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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是个历史悠久、7文化发达的古城，自从春秋于越立城

建都以来，已有二千余年的历史。而于越人民在这个地区的活

动见于正式历史记载，则已达三千年之久。今本《竹书纪年》

周成王二十四年(约当公元前一OO一年)： “于越来宾"。

这是于越从考古时代进入历史时代的开端。此后，于越的活

动，屡见《春秋》经、传记载，于越部族不断滋繁，予越国家

也日益壮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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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王勾践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国君，他开始把国都从会稽

山中的瞧岘大城移到山麓冲积扇的平阳，当时就树立了振兴国

族，称霸中原的志向。但于越在当时毕竟还是国小民寡，在强

邻勾吴的进攻下，乡土凌夷，几至覆亡。幸赖忍辱负重的策略

和灵活的外交手腕，他亲自在勾吴度过三年艰苦危险的囚奴生

活以后，终于重返故国，而随即于当年(公元前四九。年)在

今绍兴城区建立小城和大城一一大越城。这样，今绍兴在近二

干五百年前，就成为一个春秋列国的首都。越王勾践以卧薪尝

胆的痛苦磨练，使这个国家从弱小变为强大。由于于越在当时

是个环境闭塞，文化落后的小国，要使这个国家获得发展，首

先必须从当时的先进列国引进人材。因此，勾践在他即位之

初，就先后延聘了列国的贤能人材，主要的如楚国宛人(今河

南南阳附近>范蠡，楚国郢人(今湖北江陵附近)文种，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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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丘濮上人(今山东临淄附近)计然(又称计倪)等。范蠡与

文种都是著名的政治家，计然则是有真才实学的经济家。在这

些贤能人材的擘划襄助之下，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艰

苦努力，于越终于转弱为强，覆灭勾吴，称霸中原。勾践、范

蠡、文种、计然等等，都是这个地区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批卓越

人物。

秦统一中国后直到东汉中叶，由于会稽郡治在吴而不在山

阴，随着政治中心的北移，加上于越部族流散，人lZl减少，生

产停滞，使这个地区在这段时期中的发展趋于缓慢。但尽管如

此，由于于越一代的惨澹经管，这个地区的名声已经流传全

国。以致当时的著名人物如秦始皇、，司马迁等，都曾慕名来

此。在《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太史公自叙》中都见于记载。

历史上各种著名人物来此道历，为绍兴地区倍增光采。

东汉永建四年(公元一二九年)，实行了吴、会分治，山

阴成为会稽郡治，从此，绍兴的发展趋于迅速。分治后不过十

年，会稽郡守马臻于永和五年(公元一四O年)主持了鉴湖的

修建，为这个地区此后一千年的农业发展奠定了基础。东汉一

代中，这里生产发展，人材辈出，如著名哲学家王充，历史学

家袁康，吴平、赵晔等，他们撰写和编纂的不朽名著如《论

衡》、《越绝书》， 《吴越春秋))等，至今都是我们宝贵的文

化遗产。

时至魏、晋，南北朝，由于北方动乱，北人大批南迁，山

阴因为风景秀丽，物产殷富，在当时出现了“今之会稽、昔之

关中”的兴旺局面，成为北方移民的重要移居对象。除了大量

平民的移入外，中原望族如王羲之、谢安、孙绰、李充、许

询、支遁等家族，也纷纷迁到这里定居。一时人文荟萃，文化

有了很大的提高。王羲之在东晋永和九年(公元三五三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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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三日发起了一次兰亭修禊的聚会，这一天聚集在那里的著名

文入学士竟多至四十二人。文风鼎盛，可见一斑。
：

到了唐朝，国家盛平，文化发达。越州不仅是一mI的首

府，而且又是浙江东道的节度使所在，俨然～大都会。经济繁

荣，人文兴盛，著名诗人贺知章当时就归老于鉴湖一曲之中。

另一著名诗人元稹，因任浙东节度使和越州刺史之职，在这里

撰写诗篇，盛赞越州风景的秀丽，城市的宏：伟。他和当时任职

杭州刺史的另一著名诗人自居易，经常借运河船只寄递；诗篇，

往返酬答，传为佳话。
7’

南宋建都子临安，绍兴在当时与金陵相颉颃，成为首都以

外的全国两大城市。加上宋高宗在此驻跸逾年，城市扩大，文

化发展，它不仅是朝廷的陵寝所在，同时也是朝廷的宫学所

在。文人学士从四方汇集，雕扳印刷业发达，民间藏书丰富，

成为一个首都外卫的文化中心。爱国诗人陆游和他撰写的大量

诗篇，替这个时期的绍兴文坛增加了无限光辉。’

