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4 NINGBO DAILY讲堂 2017年3月31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顾玮 电话/87682867 电子信箱/gw@cnnb.com.cn

主 讲 人 名 片

巴兆祥 复旦大学
历史学系教授，中国地方
志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
中国地方志学会方志学研
究会副会长，受聘担任多
个地方的修志顾问。以方
志学、文化遗产的资源化
利用为主要研究方向，主
持国家与上海市社科基金
等项目多项。出版 《方志
学新论》《中国地方志流
播 日 本 研 究》 等 著 作 多
部，发表有 《论明代方志
的 数 量 与 修 志 制 度 》
《〈大明一统志〉 的出版
及其东传对日本地志编纂
的影响》等论文50余篇。

地方志的学术价值体现在哪
里？清朝的著名学者章学诚认
为，“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
之略，续史之无”。我用现在的话
来表述，地方志的学术价值大概
有以下几点：

第一，为我们了解地方历史
提供了大量的资料。举一个例
子，我们知道人参产在东北，过
去采购是供皇家的，盗采行为不
可避免。盗采人参的是什么人？

《柳边纪略》里记载， “凡走山
者，山东、山西人居多，大率皆
偷采者也。每岁三四月间往，九
十月间归，其死于饥寒者不知凡
几。而走山者日益多，岁不下万
余人。”同样是 《柳边纪略》 记
载，“己巳(1689 年)、庚午(1690
年)间，足色者斤十五两，八九色
者斤十二三两，六七色者斤九十
两，对冲者六七两。若一枝重两
以上，则价倍；一枝重斤以上，

价十倍；成人形则无价矣。”所
以，通过地方志，可以更好地了
解地方历史。

第二，有助于解开悬案。历
史上有很多谜，可以通过地方志
答疑解惑。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上海开埠以前什么样子？很多人
说上海以前是一个小渔村，其实
是误导。乾隆 《上海县志》 载，
自上海海关设立以后，各种各样
贸易的东西从吴淞口进来，停泊
在黄浦江上海小东门外面，当时
盛况“不减仪征”。嘉庆《上海县
志》 也讲了类似的情况。所以当
时的上海不是一个小渔村，它实
际上已是中国南北贸易的一个中
心。

第三，能纠正正史的错误。
《清史稿》记载，鸦片战争时，英
国军队攻打广州的一个炮台，结
果守将拼死抵抗，“陈连升及其子
陈长鹏殉国。”但是，其他书上记

载陈连升的儿子叫陈鹏举，也有
叫陈举鹏的。陈连升牺牲的儿子
到底是谁？我们可以查陈连升的
籍贯，他是湖北恩施人，然后通
过 《湖北通志》《恩施县志》 查
到，陈连升有三个儿子，分别叫
陈长鹏、陈起鹏、陈举鹏，鹏字
辈的，殉国的那个应该是陈举
鹏，作为正史的 《清史稿》 反而
错了。

地方志有什么当代意义？第
一，为解决我们国家和周边国家
边界的纠纷，提供理论依据、历
史依据。譬如，我们说钓鱼岛是
中国的，当然有历史依据。乾隆
十二年的 《重修台湾府志》 卷二

“海防”中，引用了黄叔璥的《台
湾使搓录》 材料。黄叔璥是康熙
年代的人，《台湾使搓录》里记载
了当时台湾附近港口的情况，“山
后大洋有屿名钓鱼台，可泊巨舟
十余。”讲台湾的渔民去打鱼，可

以在那里停泊，我们现在叫钓鱼
岛，那时叫钓鱼台。别的地方
志如道光 《重纂福建通志》“海
防志”里称其为“各县冲要”。
既 然 钓 鱼 岛 是 我 们 的 海 防 要
冲，在管辖范围内，当然是我
们的固有领土了。这样的例证还
有很多。

第二，地方志对解决地方上
的纠纷也很重要。比如广东的南
雄县和江西的大余县之间有个梅
关，梅关到底属于哪里？有过争
论、争议。最后怎么解决？江西
人拿出了证据——同治七年(1868
年)版的 《南安府志》 和民国 8 年
(1919 年)版的 《大庾县志》。《大
庾县志》序：“庾岭蜿蜒，形胜天
堑。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伊古
兵学家，谓为赣南之门户。”写得
清清楚楚，所以判定梅关是江西
的。

