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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全书总序

城市是有生命的 。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成长史 ， 有自己

的个性和记忆。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不计其数的城市，大大小

小，各具姿态 。 其中许多名城极一时之辉煌，但随着世易时

移，渐人衰微，不复当年雄姿 ; 有的甚至早已结束生命，只留

下一片废墟供人凭吊 。 但有些名城，长盛不衰，有如千年古

树，在古老的根系与树干上，生长的是一轮又一轮茂盛的枝叶

和花果，绽放着恒久的美丽。 杭州，无疑就是这样一座保持着

恒久美丽的文化名城。

这是一座古老而常新的城市。 杭州有8000年文明史、 5000年

建城史。 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杭州文化始终延绵不绝，光芒四

射。 8000年前，跨湖桥人凭着一叶小木舟、一双勤劳手， 创造了

辉煌的"跨湖桥文化"浙江文明史因此上推了 1000年 5000年

前，良诸人在"美丽洲"繁衍生息，耕耘治玉，修建了"中华第

一城" 创造了灿烂的"良诸文化被誉为"东方文明的曙

光" 。 而隋开皇年间置杭州 、 依凤凰山建造州城，为杭州的繁荣

奠定了基础。 此后，从唐代"灯火家家市，笙歌处处楼"的东南

名郡，吴越国时期"富庶盛于东南"的国都， 北宋时即被誉为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的 "东南第一州"南宋时全国的政

治、经济、 科教、文化中心，元代马可 · 波罗眼中的"世界上最

美丽华贵之天城"明代产品"备极精工"的全国纺织业中心，

清代接待康熙、乾隆几度"南巡"的旅游胜地 、 人文渊蠢，民国



时期文化名人的集中诞生地，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湖山新貌，尤

其是近年来为世人称羡不已的"最具幸福感城市" 杭州，不

管在哪个历史阶段，都让世人感受到她的分量和魅力 。

这是一座勾留人心的风景之城。 "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

湖天下景"壮观天下无"的钱江潮至今千里赖通波"的

京杭大运河(杭州段) ，蕴涵着"梵、隐、俗、闲、野"的西溪

烟水，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杭州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美

不胜收 ， 令人惊艳。 今天的杭州，西湖成功申遗，中国最佳旅游

城市、东方休闲之都、国际花园城市等一顶顶"桂冠"相继获

得，杭州正成为世人向往之"人间天堂"、 "品质之城" 。

这是一座积淀深厚的人文之城。 8000年来，杭州"代有才人

出"文化名人灿若繁星，让每一段杭州历史都不缺少光华，而

且辉映了整个华夏文明的星空;星罗棋布的文物古迹，为杭州文

化添彩，也为中华文明增重。 今天的杭州，文化春风扑面而来，

经济"硬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相得益彰，文化事业与文化产

业齐头并进，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完美融合，杭州不仅是"投资

者的天堂更是"文化人的天堂" 。

杭州，有太多的故事值得叙说，有太多的人物值得追忆，有

太多的思考需要沉淀，有太多的梦想需要延续。 面对这样一座历

久弥新的城市，我们有传承文化基因、保护文化遗产、弘扬人文

精神、探索发展路径的责任。 今天，我们组织开展杭州学研究，

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杭州学是研究、发掘、整理和保护杭州传统文化和本土特色

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包括西湖学、西溪学、运河(河道)学、钱

塘江学、良诸学、湘湖(白马湖)学等重点分支学科。 开展杭州

学研究必须坚持"八个结合 一是坚持规划、建设、管理、经

营、研究相结合，研究先行;二是坚持理事会、研究院、研究

会、博物馆、出版社、全书、专业相结合，形成 "1+6" 的研究

框架; 三是坚持城市学、杭州学、西湖学、西溪学、运河(河



道)学 、 钱塘江学 、 良清学、湘湖(白马湖)学相结合，形成

"1+1+6" 的研究格局;四是坚持全书、丛书、文献集成、研究

报告、通史、辞典相结合，形成 "1+5" 的研究体系;五是坚持

党政、企业、专家、媒体 、 市民相结合，形成"五位一体"的研

究主体;六是坚持打好杭州牌、浙江牌、中华牌、国际牌相结

合，形成"四牌共打"的运作方式;七是坚持权威性、学术性 、

普及性相结合，形成"专家叫好、百姓叫座"的研究效果;八是

坚持有章办事 、 有人办事 、 有钱办事 、 有房办事相结合，形成良

好的研究保障体系。

《杭州全书》是杭州学研究成果的载体，包括丛书、文献集

成、 研究报告 、 通史、辞典五大组成部分，定位各有侧重:丛书

定位为通俗读物，突出"俗"字，做到有特色 、 有卖点 、有市

场;文献集成定位为史料集，突出"全"字，做到应收尽收;研

究报告定位为论文集，突出"专"字，围绕重大工程实施、通史

编篡、世界遗产申报等收集相关论文;通史定位为史书，突出

"信"字，体现系统性、学术性 、 规律性、权威性;辞典定位为

工具书，突出"简"字，做到简明扼要 、 准确权威、便于查询。

我们希望通过编篡出版 《杭州全书 ~ ，全方位、多角度地展示杭

州的前世今生，发挥其"存史、释义、资政、育人"作用;希望

人们能从 《杭州全书 》 中各取所需，追寻、印证、借鉴、取资，

让杭州不仅拥有辉煌的过去、璀琛的今天，还将拥有更加美好的

明天!