有明一代，1由于鉴湖湮废以后在农田水利上出现了许多新

的问题，’于是，潜心于水利事业的名宦乡贤又应时而起。其中

绍兴府太守戴琥和汤绍恩的贡献特别卓著，他们整治麻溪，修建

三江闸，厥功甚伟，值得后人纪念。学术界在明代也甚为活

跃，著名的哲学家壬守仁，由于在会稽山下的阳明洞设帐讲

学，因而号称阳明先生，名扬东瀛。另一学术巨匠刘宗周，由

于主讲蕺山书院，即以刘蕺山为称号而名噪一时。及至明末，

由于民族矛盾上升，又出现了一批大义不屈，气节凛然的知识

分子，祁彪佳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

迨至清季，绍兴的文化事业仍然赓续不衰，如沈复粲，杜

煦、章学诚、李慈铭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都以呕心汤

血所撰写的千古文章，大大地丰富了桑梓的文物宝藏。到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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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由于政治腐败，外患交迫，知识分子中的先进人物，以徐

锡麟、秋瑾，陶成章等为代表，毅然以革命为己任。洒热血，

抛头颅，以他们的光辉业绩，彪秉在乡土史册之上。

民国以后，后贤踵继，伟大的文学家鲁迅，教育家蔡元

培，政治家周恩来等，都是名闻寰宇的越中人杰，为乡土历史大

放光芒。而著名科学家竺可桢、陈建功等，也为这个地区的优

秀文化传统锦上添花。 。

地方志的修纂，是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之一，在地方志修纂

中重视历史人物的记载，则自古就有成例。在这方面，绍兴是

值得自豪的，因为这个地区的第一部地方志《越绝书》，也就

是我国地方志的鼻祖。 《越绝书》中记载的于越人物，除了著

名的国君勾践以外，还有名宦大夫文种、范蠡、计倪，以及心

怀桑梓的民问女子西施等。 ((越绝书》记载他们的行星责至详，

为后世这个地区地方志中的人物记载树立了范例。汉代的另一

种地方文献名著《吴越春秋》，在人物记载上较《越绝书》尤

胜。除了已见于《越绝书》的以外，它还记载了越王勾践的其

他重要名宦如大夫扶同、苦成、皋如、曳庸，皓进，诸稽郢等

人，称得上完备而详尽。

汉代以后，除了地方志中的人物记载以外，专门以人物

为记载对象的人物志开始出现。这中间，如三国吴谢承撰的((会

赠先贤传》七卷，晋虞预撰的((会稽典录》二十篇，贺氏撰的

《会稽太守象赞》二卷和《会稽先贤象赞》五卷以及晋钟离岫

撰的《会稽后贤传记》二卷等，都是一时的名作，长期以来，

这些著作都有很大的社会影响。

历史上，绍兴的先贤们素来重视人物传记和人物志的编

纂。明清以来，这方面的著述更为丰富，明末著名学者刘宗周

撰《乡贤考》(收入于《刘子全书》卷二十四)，他的用意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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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要在当时那个世乱时艰的社会上竖起一盏明灯。此外，张岱

