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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随着人们对文化的功能、价值的认识逐步深化，区域地方文化建
设被提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习近平同志指出：“从区域文化人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
，一方面可以藉此梳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
划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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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这充分说明了研究地方文化的重要意义。
    在我国近2800个县级行政单位中，上虞不论在面积还是人口方面，都是相当普通平常的，但是在历
史文化的厚重程度上，它却可以毫不过分地说是名列前茅。
为了弘扬乡土文化。
由上虞市文联委托浙江大学历史系的教师编著了《上虞文化史》，现已付梓。
我有幸提前阅读书稿，感到这是一本叙论结合、言之有据、有较高史学含量和文化品位的研究性专著
。
它具体梳理了上虞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尤其是把许多文化现象放置在整个中华文明甚至世界文明的
大背景下进行考察，进一步突出了它们的地位和意义，展示出上虞文化的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种类
丰富。
在上虞的历史上，不但有名扬天下的孝德文化，有特立独行的思想文化，影响深远的士族文化和隐逸
文化，还有宗教文化、爱情文化、仕宦文化、师爷文化、堕民文化、民俗文化、教育文化，以及国学
研究和书画、诗词创作等等。
而且在精神文化之外，又有青瓷和曹娥庙这样突出的物质文化。
    二是级别甚高。
上虞的文化不仅种类多，而且许多堪称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丰碑，甚至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有相当的地位
，其代表人物在本文化领域中具有领军地位或是佼佼者。
如大舜是中华民族的圣人，曹娥是中国孝女的代表。
王充《论衡》为中国思想史上的时代杰作，魏伯阳《周易参同契》所记录的炼丹活动在世界化学史和
冶金史上都有开创之功。
谢安高卧东山，一朝起而建不世之功，为千古美谈。
谢灵运的山水诗开一代新诗风，章学诚为一代史学大家。
到近代，马一浮是驰名中外的国学大师，罗振玉为甲骨学的鼻祖，胡愈之为出版界巨子，吴觉农被称
“茶圣”，这些都是令人感到高山仰止的文化大家。
成熟青瓷的烧制成功更是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
    三是绵延不绝。
相比某些虽灿烂一时却之后湮没无闻的地方文化而言，上虞文化并不以追溯久远而取胜，而是在形成
之后，却历经各朝，代有才人。
不但出现了上虞人引以为豪的“舜会百官”、“东山雅聚”和“白马春晖”这“三次雅聚”，而且在
这之间，尤其是唐宋之后，虽没有形成文化高潮，却仍涌现出李光、“四谏”、倪元璐、刘履、梁国
治这样的杰出人物，优良的文化传统仍然得到传承。
可以说，上虞的文脉自秦汉后，历数千年，如江河之水，有时汹涌拍岸，声如惊雷，有时平缓如镜，
轻歌细语，但总体上逝者如斯，绵延不断。
新中国成立后的上虞现代文化，如电影巨匠谢晋等，就是这一文脉的延续。
    这样深厚的文化积累，是上虞人民得天独厚的宝贵遗产，是激励上虞人民奋发前进的精神动力。
上虞人民在受到这一精神乳汁哺育的同时，更加热爱家乡，并且反哺家乡，尤其重视家乡文化的建设
。
我来上虞工作之后，对此深有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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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上虞乡贤陈春澜慨然捐出10倍于当时一个县政府全年支出的巨资，创建了驰名南
北的春晖中学，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佳话，上虞人民受惠至今。
改革开放后，上虞又有一批热爱家乡文化的社会人士成立了上虞乡贤研究会等一批民间文化学术团体
，积极开发家乡的文化资源，使之得到传承光大。
由市委宣传部、市政协文史委、市文联和市档案局组织编写的《上虞名人故居》、《上虞孝德文化》
、《上虞地方文化丛书》等介绍乡土文化的书刊，展示了上虞丰富独特的地方文化优势以及借助历史
文化品牌之力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思路。
目前，上虞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都已到达一个新的高度，也面临新的挑战。
我们要在新的机遇面前，进一步利用好文化资源，使社会的全面发展更上一层楼。
我相信，《上虞文化史》的出版将对此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并希望有更多研究上虞地方文化的佳作
问世。
    中共上虞市委书记    2012.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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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虞文化史》主要内容包括：文明初露（上古先秦时期）、亦史非史舜传说、中原文化与地方
土著文化的融合创新（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王充与儒家文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合奏共鸣（
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时期）、上虞士大夫的仕宦文化、转型与发展：上虞近代文化的变迁（晚清民国时
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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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 第九节幼儿教育家陈鹤琴 第十节文人政客黄郛 第十一节星光灿烂 结语 参考书目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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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在人类的史前文明时期，文字还没有发明之前，人们的活动主要是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世