第三，地方志为宣传地方形
象、重塑地域精神提供素材。比
如上海的城市精神是“海纳百
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
谦和”，这 16 个字是有历史依据
的。从方志记载可以看出，“海纳
百川”没有任何的疑问，上海是

一个移民城市，其中相当多的是
宁波人，还有广东人、苏北人、
安徽人等。“追求卓越”，那也不
是吹牛的，上海人在好多事情上
走在全国前列，如刘海粟最早在
上海用人体模特，开风气之先。
中国最早用西方的验光技术开的
眼镜店在上海，还有手表厂也在
上海……它们可以支撑起追求卓
越的上海城市精神。“开明睿智、
大气谦和”，也有实证。

第四，地方志为地方政府的
施政提供决策。“治天下者以史为
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如苏州
园林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过程
中，地方志起了很大的作用，采
用了多达 22种地方志的材料。除
此之外，地方志中的一些内容还
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为现实服
务。地方志也能为地方的节庆活
动、招商引资提供素材。

第五，地方志的当代意义还
有传播中华文明，这是一个很重
要的意义。现在很多地方的政府
部门对外交流时，用地方志当礼
物，地方志成为中外沟通的桥梁。

（讲演内容来自天一阁书院·
国学堂，有删节）

地方志的价值和意义不容小觑

地方志的学术价值和当代意义
顾 玮 吴央央 整理

编修地方志，是我国的一个
优秀文化传统。什么是地方志？
是指以一定的体例，以一定地域
或单位为记载范围的书籍。一般
意义上的地方志，记载的内容包
括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军
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比
如宁波市志、象山县志、慈溪县
志等。还有一种是以这个地方的
某一个方面为记载对象，比如宁
波市的教育志、文化志等，这一
类也属于地方志的范畴，只不过
是方志当中的专志。从行政区划

的角度看，有省志、市志、县
志，更小一点，有乡镇志、村
志，历史上则有郡志、州志、府
志等。

地方志始于何时？《周礼》中
提到了“方志”这个词，但并不
等于地方志就在那个时候诞生
了。它真正出现应是秦汉之际，
一般人认为，地方志的出现和中
央集权、郡县制度的产生、推行
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开始阶段，
地方志记载的内容不会像现在那
么多、那么全面，它有一个缓慢

发展的过程。宋元时代的地方
志，无论从内容、体例还是名称
上，都已经过渡到现代意义上的
地方志。明清时代，地方志的发
展已经基本定型，历代的皇帝会
发布诏令，要求各个地方修志。
中央政府为什么如此重视修订地
方志？当然是为了了解地方的情
况，同时也是为编撰一统志做准
备。

一般我们把 1949 年以前的地
方志称为旧的地方志，旧的地方
志目前已知的有 8000多种、10余

万卷。新中国成立以后修了多少
地方志？具体数字没人统计过，
也统计不出来，只知道新方志修
了两轮，现在处于第二轮修志的
热潮中。

宁波被称为“中国的方志之
乡”，可谓名副其实。首先，宁波
编纂方志的历史非常悠久，最早
的地方志是汉朝的 《四明山记》，
最早的综合性方志是唐朝的 《四
明图志》，以后历代修志绵延不
断。据天一阁 《宁波古今方志录
要》 统计，到 2001 年，宁波的地
方史志有 573 种，二轮所修的地
方志还没有算进去。其次，宁波
的名志众多，名志中首推宋元的

《四明六志》。所谓 《四明六志》，
就是宋乾道 《四明图经》、宝庆

《四明志》、开庆 《四明续志》 和

元代大德 《昌国州图志》、延祐
《四明志》、至正《四明续志》。此
外，还有民国的《鄞县通志》，以
科学性著称。新方志中的 《宁波
市志》 也很有名，曾获全国一等
奖。第三，宁波修志名家辈出，
如黄宗羲、陈训正等都对方志学
做出过杰出的贡献。第四，宁波藏
书楼众多，历代以来，宁波的地方
乡绅对修志工作非常积极和热情，
他们提供了很多资料和资金。第
五，宁波有重视地方志收藏的传
统，其中首屈一指的是天一阁。天
一阁在明代时收藏的方志有 435
种，比《明史艺文志》著录的还多。
现在，天一阁除了收藏原来的明代
地方志外，还收藏全国各地新编的
地方志，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收
集，堪称开风气之先。

