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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所说的“浙东”是“中浙东”，特指宁波与绍兴地区，是一个地域概念，同时与黄宗羲所提出“
浙东学派”的地理范围相同。
历代学者将两地作为一个地域整体来研究，主要原因如下：其一是地理环境相似，两地都是北临杭州
湾，中间由一块狭长的平原相连。
西面为山地和丘陵；其二是社会经济及文化风俗相似；其三是两地交往密切。
还有一点不能忽略的是：两地自秦汉至唐初，同属于会稽郡或越州，直到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才一
分为两个独立的行政单位，所以浙东地区也同时是越文化研有的主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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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左洪涛 男，1967年生于河南省信阳市人。
2003年6月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代文学博士毕业，副教授，研究代写论文方向为诗词学、宗教与文学。
2003年6月开始高校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在此之前在中学任教。
 为学生开设《中国文学史》、《中文工具书与资料检索》、《唐宋诗词名家名篇赏析》、《中国古代
爱情诗词赏析》等课程。
参加了《汉语成语辞海》、《索引》的编著（已出版）。
自2000年以来在《文学遗产》、《文献》、《江海学刊》、《宗教学研究代写论文》、《西北民族研
究代写论文》、《中国道教》、台湾《中国文化月刊》等学术刊物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其中绝大
多数为核心期刊，博士学位论文《金元之际道教文学研究代写论文》一书将于近期出版。
 主持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科研项目一项，主持省教育代写论文厅项目一项、校级科研项目三项，与人
合作省级科研项目一项。
在浙江大学读研究代写论文生期间曾获“宝钢奖学金”（全校每年研究代写论文生只有五人荣获该奖
）、“研究代写论文生一等奖学金” 、“董氏文史哲优秀成果奖” 、“三好研究代写论文生”等荣
誉。
2004年入选浙江省教育代写论文厅“浙江省高校青年教师资助计划”培养对象； 2005年入选浙江省“
新世纪151人才工程”第三层次培养对象，2004年被评为宁波大学文学院“优秀青年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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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五，外姓改高。
外族基因流入高姓群体之事，迟至汉朝已经发生。
重要的有汉朝的匈奴句（音勾）王宜冠侯高不识后裔；金时女真人纥石烈氏、纳兰氏改高姓；清朝满
洲八旗高佳氏、赫舍里氏、佟佳氏、郭洛罗氏等氏族集体改姓高。
回族中则有西域穆斯林入关后改姓高，如元代学者高亨及子高克恭，其先世为西域回回，随蒙古征服
者入关，落籍山西，以高为姓。
这些外族与汉族长期混居，逐渐同化为北方汉族的高姓。
在南方，则有其他少数民族，如白族、哈尼族、京族、黎族、苗族、仡佬族、锡伯族、回族、东乡族
、裕固族、门巴族等少数民族中的高姓。
这些民族的高姓，或是其先祖使用汉姓而来，或是按少数民族译音确定，或是接受汉族官方赐姓而得
。
再有一种或因需依附大族权贵等政治原因而改。
比如：魏时鲜卑族有楼氏改高氏，高丽羽真氏改高氏，南北朝元氏、徐氏改高氏等。
北齐皇帝高洋，则给当时鲜卑族的元景安、元文遥等功臣，赐予了“高”姓。
又因其父高欢与重臣徐隆之之父交厚，恩准徐隆之改成了高姓。
再就是“高”字开头的复姓如高车氏、高堂氏、高阳氏、高陵氏等，改为单姓“高”，则是历史使然
。
此外，还有民间高氏过继的外姓子女为嗣而改高的，也较普遍。
无论哪一种情况，至今都已是中华高姓大家庭中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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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这是笔者的第一部有关浙江家族文化研究的小书。
这本小书出版的缘起，最早来自于笔者的博士论文。
博士毕业后，笔者来到宁波大学人文学院工作。
在2008年底博士论文出版之前，笔者先后写了几篇论文，讨论宋金时期的王重阳、高似孙、吴文英三
人，到底是谁最早填“最长词调”的问题。
在当时的资料中，王重阳、吴文英可以查到生年，但找不到高似孙生年，仅宋元时的《直斋书录解题
》、《南宋馆阁续录》、《文献通考》，同时记载高氏“少有俊声，登甲辰（1184年）科⋯⋯宝庆元
年（1225年）知处州”，高氏是淳熙11年（1184年）的进士。
笔者的考证方法：先从常识中缩小范围，无论高似孙是15-50岁之间任何一年考中进士（1184年），他
的生年只能在1134－1169年之间；其次再从古人特别的经历进一步缩小范围，因宋代官员一般70岁致
仕（退休），如果高氏到50岁（1134年生）才中进士，知处州时就91岁！
像高氏这样的普通官员是不可能到91岁还做官的，所以他知处州时最多69岁，可推算是最晚也要28岁
中进士（1155年出生）。
这样就把高似孙的生年限定在1169－1156年，也符合前述资料中高氏“少有俊声”的叙述，同时就能
肯定高似孙的生年晚于王重阳、早于吴文英。
在正统文人里，高似孙最早填“最长词调”，与道教词人相比，他稍晚于王重阳。
这就解决了这一个问题。
这也是笔者在浙江大学人文学院读博士期间，对研究古代文学的先生们所讲“可以把加减法、推理法
等多种方式引入考证”的方法，进行一次灵活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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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两宋浙东高氏家族研究:以由鄞迁剡的高氏家族及其文学为中心》：2010年度宁波市社会科学学术出
版资助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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