是为序。

~\í] f 
2012 年 1 0 月



钱塘江全书序

"东南形胜， 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 钱塘江古名浙江，

亦名渐江或之江，她既是浙江的母亲河，也是我国东南沿海一条独

特的河流。 钱塘江干流从西向东贯穿皖南和浙北，汇人东海，与金

华江、曹娥江、 乌溪江、分水江、浦阳江等十余条主要支流，将众

多的"明珠" 雄伟奇特的黄山、千岛罗列的千岛湖、 "东南锁

钥"的仙霞岭、万木参天的天目山、秀比天堂的西子湖、著名古都

杭州一一串缀起来，形成了一道秀美壮观的风景线。

钱塘江是我国最具有魅力的江河之一，她哺育着流域人民创

造了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 中华民族的五千年文明，钱塘江功不

可没。 早在1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建德人"就己生活在寿昌

江畔;新石器时期，有距今1200(}--8000年的"上山人"及距今

约8α附一7∞0年的"跨湖桥人分别在江畔创造了"上山文化"

和"跨湖桥文化"古越人凭借钱塘江，创造了"越文化"考

古发掘证实古代的河口滨海地带是越文化发源地;在余姚"河姆

渡文化"遗址中发现，距今约7000年前已有人工种植的水稻，距

今五六千年前已有了水井，说明那时已有灌溉农业和生活供水设

施马家洪文化"和"良诸文化"遗址的发掘和发现也都证

明，钱塘江流域和杭州湾两岸是中华民族文化发祥地之一。

钱塘江流域治水历史悠久，流域人民为治理开发钱塘江付出了

辛勤的劳动，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治水故事，留下了极其丰厚的



历史文化遗产。 钱塘江流域名人辈出、群星璀琛的人文画卷，与秀

美壮观的天然山水画卷互为映衬，相得益彰，交相辉映。

我国自古重农，举凡"水利灌溉、河防疏泼历代无不列

为首要工作。 生活在钱塘江流域的先民们亦着力兴修水利，发展

农业和水运。 相传虞舜遣禹治水，疏九河，建农田沟油;越王勾

践在今绍兴境内筑富中大塘和吴塘;东汉卢文台在金华白沙溪上

筑三十六堪，为流域最早的梯级引水工程，至今仍灌溉着金华、

兰溪一带农田;东汉会稽太守马臻主持筑堤而成鉴湖，为流域最

早的大型蓄水灌溉工程，满三十六源之水，灌溉农田九千余顷。

钱塘江河口北岸为太湖平原 ， 南岸为宁绍平原，地势低平、

河网密布、土地肥沃、交通便捷，是江南的"鱼米之乡"、 "丝

绸之府"也是历代王朝财赋主要聚敛之地。 居住在这片士地上

的勤劳智慧的钱塘人民，凭借钱塘江独特的地理优势，尤其是河

口地区临江濒海的水土之利，经过几千年的不断开拓和辛勤经

营，终于已将钱塘江流域发展成为一方繁荣昌盛、富甲天下的宝

地。 如今，这片地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南翼的宝地，则已成为社

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沪、杭、南三大城市环抱之中的一个美丽富饶

的"金三角"并在素有"文化之邦"、 "丝绸之府"、 "鱼米

之乡"之称的盛名下，又博得了一个"旅游胜地"的美誉。

唐代刘禹锡在《浪淘沙》中用"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

触山回 。 须奥却入海门去，卷起沙堆似雪堆"写出了钱江涌潮

的壮观气势。 以"一线潮"而被誉为"天下奇观"的钱江大潮，

令千百年来无数名人墨客为之倾倒，但其"滔天浊浪排空来，翻

江倒海山为摧"的破坏力却又极大。 为范束江水海潮，先民们在

久远的年代就已开始在钱塘江修筑古海塘。 现存较早的记述，有

春秋时范蠢围田筑堤、东汉初会稽郡议曹华信募土筑防海大塘

等。 古海塘正史记载始于唐代，及至明代，明嘉靖年间黄光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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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盐创筑五纵五横鱼鳞石塘，犹如水上长城，屹立于大江南北。

