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勤奋攻读、博通经史，弘经世致用之学；
学贵自得、融会百家，扬去短集长之道。
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先生将他赞颂为“绝顶聪明之人”，文化巨人梁启超则将他撰写的《鲒埼亭集》视若至宝……
312年前，风景旖旎的月湖畔诞生了这位清代浙东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就是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浙东学术文化集大成者——全祖望 （1705年－1755年，字绍

衣，号谢山）。
“一缕青烟上碧霄，月里嫦娥鬓熏焦。天将差使来相问，十八太公烧瓦窑。”312年后的9月27日，海曙区举办第二届全祖望文化节，萦绕在洞桥镇沙港村暮色中的稚嫩童声

拉开了活动的序幕，孩子们在文化节系列活动之“史学大柱全祖望诗会”上朗诵出全祖望童年脱口成诗的俏皮语句，再次勾起人们对先哲的无限敬仰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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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才情缘名门

时光在充满稚气的童声朗诵
间，不觉回转至312年前。

公元 1705 年，今海曙月湖西
畔的桂井巷里，一声啼哭在全天叙
进士的大宅内响起，一名代表可以
传宗接代、延续“全家”香火的男
丁呱呱坠地。家人无比欣喜，小男
孩被取名“祖望”。

自幼聪慧的全祖望，四岁读书
已初解章句，随后几年就能吟诗赋
词，对课答辞。相传全祖望六七岁
时随父亲去洞桥沙港村祖居走访，
族中长辈想试试这个神童的才华，
便挡住去路要小祖望当场作诗。当
年，沙港全氏多以烧窑为业，有

“十八太公”之称。祖望接题后脱
口成诗：“一缕青烟上碧霄，月里
嫦娥鬓熏焦。天将差使来相问，十
八太公烧瓦窑。”长辈们听了哈哈
大笑，当即让路放行，自此也开始
对小祖望刮目相看。

8 岁 那 年 ， 全 祖 望 兼 读 《通
鉴》《通考》 等历史典籍，14 岁师
从三余草堂董次欧先生习经史，从
此与经史结下不解之缘。

浙东史学派的发展壮大得益于
丰富厚重的浙东故家藏书。19岁的
全祖望，不仅数登天一阁读书抄
书，还先后辗转谢家巷天赐国传抄
杨诚斋的 《易传》，前往带河巷陈
氏云在楼传抄 《春秋纂言》，到偃
月街陆氏南轩借读藏书……可见其
求知若渴，相当勤奋。

23岁那年，全祖望中进士后被
选为翰林院庶吉士，一年多时间
里，他夜以继日刻苦学习，与李绂
借读翰林院庋藏的 《永乐大典》，
每天必读到 20 卷，并亲自传钞有
关资料，今传世的纪宗德、李孝谦
纂修永乐 《宁波府志》，就是靠全
祖望传钞才得以保存下来。

本来想在仕途上有所作为、光
宗耀祖，但由于当廷宰相张廷玉与
全祖望恩师李绂政见不合，次年，
翰林院散馆，张廷玉故意把全祖望
考核为“下等”，列为候选知县补
缺。如此一来，全祖望索性辞官回
家，立志著述去了。

经世致用集大成

读书甬上，怀抱经世大志；
薄游京洛，饱尝人生艰难；
家居十载，潜心学术研究；

衣食奔走，二任书院山长。
《全祖望评传》 的这四句话描

述了全祖望半个世纪的人生历程。
他传承的是清初大家黄宗羲经世致
用之学，加之自己勤奋攻读，而立
之年就博通经史，拥有了自己独到
的学术观点。

全祖望文学的主要部分，是文
集中大量的表彰明末忠义的文章。

“他的精神首先在于他对祖国对家
乡的无限挚爱之情，对那些在天崩
地解之时执著于理想和民族大义的
殉难烈士无限敬仰之情。”为此，
他数十年如一日，奔波于大江南
北，寻访于乡野荒村，探寻和挖掘
那些湮没于世代转换期间感天动地
的英雄和无数赍志而殁的忠魂。一
篇 《梅花岭记》将民族英雄史可法
的精神和节操描绘得淋漓尽致，神
情毕肖。千百年后，人们读之仍五
内俱沸、潸然泪下。