撰《于越三不朽图赞》，唐九经撰《绍兴府乡贤世次录))，其时

代背景也都是如此。有清一代，特别是在康、乾盛世，绍兴府修

志风行，佳志迭出。不少在地方志修纂中有贡献的学者，在

他们主纂府、县志之余，撰述人物专志，为数也颇可观，例如

康熙《绍兴府志(王志)))和康熙《会稽县志》的主纂人董钦

德，曾撰《会稽人物志》一书，，今钞本四册，收藏在杭州大学

图书馆。又如康熙《绍兴府志(俞志)》的主纂人周徐彩，曾

撰《越州先贤赞》一书，为乾隆《绍兴府志))所著录。此外如

乾隆知府杜甲所修纂的《越荫录))和《传芳录》等，也都是表

彰历史上越州贤人的著述。 ，

、

，

。 当然，人物传记和人物志的撰写，是一件既重要又严肃的

工作。因为它不仅对当代，而且对后世有不可估量的影响。所

以历史上绍兴的著名学者，在这方面素来采取既积极而又慎重

的态度。万历《绍兴府志))的主纂人张元忭和孙纩，在府志人

物传的撰写中，，曾经花费了极大的功力。当时，元忭家居山

朗，孙铲家居余姚，他们仔细斟酌，反复商讨，往来信札不绝，

事见《张阳和文选》，可以为证。晚清著名学者李慈铭，在同治

七年(1868年)四月初九的《受礼庐日记》¨(《越漫堂日记》

二函十册)中，考证汉会稽太守马臻初创鉴湖的事绩和贡献，

长达千言。鲁迅先生在这方面更是我们的榜样，他有鉴于古代

桑梓人物记载的亡佚，于民国初年编纂《会稽郡故书杂集》，

从许多古籍中辑出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钟

离岫《会稽后贤传记》，贺氏《会稽先贤象赞》四篇，让越州

后辈，能够看到这些久已亡佚的故乡人物志名著的吉光片羽。

现在，我们又幸逢盛世。全国人民，正在伟大的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下，团结一致，为建设四化、建设社会主义的富强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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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而努力。具有“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和“卧薪尝胆"的优

秀历史传统的绍兴人民，也正在振奋精神，为建设家乡、建设

祖国而作出贡献。 《绍兴贤人志))在这样的时候问世，当然绝

不是偶然的。盛世修志，在我国历史上早有成例。而人物专志

在当前的编纂，更是正得其时。 ，

我有幸得读此志初稿，重温了此志所选，绍兴历史上一百多

位贤人的业绩，撰者以短小精悍的篇幅。为这一百多贤人树碑立

传。先贤典范，感人至深，使我接受了一次深刻的教育。当

然，绍兴历史悠久，文物鼎盛，三千年来，桑梓著名人物或外

来名宦高贤，远不只此一百多人。此志所列一百多人。实是绍兴

历史上贤人的代表，推此及彼，当有待于续编。

《绍兴贤人志》的编纂，意义十分深远。《宋史·文天祥

传》云： “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X、

胡铨像，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殁不俎豆其问，非夫也。”

以前辈贤人为榜样，文天祥以后的业绩入所共见，是我国历史

上著名的民族英雄。所以此志之编，裨益于乡土后辈，特别是年

青一代的，诚不可计量。我们必须努力学习桑梓先贤的业绩，

刻苦砥砺，奋勇前进，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材，为建设伟

大的社会主义祖国贡献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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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j +越国杰出国君勾践

+i 。会稽乃报仇雪耻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万，这是明末思

想家王思任指越王勾践在会稽(今绍兴)“卧薪尝胆"和“十

年生聚、十年教训”，励精图治，锐志报仇雪耻的事迹而言的。

一越王勾践(?一前465)是春秋末年越国的杰出国君。越

国在今浙江一带， “兴国千里"，建都会稽。勾践的祖先，

相传是夏后少康之庶子，因奉守禹祀而受封于越。越传国三十

余世，至勾践之父允常时，才开始强大，国土西与楚邻，

北与吴接。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96一前465年在位。吴国于公元

前496年乘越君允常新丧，勾践初立之机，兴兵伐越。结果，

吴军败于橘李(今浙江嘉兴南)，吴王阖闾自己也被斩断脚

趾，退至陉地，含愤而死。夫差立为吴王之后，日夜练兵，图报父．

仇。勾践闻讯，企图先发制人，于公元前494年仓促兴师，进攻

吴国。夫差统率全国精兵抵抗。夫椒(今江苏吴兴西南)一役t

越军大溃，勾践率残军五千人退守子会稽山一带。据《国语》

记载，疆土只剩： “南至于旬无(诸暨)，北至于御儿(桐
’

垒)，东至于鄞(宁波)，西至于。始蔑(龙游)，广远百

里。弦 ， ， ．_． ， ． 一 ．’

勾践在越国垂危之际，采纳范蠡的建议，“卑词厚礼"，忍

辱求和。和议后，勾践令文种守国，自己带着妻子及范蠡赴吴为

质。勾践在吴， “身为臣，妻为妾，奉四时之祭祀，而入春秋

之贡积矽广“行祀甚卑，辞甚服"。身为吴王先马，吃的粗

粮，睡的马房，甚至请尝夫差之溲，以观察其病情。如是者三

年，终于博得了夫差的信任，被释放回国。勾践回会稽后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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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仇雪耻，兴邦复国．他唯恐目己贪图眼前安逸，消磨了报仇雪

