈桥驿: <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 <地理学报> 1962 年第

3 期。

③ 陈桥驿: (，古代绍兴地区天然森林的破坏及其对农业的影响> (，地理学

报:>> 19币5 年第 2 期。

⑧ 吕以春: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鄙学家陈桥驿教授:>>. (史志论丛:> 198争

年第 3 期。



"绞JI.1t ;~.L 汶口在美子fl交史研究》 系列研究总序 5 

究的繁荣局面。但是尽管如此，到吕前为止，学术界尚无全面

系统研究钱塘江流域开发史的论著，就整个钱塘江流域而言，

开发史研究尚属十分薄弱的领域。《钱塘江流域开发史研究》

系列课题就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下设立和开展的。

《钱塘江流域开发史研究》系列课题设立了《钱塘江流域

人口迁移与城镇发展史上《钱塘江混域经济开发史上《钱塘

江流域水利开发史研究上《钱塘江下潺流域经济开发对环境

变迁影确研究》等几个方菌的子课题为研究对象。之所以选

择这几个方面子课题进行研究，是出于以下凡点理由:一是由

于钱塘江流域开发史研究是学科综合性很强的研究项目，涉及

诸多研究领域，以现有课题组人员的研究力量还不能做到全方

位的研究，因此吕前子课题的设计是根据其研究内容的主要方

西以及课题组成员的研究特长商设立的;二是目前所设立的这

几个子课题是钱塘江流域开发史研究亟须研究的问题，因为其

研究内容对于当前浙江省社会、经济有环境可持续发展均具有

重要借鉴意义，百且，以往的相关领域的研究成果尤其在系统

研究方面还做得银不够，所以需要加强这些课题的研究;三是

该系列课题单强而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放在一起而言又具有

相对的完整性。

《钱塘江流域开发史研究》系列课题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在

通过搜集和占有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吸收学术界的梧关

成果，以人类文化遗址反映的人地关系及行政区划单元县的设

置先后和新基析置所自反挟的开发进程与程度为切人点，对历

史上钱塘江流域开发史研究内容的主要方噩，通过资料理梳收

集、分析整理、总结归纳，进行多层次、多角度的初步探讨。

本系列专著就是这一系列课题研究的最终成果，其中相关成果

也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环境可持续发展历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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