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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文化
XIANDAIJINBAO

影印《（嘉靖）宁波府志》
一场跨越450年的文脉抢救

近日，金报刊发了天一阁将出版《（嘉靖）宁波府志》的新闻。文章刊登后，关于这本宁波志以及背后的人、时代背景引来广

泛关注。本期副刊就拨开层层历史迷雾，讲述这本《（嘉靖）宁波府志》相关的那位四川来的知府，以及出生于宁波古林镇的主

编，讲述他们身上发生过的精彩的故事。 □金报记者 朱立奇

【发起者的故事】
修天封塔建东津浮桥
四川来的知府兢兢业业

翻开清乾隆年间的《威远县志》，可
以查到一位名叫周希哲的明朝官员。

周希哲，字叔愚，号迪斋，四川省威
远县南乡人，生卒年月已经无法考证。在
明朝嘉靖年间，周希哲先后考上举人进
士，成了进士就有了做官的资本。

根据明中央的指派，周希哲先出任
了江南安庆府第十三任知府，所谓的江
南安庆府就是现在安徽省的安庆市，在
干了几年后，来到浙江宁波府担任了第
44任知府。从担任宁波府志开始，周希
哲与宁波的故事就拉开了帷幕。

公元1557年，明嘉靖三十六年七月
（农历），台风来袭，狂风暴雨将天封塔的
塔顶掀翻，塔尖直坠地上。周希哲，这位
来自四川的知府，迅速组织宁波的能工
巧匠和工程队，对天封塔进行全面整修。

除了修缮天封塔，周希哲还敏锐地
发现，被三江环绕的宁波府，各个区域来
往不太便利，在他的力主下，修建了一座
名为东津的浮桥横跨于大江之上，此桥
的位置就是今天的灵桥。

晚清宁波文人袁尧年有一首“东津
浮桥行”，就是描写这座桥的具体情况。
诗中云：随波上下无寸罅，道平如砥履孔
跫。内既坚致外观壮，长鲸驾浪虹互空。
虽然历史上还有不少名人对这座桥有过
修缮，但周希哲在其中的功劳是不能抹
灭的。

最终因为经济问题
在天津任上被弹劾罢官

时间来到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
由周希哲发起，宁波退休官员张时彻所
编纂的《宁波府志》（明）四十二卷刻板付
梓。

故事到了这里，原本是大团圆的结
局，可造化弄人。就在周希哲主编宁波府
志十年后，随着嘉靖皇帝的过世，其子隆
庆继位，周希哲也随之调离鱼米之乡的
宁波，前往天津担任兵备道道台。

明《穆宗实录》对周希哲“职业生涯”
有着最后的记述：隆庆4年（1570）8月9
日，巡按御史傅孟春，参劾天津兵备副使
周希哲“被降调时，临行索取县官银两”，
穆宗圣旨批示“周希哲罢斥”。

由于经济问题，周希哲先是被弹劾，
最终止官于天津兵备道副使这个职务上
（正三品衔），可谓是晚节不保。被罢斥后
的周希哲，在历史就没了记载，因此他的
出生和去世具体年份也无法考证，就此
隐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而主持修建东津浮桥行和修缮天封
塔，则是周希哲在宁波担任地方官员时
留下的一份努力，他的努力也配得上“多
有政声”这四字的评价吧。

【府志重生记】
从发现到补全
花了15年时间

1965年春天，天一阁前辈骆兆平先
生去城西调查文物时，在郎官第张家老
宅中，无意中看到了包括《嘉靖宁波府
志》在内的许多尘封古籍。随即，古籍的
主人张孟契先生代表崇本堂张氏家族，
将1392册全部捐献给了天一阁，由于捐
书没有达到10000册，没有单独编目。

改革开放后，为了补齐志书，天一阁
相关同志四处奔波，到处访书。经过数年
的走访，于1980年得知浙江图书馆藏有
《（嘉靖）宁波府志》天一阁所缺部分，于
是专请南浔桂宝楚先生补抄，至此终成
全志。

在影印的《（嘉靖）宁波府志》前言的
最后一段，如此写道：天一阁在时隔四个
半世纪之后，重新影印此书，一则为了馆
藏书籍化身千百，传播于世，藏以致用，
助力宁波城市社会经济文化建设，二则
为了名城宁波、书香宁波文脉，传承以示
不忘前辈初心，向本帮前辈致敬。

至此，跨越450年的一本传奇地方
志的故事，即将告一段落。书香宁波，文
脉传承，在这个故事中就能体现出来吧。

【主编人的故事】
小叔叔跟着大侄子读书
把官做到了南京兵部尚书

《（嘉靖）宁波府志》，真正主编的是
宁波人张时彻（时称鄞县）。

张时彻出生在明孝宗弘治年间（公
元 1500 年）布政张家潭村，现在该村隶
属于宁波市古林镇。年少时，张时彻跟着
张邦奇学习。张邦奇是张时彻的族侄，年
纪上却是侄子比叔叔大16岁，这个反差
在当时乡间也并不罕见。更重要的是，张
邦奇与王阳明私交甚好，堪称是非常要
好的朋友。

明正德十五年 (1520)，张时彻中了
举人，嘉靖二年(1523)中进士，23 岁就
中了进士，那时候的张时彻可谓是风光
无限。可进入仕途后，张时彻才发现，原
来职业生涯与念书时候相比可谓是艰
辛异常。

官场中的张时彻，先后数次起落。第
一次他担任按察副使督江西学政，在古
代这个职务可是个“肥缺”。

可张时彻却因为“简汰甚严”遭当地
的官员和师生记恨，有一天孔夫子庙突
然起火，痛恨他的人迅速以此为借口弹
劾他，朝廷将其罢免。

此后，张时彻复出，被妒忌遭弹劾，
再复起，因得罪嘉靖皇帝被降级。终于，
历史来到了嘉靖33年，在倭寇屡屡侵犯
东南沿海的当口，出生于宁波的张时彻，
担任了南京兵部尚书。在职务和头衔上，
达到人生巅峰。

厌倦官场争斗辞官回乡
最后20年全部用在写书上

好日子没过多久，第二年7月，一小
队倭寇跑到了南京城下，张时彻下令关
城三日，严防死守。这个决策，又使得御
史们弹劾，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也来告他
的状，年近六旬的张时彻彻底厌烦了官
场的争斗，辞官回到家乡宁波。

回到家乡后，张时彻开始全力著书
立说。退休两年后，当时的宁波知府周希
哲，找上门来，两人通力合作，这本传世
的《（嘉靖）宁波府志》终于大功告成。

经过估算，回乡那一年的张时彻在
57岁，去世是在 77岁，人生最后的 20
年，他把对家乡宁波的爱，全部用在了书
上。

除了《（嘉靖）宁波府志》，张时彻还
主编过《定海县志》，自己的著作还有《张
司马集》、《芝园定集》、《东沙史论》、《四
明风雅》、《明文范》等。

更令人惊讶的是，作为一名通过科
举做了大半辈子官员的儒生，张时彻竟
然还编了一本医学著作，取名为《急救良
方》。全书共分五绝死、虚劳诸风、伤寒时
疫、中诸毒等39篇，全面阐述了当时急
救的一些方式方法，时效性颇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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