耻的志气，特地给自己安排了一个艰苦的生活环境，晚上在柴

草堆上枕戈而卧，还在室内挂上一只苦胆，每天出入坐卧都要看

看它，吃饭的时候也要先尝尝它，苦身焦思，不忘围耻，这就是有

名的“卧薪尝胆"的故事。勾践在范蠡等人的辅佐下，采取了

一系列“发愤图强"的改革措施，①艰苦奋斗，与民同甘共苦。

据《史记·越世家))记载，勾践“身自耕作，夫人自织，食不加

肉，衣不重采移。 《国语))记载，“非其身之所种，则不食，非其

夫人之所织，则不衣"，“与百姓同其劳"。②招贤礼士，重用

人才。范蠡氏于用兵，勾践委以兵权，文种善理国政，勾践举国

政属种， “折节下贤人，厚遇宾客"。③尽地力之利，兴修水

利，薄征赋税，节用民富，以利发展农业生产。对百姓宽刑施惠，

安富救贫，以广收民心，“除民之害，以避天殃，田野开辟，府仓

宴"。《国语》日：“十年不收于园，民居有三年之食"，改变了越

围“无秽{聚而多贫”的穷困面目。④针对当时越国人口稀少的

现实，实施了奖励生育的办法。规定： “生丈夫，二壶洒，一

犬；生女子，二壶洒，一豚"。⑤在军中，加强步兵建置，营造

战舰，铸制兵器，并实行赏罚制度，“赏厚而信，罚严而必’’。

训练从难从严，努力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此外，勾践又广泛争

取与国， “南则楚，西则晋，北贝Ⅱ齐，春秋皮币，玉帛，子女

以宾服焉，末尝敢绝"， “以求报吴，，。 、

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后，越国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

军队的战斗力有了显著的提高，百姓爱国之心跃然纸上，“昔者

夫差耻吾君于诸候之国，今越国亦节矣，请报之。"“越四封

之内，亲吾君也，犹父母也。子而思报父母之仇，臣而思报君

之仇，其有敢不尽力者乎?请复战l"“果行，国人皆劝，父勉

其子，兄勉其弟，妇勉其夫，日。孰是吾君也，而可无死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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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愿与勾践雪会稽之耻辱。

公元前482年，一心贪求霸主地位的夫差率领全国精锐之

．兵北上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与晋国争霸。正当夫差与晋定

公争先歃血的时候，勾践率兵乘虚攻入吴国，烧毁了姑苏台，缴

获了玉舟，俘虏了太子友。后因勾践“自度亦未能灭吴’’，暂时允

许了吴国的求和。公元前478年，吴国遭受到了严重自然灾害，

勾践又乘机攻吴，大军启程之日，百姓夹路担箪壶浆，送至车
’

前。勾践为了激励士卒，将百姓所赠之壶浆投入河中，令将士

一起乘流喝水，鼓舞士气。越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歼灭吴军主力

于笠泽(今太湖)，连败吴军于没地和吴城(今江苏苏州)郊外，

包围了吴城。公元前473年，越军攻破吴城，将夫差逼上姑苏

山。夫差仿照当年勾践，卑辞厚礼，乞越存吴，勾践不同意，

失差后悔不及，自杀而死。。越国在灭吴战争中， “豪士死，锐

卒尽，大甲伤”消耗也很惨重。战争胜利后，勾践则称王称

霸，性生猜忌，逼走范蠡，赐死文种。不久，自己也忧悲不乐而

死。 ．

． 越王勾践作为一个国君，不甘心亡国，肯为邦国发愤图

t～一强，报仇雪耻，这是值得称道的。周思来同志1939年3月为抗

。 战来故乡绍兴时，曾以越王勾践靠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精

神，激励家乡人民投身抗战，收复失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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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女子西施