清代更用胶灰拌米法砌筑，桐油石灰麻丝嵌缝，再加铁件联结，

成为钱塘江河口抗御涌潮和巨浪的主要塘型。 古代劳动人民以其

无比的勤劳智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海塘建筑的奇迹，值得我们

引以为自豪。 先人求生存发展，修筑海塘，筑塘围涂，造就了经

济与文化繁荣的人间天堂，开辟了富庶的天下粮仓。 如今的海

塘，强调与大自然的协调，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协调。 站在钱塘江

边，看到江水浩浩荡荡奔涌而去，我们更深深地感受到新时代脉

搏的激烈跳动，更深深地体会到新时代的发展潮流不可阻挡。

观沧桑巨变，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 21世纪，杭州正由

"西湖时代"向"钱塘江时代"迈进。 钱江新城，就是杭州城市

新千年发展的龙头工程，引领杭州从"西湖时代"走向"钱塘江

时代"的主标志，使杭州的城市格局由"三面云山一面城"演变

为"一江春水穿城过"美丽天堂的大都市梦想、国际化CBD梦

想、城市新地标梦想也都将在这里一一实现。 钱江新城，已成为

杭州城市文化从"精致和谐"走向"大气开放"的奠基性工程。

建筑规划大师沙里宁说过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从中可

以看到它的抱负 。 " 10年来，钱江新城这本已经渐渐打开的书，

不仅用高起点规划，描绘城市的美好蓝图，彰显城市的文化品

位，用高标准建设，打造世纪精品、传世之作，用高强度投入，

创造城市美好的人文环境、生态环境，用高效能管理，营造人

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向世人展示了她的

雄姿和抱负;同时也为当前方兴未艾的城市学研究的开展提供了

丰富的素材和宝贵的经验。 为此，作为钱江新城的建设者和管理

者，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还专门成立了杭州市城市学

研究的一个分支机构-一一杭州钱塘江研究院。

杭州市城市学是研究、发掘、整理、保护杭州传统文化和本



土特色文化的综合性新兴学科，钱塘江学是杭州市城市学的重点

分支学科之一。 为了配合杭州市城市学研究中心开展工作，切实

完成各分支机构所承担的"通史+文献集成+丛书+辞典+研究

报告"的系列图书编篡任务，杭州钱塘江研究院组织力量，制订

规划，启动了 《钱塘江全书 》 的编篡工作，并陆续推出了一批研

究成果。 钱塘江学涵盖范围很广，囊括了自然 、 历史 、 社会 、 经

济、文化、科技、教育 、 医卫等领域自古至今的众多研究项目和

课题。 编篡 《钱塘江全书 》 的目的，就是为了研究 、 发掘、整

理、 保护和弘扬钱塘江流域的传统文化和特色文化，不断穷实钱

塘江学的学术研究基础，努力将钱塘江学打造成为一座融古汇今

的珍贵文化宝库，使钱塘江学这一杭州城市学的重点分支学科，

能在推进"软实力提升"战略，推进杭州网络化大都市建设，推

进杭州文化名城建设，推进杭州由"西湖时代"迈向"钱塘江时

代"的历史进程中，充分发挥其 "存史、释义 、 资政 、 育人"的

独特作用。

我们深信，随着钱江新城建设事业的更大规模发展和钱塘江

学研究成果的不断增多，钱江新城这本已经渐渐打开的书， 一定

会增添更多精彩的新篇章，一定能书写得更加璀琛辉煌。

参均弘
2013年1月

(郑翰献，杭州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杭州市钱江新城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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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水是生命之母，也是人类文明之母。 每一条江河都流淌着人类

蜿蜒曲折的前生后世。 雄视五岳的黄山云遮雾绕，一股活水飞流而下，

是为练江。 它流出皖南，流人浙西，便称作新安江。 新安江流经淳安、

建德，在梅城接纳兰江汇人富春江，直奔浙东过了杭州，化作钱塘江，

一泻人诲。 其间， 一共经过安徽敏县，浙江淳安、建德、桐庐、富阳、

杭州等县市。

钱塘江是一条黄金水道，她曲曲弯弯如同"之"字形，千万年来

滔滔不息、不舍昼夜地向着大海流淌。 她哺育了吴越大地多少勤劳

勇敢的炎黄子孙，负载与运输着数千万人口的生存资源与经济血脉，

以及五千年文化的绵延。

钱塘江是贯通浙皖的水上交通要道，她由西到东，犹如红线串

珠一般，连缀起长江三角洲南部的一串富饶、美丽的山峦丘陵、田

野郊原、 江河湖泊，从而催生了两岸一批繁华的商埠与城市。

钱塘江是一条极具历史厚重感的苍茫大江。 她是浙江历史的见

证，是保存古代灿烂吴越文化与新安文化最丰富的长廊。 钱塘江长

长的流水缓缓地流淌，波涛节拍应和着中华民族古老、悠远的文明，

数以万计的槽桨，不光摇出了金银财富，也摇出了文明的亮片，钱

塘江两岸的那些亭台楼阁、小桥流水、田野肝陌、垂杨绿柳，是那

样炯娜多姿。

钱塘江本身就是 5000 多年遗留下的中国历史文物。 它那长长的

流水里，沉留下太多太多的历史文化积淀，流淌着文明之水的不绝

如缕的轨迹。 钱塘江上那些桥梁闸坝、 雕塑石刻、文字图案;岸上

的亭台楼阁 、 寺庙庵堂 、 民居建筑、长街短弄;以及历史传说、歌

谣图画、风物掌故、民风民俗等，都是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物质与

非物质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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