编修地方志的历史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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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 海 伦 1966

年生于宁波北仑白峰

镇，1989 年毕业于华

东师大生物系，获植物

学硕士学位。是宁波市

著名植物、蝴蝶研究专

家，现任宁波市药品检

验所主任中药师，宁波

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理

事，梁祝文化园蝶艺馆

馆长，浙江省民间文艺

家会员。几十年来，林

海伦利用业余时间，自

费对宁波的乡土植物、

蝴蝶等昆虫资源进行深

入研究，并致力于生

物、地理的科普宣传工

作。中国蝴蝶学会首批

终身会员，首届“宁波

市最美环保人”“宁波

市五一劳动奖章”获得

者。调查发现宁波的蝴

蝶种类共有205种。

所有在花际翩翩起舞的美丽
昆虫，拥有同一个美丽的名字

“蝴蝶”。那么，蝴蝶的名字有着
怎样的含义呢？古人在造词时闪
耀出智慧的光芒——有长长胡须
的，像叶 （枼） 片一样的虫子。
这个词把这类虫子的形态特征进
行了高度概括，可谓古人在昆虫
学中最有创意、最生动形象的一
个名词。

美丽的蝴蝶人见人爱，然而
我们对蝴蝶到底了解多少呢？对
于普通人来讲，要走进蝴蝶的世
界的确有些困难，因为蝴蝶是野
生昆虫，它们在花际采花时，人

们偶尔可以近距离欣赏一下，或
者凑近拍张照片，但蝴蝶总是躲
着人类的，很快就飞走了。

我自从 1986 年开始喜欢上蝴
蝶，已足足有 30个年头了。为蝴
蝶投入了数不清的时间和心血，
同时也收获了满满 的 知 识 和 快
乐。从开始时用昆虫网捕捉蝴
蝶标本，到寻找毛毛虫来喂养
变成蝴蝶，接着到跟踪每种蝴
蝶的发生规律和分布状况，人
工饲养大批的蝴蝶幼虫，创作
各种风格的蝶翅画，再到搞蝴
蝶科普宣传，总有做不完的蝴蝶
文章。我研究关注蝴蝶，得益于

大学里学的植物学知识，因为蝴
蝶离不开植物。

我常常用相机记录蝴蝶生活
的方方面面和点点滴滴，所以可
以全方位地展示蝴蝶那些鲜为人
知的情景和故事。蝴蝶的一生可
以概述为四个阶段：从卵开始，
孵化后变成幼虫。幼虫取食植物
叶片，不断长大，经 4 次蜕皮后
成为老熟幼虫。寻找到合适的化
蛹场所，吐丝固定 （蝴蝶幼虫不
作茧自缚，化的蛹体都是裸体的
蛹）。蛹期的蝴蝶在外表上虽然没
有什么动静，但其内部进行着脱
胎换骨的大变化。最后蝴蝶成形

了，从蛹壳爬出来进入羽化阶
段。羽满毛丰的蝴蝶色彩斑斓，
舞姿优美地飞向花丛。它们成双
成对地形影相随，追逐、交尾、
产卵，完成繁殖的历史使命后，
不久就结束完美的一生。

我们通常见到的翩翩起舞的
蝴蝶是它们的成虫，但是蝴蝶在
幼虫阶段十分低调，统称“毛毛
虫”。蝴蝶幼虫是不易看到的，因
为它们会用保护色和拟态来隐藏
自己，否则极易成为天敌的猎
物。每种蝴蝶的幼虫进化出匪
夷所思的保命法宝：有的头上
长有可伸缩的臭角，有的身体
披上分叉的棘刺，有的则着绿
色的迷彩服，或伪装成一坨鸟
粪，或模仿一片竹叶，八仙过
海，各显神通。

通过详尽观察，发现蝴蝶真

的是一类神奇的生灵。幼虫期的
毛毛虫形态丑陋、生活简单，到
了成虫期后则活灵活现、光彩照
人，前后看不到丝毫相关联的痕
迹，所以蝴蝶是“全变态”昆
虫。不像蜻 蜓 、 知 了 、 蚱 蜢 、
蟑螂等，它们的幼虫与成虫十
分相似，只是成虫时多了两对
翅膀而已。形态多样的幼虫可
以适应不同的环境条件，同样
蛹的形态也是各不相同的，主
要是为了隐身不被发现。而五
彩缤纷的成虫由于可以自由飞
翔，就充分展现各自的美态，主
要是用来吸引异性，同时又有巧
妙的拟态和保护色。蝴蝶翅翼的
两面具有很大的差异，往往背面
色彩鲜艳，而腹面图案暗淡，当
它们合上双翅时是不易被发现
的，最好的例子就是枯叶蛱蝶。