全祖望的精神还在于他秉笔直
书的史德、洞微察异的史识和文采
斐然的史才，在于他融思想家的睿
智，史学家的敏锐和文学家的才情
于一体的知识结构和专业造诣。同
时代的著名学者阮元评价说：“经
学、史才、词科三者，得一足以
传，而全谢山先生兼之。”

全祖望的精神更在于他对事业
的那种挚爱，那种忘我的献身精
神。为获得死难志士的遗稿，他可
以以七尺男子之躯，长跪在志士后
人的门前，仅仅是为了获得这些志
士的作品，将他们的事迹和精神传
之后人，付诸史集。为了获得久觅
不得的文稿，他可以倾家荡产，友
助之资，欣然换之而无顾米断薪
绝。

公元 1755 年，这位史学巨匠
安静地躺在南郊王家桥苗圃南端

（今为海曙区恒春街南侧）。虽然生
命只有短短 50 载，但全祖望一生
笔耕不辍共写书 30 多种 400 多卷，
例如众人皆知的 《鲒埼亭集》 38
卷 、《外 编》 50 卷 、《诗 集》 10
卷、《汉书地理志稽疑》6卷、辑补

《宋元学案》 100 卷、《全校水经
注》 40卷并补附 4卷……可谓著作
等身。这些诗书用力极深，文采斐
然……不仅令全祖望被誉为继班
固、司马迁之后最有文采的传记史
家，更成为继黄宗羲、万斯同之
后，浙东又一史学大柱。

融贯古今话先哲

全 祖 望 一 生 强 调 “ 经 世 致
用”，其实事求是、锐意创新的变

革精神和治学理念，数百年来并没
有静悄悄地沉睡在历史里，而是随
着时间的推移，伴着潺潺南塘河
水，穿过海曙境域，灌溉滋养着一
代代浙东文人。而浙东文化里务
实、创新的精神和重商、重民本的
思想，经过不断锤炼提升，终于迸
发出巨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形成
宁波经济社会发展独特的“文化软
实力”。

9月 28日下午，第二届全祖望
文化节系列活动之“全祖望学术思
想与当下现实意义”高峰论坛举
行，20余位国内专门从事浙东文化
研究的专家、学者，结合全祖望学
术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探讨对当
下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传统文化传

承的现实意义。
“全祖望研究的范围极广，历

史地理是他的长项。”中国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锐当天拿
出了他对全祖望 《汉书地理志稽
疑》 的研究成果。“秦始皇当年所
置的 36 郡，是否包括内史？对此
前人有多种说法。全祖望果断将
内史从三十六郡中剔除。他认为
内史之所以不包含在三十六郡之
中，是因为要突出京师的帝位。
按现在的话解释全祖望的观点就
是：首都是直辖市，地位尊崇，
不能包含在各省之中。”吴锐说，
全 祖 望 这 一 观 点 对 后 世 影 响 很
大，被广为采用。在吴锐看来，
正是全祖望秉笔直书的史德、洞微

察异的史识，才成为中国学术史上
唯一一个仅仅以乡邦文献这样狭小
领域的研究而跻身于全国史学大家
之列的史学家。

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黄圣
修则从全祖望的 《黎洲先生神道碑
文》 来研读全祖望的治学精神。

“长久以来，全祖望 《梨洲先生神
道碑文》一直是研究黄宗羲生平与
学术思想的重要参考文献，它对后
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黄圣修
说，作为浙东经史学派的重要成员
之一，全祖望虽然未能亲自受业于
黄宗羲，却终身私淑服膺，并以继
承黄宗羲的学术为志业。正是因为
能够“知黄氏之学”，并将学术、
情感与个人际遇融入文章之中，才
使得 《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能够流
传于世，并为学者所重。

“浙东学术是浙东学人对经世
致用精神的践履，宁波帮推动中
国 的 近 代 化 发 展 即 是 其 中 的 代
表。”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的
黄 文 杰 说 ， 建 设 “ 东 亚 文 化 之
都”，宁波人应当有自身的文化
自信，浙东学术以自主开拓的精
神和基于实干的实践取向，以胸
怀天下的高远志向建树了自身在
中华文化格局及至东亚文化圈中
的 地 位 ， 全 祖 望 即 是 其 中 的 代
表。