西施越溪女，出自苎萝山。

秀色掩古今，荷花羞玉颜。

浣纱弄碧水，自与清波闲。

皓齿信难开，沉吟碧云间。

勾践征绝艳，扬蛾入吴关。

提携馆娃宫，杏渺不可攀。

． 一破夫差国，千秋竞不还。

这是唐代著名诗人李白颂扬西施为国献身可贵精神的诗篇。二

千多年来历代著名诗人、学者都对这位具有爱国精神的浣纱女

子进行了热情的讴歌。

西施，姓施，名夷光，春秋末年越国句无(今诸暨)苎

萝村人，是著名的爱国女子。西施父亲卖柴为业，

母亲浣纱度日，西施从小心地善良，聪明可爱，勤劳善

织。她生长在吴越纷争的动乱年代，有强烈的爱国心。公元前

494年夫椒(今江苏吴兴西南)一役越国被吴国打败，吴军进围

越国京都会稽(今浙江绍兴)，越王勾践按大夫范蠡的计策，

暂时忍受耻辱求和，待后报仇灭吴。越王勾践栖于会稽卧薪

尝胆，决心复仇雪耻。大夫文种向勾践进献了灭吴“九计’’，

其中第四计是根据“吴王淫而好色，惑乱沉缅，不领政事，

因此而谋可乎?”， “夫吴王淫而好色，宰豁侯以曳心。往献

美人，其必受之"的理由，提出了“遗其好美，以为劳其志’’的

建议，施展了美人计。越王勾践委派范蠡到民间广选美女，范蠡

遍访越中，最后从诸暨选了秀媚出众，国恨在心，为国任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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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国忧民的西施以及美女郑旦送到越都会稽， “饰以罗毂，教

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彦。·三年后，于公元前491年范

蠡亲自送她们二人到吴国，并向吴王夫差进言t’“越王勾践窃

有二遗女，越国垮下困迫，不敢稽留，谨使臣蠡献之大王，大

．王不以鄙陋寝容，愿纳以供箕帚之用”。吴王大悦，他说。

嗡越贡二女，乃勾践尽忠于吴之证也夥、o西施在吴国受到夫差

的特殊宠爱，“乃处于椒花之房，贯细珠以为帘幌；朝下以蔽

’景，夕卷以待月"。可说是衣绫罗，食膏粱，一呼百诺，享尽

了富贵荣华。相传，夫差为了讨好西施，甚至不惜在她面前装

狗爬。但是，西施丝毫不留恋这特殊的生活，她时刻牢记亡国的

深仇大恨，日夜思念“复仇雪耻，重回芋萝黟。身在异乡，心

向越国。西施为了使越师攻打吴国京都姑苏(今苏州)时可

’以从水道进击，运用极妙巧计要夫差开了一条从太湖到姑苏的

河道。西施听到越国将兴师伐呆，暗暗高兴。她细心地将姑苏
· 四周地形画了张图，并将地图反褶，做成一朵白花，非常机警地

避开了吴国大夫伍子胥的检查，请施老医生带回越国交给范蠡，

范蠡收到西施送来的地图后，立即修改作战计划，分兵两路，

直攻姑苏，终于乘虚而入，灭了吴国。诗云s

。’2’有志报国岂无时，假花献国唯西施。

，。。 千秋功罪任评说，自有芋萝入青史。
。

西施在越灭吴中是立下大功的，但由于越王勾践为人阴

狠，妒贤嫉能，“班师回越，携西施而归劝后，就视她为“亡国之

物玑，沉于江中。战国时期唯物主义思想家墨子，在《亲士》篇

中说·．“是故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贵之死，其勇也，西施之

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秒。‘西施虽被勾践。沉江黟淹

死了，可越国人民却永远怀念她，她那种为越国存亡而献身的

爱国精神将永远激励人民前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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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绝书》作者袁康、吴平

袁康、吴平撰定的《越绝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地方

志，年代悠久，内容丰富，是一部很珍贵的历史文献。

袁康、吴平为后汉初会稽(今绍兴)人，具体生卒和撰定

《越绝书))的年代不详。明正德、嘉靖以来，有些学

者根一据((越绝篇叙外传》所云； “记陈厥说，略有其人， 一

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来东征，

死葬其疆，不直自斥，托类自明，写精露愚，略以事类，侯告

后人。文属辞定，自予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楚相

屈原，与之同名；明子古今，德配颜渊。”提出此书为会稽

莨康所撰，同郡吴平所定的说法。清代官修的《四库全书总目

提要》卷六十六说： “书末《叙外传记》”以瘦词隐其姓名，

其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是表字也，厥名有米，覆之以庚，

是康字也，禹来东征，死葬其疆，是会稽人也。又云文字属

定，自于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是吴字也；楚相屈原，

与之同名，是平字也。然则此书为会稽袁康所作，同郡吴平所
”

定也。’’ ．

((越绝书》是我国的一部古老历史文献，被王充称誉为当 ·

时五大名著之一。它的内容极其广泛丰富：第一，此书详细记

载了吴越交兵，越王勾践生聚教训，最后兴越灭吴，称霸中原

的经过，内容涉及兵法、权谋、术数等等，记传了勾践、文种、范

蠡，计倪、苦成、曳庸、皓进、诸稽郢、皋如，西施、郑旦等人物。所

以清钱培名在其((越绝书札记》中说t “《越绝》，复仇之书

也。"第二， ((越绝书)》详细记载了越地的民情、地理，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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