代流传。
由于语言的易逝性，口耳相传在最终形成文字记录后，和历史原貌肯定会有较大的出入。
而且由于人民的居住迁移，这种传说也会随民众的移居而发生变异。
即便如此，这种传说本身所体现的精神仍然会对当地文化产生重要影响，成为当地文化的一部分。
 “一切文化民族都在这一时期经历了自己的英雄时代。
”与世界上各民族一样，中华民族也有一个神话传说时代，不但内容丰富多彩，而且形成了自盘古开
天辟地，随之帝俊、羲和，经三皇、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等，直到大禹治理洪水
、建立夏朝的一条完整的历史世系链。
这些英雄人物在上古传说中被逐渐地神格化，他们的生平事迹传说，初时只是流传于一个部落或地区
，随着各种交流的进行，逐步演变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共有的文化瑰宝，具有广泛的地域性。
 在这些传说人物中，虞舜是传说时代的晟关键时期中最关键的一位，也是内容最丰富、人格最完美、
对历史文化影响最大的一位。
他是恪尽孝道的典范，也是任人唯贤、禅让政治的忠实维护者，所以历代都视他为圣贤楷模。
与其他英雄人物一样，关于虞舜的传说也遍布大河上下，大江南北。
按传统的主流说法，关于舜的传说主要是发生在黄河流域。
但不可否认，南方的上虞也是舜传说的结集地，而且传说内容似乎更为丰富，具有自成人生系列、辐
射周边地区、历史悠久、与传说中的关联人物（如黄帝、唐尧、大禹等）互相呼应等特点，非其他地
区可以比拟。
这些传说的核心，就是大舜出生于上虞，上虞是舜的故乡。
这种传说有没有学术上的意义？
已故国学大师、原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姜亮夫教授在谈及西施出生地之争时的一段话颇能给人启
示：“讨论出生地址问题，还可以借助于地方传说。
譬如说：屈子是秭归人，在《水经注》等古书中，好几处都有关于屈子故居的传说，而以秭归为最具
体，乃至把秭妇附会成秭归。
这些民间传说，往往有很高价值。
有人认为民间传说可能是口头考古，这有一定道理。
” 当然，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考察，上虞是否真有“舜”其人其事其实并不是关键。
舜毕竟是传说人物，即使真有其人其事，世事久远，要将传说中的地名一一与今地相对应，恐也渺茫
。
像司马迁这样严谨的史家，在写《史记·五帝本纪时》就感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
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
于是他只能“择其言尤雅者”为写作依据。
这就是说，早在西汉，关于上古时代情况的说法也已是多种多样，《史记》中所谓“舜，冀州之人也
”这样的记载，只能视为多种说法中之一而已，从史学的角度看，未可一定视为信史。
同样，关于虞舜究竟是不是上虞人、虞舜的种种传说是否一定真实地发生在上虞的争论，也巳很难加
以确实的考证认定。
值得我们关注的是，虞舜在上虞的传说，是中华民族传说时代历史世系当中的重要一章；上虞千百年
来所传承的虞舜文化，对本地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精神文化产生着重大的意义和影响。
为此，在叙述虞舜之前，有必要对中华民族的传说时代作一简要的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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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受上虞市文联的委托，我们浙江大学历史系的几位教师撰写了这部《上虞文化史》。
本书编委会认为当地虽有许多对乡土文化研究颇深的学者，但虑于本地人写本地史不免易受家乡感情
的影响，所以希望由我们来承担写作任务，以便写出一部实事求是、不夸大溢美的学术信史。
我们虽非上虞籍，但对上虞区区“百里之地”能拥有如此众多的文化成果和文化名人素怀仰慕。
虽然我们对上虞文化没有过多的深入研究，可是这种局外人身份，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去审视、解读
上虞文化。
因此，我们欣然同意接受任务。
    我们认为，写地方文化史的目的是为了弘扬当地的优秀文化，因此在全面叙述上虞文化现象的同时
，着重对地方文化发展的脉络进行梳理，总结出它在推动社会前进方面所起的作用和值得今人传承的
特性。
然而，这些必须是在充分占有历史依据的前提下才能进行。
如果没有明确史料证明，那就宁可保守一点，也不能说过头话。
对于这一点，双方的意见是一致的。
因此，本书在写作时，按照通行的学术规范进行。
    本书涉及的时间跨度达7000年之久，涉及的内容有考古、民俗、宗教、哲学、文学、文物等各个方
面，虽然工作任务繁重，但我们都尽可能在阅读原始文献的基础上得出自己的结论。
或有引用前人成果，一般均注明来源出处，或列人参考文献部分。
    本书的编写体例经集体讨论决定，按上虞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特点分四个阶段叙述，每个阶
段为一编，每编中又以专题分章。
为叙述方便，分散于各阶段中的同类内容适当作归并处理。
    具体写作分工情况，第一编：李志庭、袁兴国，第二编：吴铮强、方新德，第三编：杜正贞，第四
编：肖如平，结语：陈荣力。
    方新德负责全书统稿工作，此外还撰写了第三部分第六章，并对全书的部分章节进行改写。
陈荣力参加全书体例的讨论确定、资料收集，并对全书提出修改意见。
    本书的编写得到了原上虞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均寅和上虞有关专家的大力支持，他们还提供了大量宝
贵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上虞文化丰富多彩，限于文献记载详略不一和作者才识疏浅，本书肯定存在挂一漏万和粗疏不
足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2011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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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上虞文化史》讲述在上虞的历史上，不但有名扬天下的孝德文化，有特立独行的思想文化，影响深
远的士族文化和隐逸文化，还有宗教文化、爱情文化、仕宦文化、师爷文化、堕民文化、民俗文化、
教育文化，以及国学研究和书画、诗词创作等等。
而且在精神文化之外，又有青瓷和曹娥庙这样突出的物质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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