活化保护重传承

雨中，桂井巷口，一尊衣袂飘
飞、静默伫立的全祖望雕像，时常
会引来路人驻足；与其遥遥相望，
坐落在洞桥镇沙港村的全祖望故
居，如今也已修旧如旧，接待了一
批批敬仰先哲的参观者们。

活化保护，让每一尊雕像延续
精神，让每一座故居承载思想。作
为宁波的历史文化名城核心区，海
曙区一直以来十分重视对海曙历史
文化遗产的挖掘、保护和传承，尤
其是对名人文化不断地进行梳理和
挖掘，逐渐积淀为海曙历史文化的
核心内涵，成为今日海曙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一种独特的文化力量。

仅以对全祖望学术思想文脉的
挖掘、保护与传承为例，海曙区近
年来持续不断，开展了大量卓有成
效的工作。

2008年，海曙出资全面修缮全
祖望墓园，并借助墓园落成契机，
与中国社科院历史所联手，共同举
办了“全祖望与浙东学术文化国际
研讨会”，除了开展学术研究之
外，海内外专家、学者及全祖望后

裔代表和海曙区党政干部、各界代
表还一起参加了全祖望墓公祭活
动。

2013年，海曙续修全氏族裔宗
谱，异乡游子族人纷纷出资相助，
极大地完善了全氏历史和姓氏文化
的内涵。沙港村全氏后人和旅居外
支的代表，一起读祭文、诵家训、
拜揭谱、修家谱、衍世传谱，纪念
先祖，弘扬全祖望的治学精髓。

2015 年 10 月 ， 洞 桥 镇 首 届
“乡愁”全祖望文化节启幕。镇党
委、政府将对名人文化的保护和活
化开发作为一项大事来抓。镇党委
负责人说：“全祖望曾在 《桓溪旧
宅碑文》中，将故里描绘为‘溪上
盛时，碧瓦朱甍，翚耸鳞比，望之
如神仙居’，可见洞桥自古山水秀
丽，人杰地灵。”当年，经过两年
修缮扩建的全祖望故居如期对外开
放，三间两弄格局的小楼干净简
洁，石刻窗透出明媚的光线。在三
间正屋里，36 块图文并茂的展板，
回顾了先贤的生平及著作成就，参
观者驻足细读，顿觉这狭小空旷的
屋内遍布光华。

今年，近 80 名来自全祖望故
里——洞桥镇的学子游访月湖，聆
听月湖街道镇明中心小学学生讲述
全祖望治学竹洲的故事，开启城乡
学子的全祖望文化之旅，将文化传
承的种子根植在孩子心中……

而连日来正在举办的第二届全
祖望文化节，更成为海曙区行政区
划调整后举办的第一次以传承弘扬
地域特色文化为主题的全国性文化
活动。在跨度将近一个月的活动
中，不仅有高端的学术论坛、全祖
望诗会，也有接地气的全祖望故事
会、祖望之乡戏曲文化展演、书画
作品展等，“全方位、立体地呈现
全祖望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既
展示了‘千年洞桥，祖望故里’的
文化魅力，也让广大市民进一步了
解浙东学术文化和全祖望的学术思
想对当下的现实意义。”区文联负
责人表示。

“加快推进‘文化+’融合发展
的战略举措将进一步擦亮新海曙的
文化品牌。”海曙区委宣传部负责
人表示，在海曙，全祖望、张苍
水、冯孟颛等文化名人不胜枚举，
这些都是海曙孕育、生发的历史文
化瑰宝。行政区划调整后的新海
曙，将进一步以全域化的视角来审
视和把握区域内独特的文化资源，
坚持保护、开发、互动并举，做强
历史文化名城核心，通过文化软实
力的提升，进一步为区域综合竞争
力的提升提供强大的文化支撑和精
神支持。

月湖畔走出的“史学大柱”
——海曙区挖掘、保护与传承全祖望学术思想纪事

续大治 张黎升

第二届全祖望文化节开幕式暨全祖望诗词朗诵会第二届全祖望文化节开幕式暨全祖望诗词朗诵会 毗邻月湖的全祖望雕塑毗邻月湖的全祖望雕塑

全祖望故居

全祖望编撰的《鲒琦亭集》 （本版摄影 忻之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