“全变态”昆虫，美的使者

有人可能会问：蝴蝶到底是
害虫还是益虫？蝴蝶在幼虫阶段
是要啃食植物组织的，果树、粮
食、药材、林木等都是蝴蝶的食
粮，因此狭义地讲，蝴蝶的确是
害虫，人类发明的杀虫剂很多是

用来对付它们或它们的近亲蛾子
的。但是，成虫阶段的蝴蝶会帮
助植物传粉，同时增加我们生活
的美感和乐趣，这就是蝴蝶有利
于人类的方面，那就是益虫了。
从整个生态系统的食物链上来

说，蝴蝶取食植物，它们中的大
部分被其他动物捕食，是养活其
他物种的重要食粮，其生态意义
无可取代，是维系物种多样性的
基础物种。

如何保护蝴蝶？这是个深层

次的问题，多数人认为只要不去
捕捉或伤害蝴蝶就是保护蝴蝶。
其实，蝴蝶的寿命十分短暂，但
它们的繁殖率高得惊人，只是成
活率又低得可怜，主要原因是天
敌会大量捕食它们的幼虫。因此
不去伤害蝴蝶自然没有错，但根
本的保护措施是保护其赖以生存
的栖息地。如果栖息地遭到破
坏，蝴蝶自然就灭绝了。相反只
要栖息地还存在的话，别处的蝴

蝶也会飞来繁殖的。台湾曾经有
世界上最出名的蝴蝶产业，后来
为何悄无声息了呢？据台湾的蝴
蝶专家介绍，不是因为人为捕捉
蝴蝶造成的，而是由于现代化城
市的快速扩张，到处是高速公
路、工厂、大楼，总之，蝴蝶幼
虫的栖息地被一再压缩，蝴蝶资
源就慢慢地变得非常稀少了。因
此，保护栖息地才是保护蝴蝶的
根本之策。

害虫还是益虫？如何加以保护？

梁祝传说发源于宁波，梁山
伯、祝英台最后化蝶团圆的故事
流传千古。那么 ， 传 说 中 的 化
蝶，是哪一种蝴蝶呢？古人通
常 把 玉 带 凤 蝶 当 作 梁 祝 凤 蝶 。

原因之一是玉带凤蝶有着奇特
的“伴人现象”，喜欢和人类生
活在一起，它们时常在房前屋
后形影相随地飞舞。与人类生活
在一起，真的会有不少好处，至

少天敌会少些，同时人类栽种的
柑橘树是它们的寄主植物。而别
的蝴蝶一般会与人类保持一定距
离。

原因之二，绝大多数蝴蝶遵

循自然界的统一定律——雄性个
体普遍比雌性个体漂亮。但玉带
凤蝶却与此背道而驰，即祝英
台凤蝶较梁山伯凤蝶美丽，这
个现象与人类对男性与女性的
审美习惯相吻合。更为神奇的
是，玉带凤蝶在南方地区是雌
雄同型，只在华东一带是雌雄
异型的。

玉带凤蝶雄蝶后翅呈黑色，

中央腰部位置有一列玉白色的斑
带，传说为梁县令腰间玉佩幻化
而成。而雌蝶后翅外缘有一圈红
斑，传说是女子红裙所化。这是
巧合，还是老天有意安排？如果
梁祝化蝶要在现实世界中找到一
种对应的蝴蝶，那就非玉带凤蝶
莫属了。

（讲演内容来自纸木一间文
化讲座，有删节）

为什么玉带凤蝶被视作梁祝凤蝶？

（（吴央央吴央央 摄摄））

（（史凤凰史凤凰 摄摄））

蝴蝶
大自然的精灵
林海伦 梁山伯凤蝶梁山伯凤蝶——玉带凤蝶雄蝶玉带凤蝶雄蝶 祝英台凤蝶——玉带凤蝶雌蝶 （林海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