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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浙东文化对宁波特色文化建设的影响 

黄义务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浙江宁波 315012) 

摘要: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浙东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也体现了鲜明的宁波地域

特色,是深深烙印在宁波人身上的“文化基因”。浙东文化在明清时期曾对宁波的社会发展起过巨大促进作用,在近

现代特别是当代对宁波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发挥了难以估量的积极影响。本文联系了宁波发展的过程来思考浙东

学术文化思想成果的影响及其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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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文化建设内容的本质规定性和各种条件的总和构成了该城市文化发展的现实基础,它是文化发展的基点。宁波文化

发展的现实基础在于,它具有历史文化内容的先进性和丰富性以及现代文化的现实创造力。具体特色表现在宁波文化是浙东文

化、宁波商帮文化以及海洋文化的融合,是在三者组合基础上的创新,是一种多元化文化组合的结果。其中博大精深的浙东文化

是宁波特色文化的核心,为宁波特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一、浙东学派概念的梳理 

在唐朝,人们往往把浙江以钱塘江为界限,划分出了浙东和浙西两个区域。现在的杭州、湖州、嘉兴等地区都隶属于浙西区

域,而宁波、台州、金华、温州等地方则隶属于浙东。 

在南宋把临安定都之后,浙江逐渐成为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不断的发展中,浙江文化也渐渐的发展成了两大组

成部分---浙西文化和浙东文化。而浙东学派是则是浙东文化当之无愧的集大成者。 

现在学术界所谓的的浙东学派,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种指向。 

一、是指南宋时的浙学,其中也包括金华学派的文献之学、永康学派的王霸之学、永嘉学派的经制治法之学、四明学派的卓

然自立之学和台州学派的气节践履之学等。 

二、指明末清初的浙东学术学派,主要是以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邵念鲁、章学诚等为代表的以研究经学为主,

也兼史学的经史学派。此时的金华学派侧重朱(熹)学和吕(祖谦)学的结合,永康学派讲究的是文章事功之学,永嘉学派主攻的是

典章制度之学,四明学派则是陆(九渊)王(应麟)之学的延伸,台州学派研究的是程朱理学的践履。 

本文所指浙东学派是狭义的浙东学派,指今绍兴、台州、宁波一带学者所发展的学术,盛于明清,源头可追溯至两宋。因学人

籍贯及活动范围多在宁绍地区,地处浙江之东部,故名之。 



 

 2 

浙东的学术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南宋时的“永嘉学派”、“金华学派”,便是清代浙东学派的先驱。清代浙东学派的学术研

究,论者每每肯定其研究史学的成就。如现代学者蔡尚思认为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等清代史学家在中国史学史上的

地位是难以比拟的,值得大书特书。其实浙东学者是在研究经学的基础上,注重研究史料和以通经致用为治学宗旨的。 

清初浙江的学术以钱塘江为界,由浙东和浙西两部分组成。杭嘉湖地区是浙西学者的主要活动地区,如桐乡张履祥、吕留良,

钱塘应撝谦,平湖陆陇其,嘉兴朱彝尊等都是著名学者。浙东学术主要以余姚、鄞县、绍兴、萧山等县为中心,如黄宗羲、朱之瑜、

邵廷采、邵晋涵、全祖望、章学诚、毛奇龄等著名学者。浙东、浙西学术同出明末刘宗周,以经世为目的。但浙西学术主要表现

为表彰朱烹学术,尊朱以经世;而浙东学术则偏重于史学研究,治史以经史。章学诚把这两种不同的学术取向归纳为“浙西尚博雅,

浙东贵专”。 

浙东学术自汉唐开始初步发展,历经宋元、明清各朝,最终在清顺治年间形成浙东学派。在这一发展历程中,先后有王充、虞

世南、吕祖谦、陈傅良、陈亮、叶适、王应麟、王阳明、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等鸿儒的发展,成为在全国

有重大影响的区域性学术派别。尤其是明代王学的崛起,打破了程朱理学在学术界的独尊局面,影响深远。王阳明远承陆九渊的

心本论,近接朱陆合流的趋势,创立了博大精深的王学体系。 

深入研究以浙东学派为代表的浙江学术文化,系统梳理这一渊源于古越、兴盛于宋元明清、绵延于现当代的学术文化脉络,

不仅可以为建设宁波特色文化提供精神文化支撑,也可以为繁荣发展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增添一份厚实的成果。 

二、浙东文化的思想特质及其对宁波特色文化的影响 

浙东学派的学术思想体系非常的庞杂,著作同样也是繁多,其重要学术取向可以归纳为“经世致用”,以经世致用的治学为出

发点,同时也主张要尊重客观规律,他们要求学问必须与百姓的生产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这种较鲜明的思想特色,从古至今绵延于

浙江的大地上,甚至对后世宁波的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思想对于后世的影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开拓创新精神。清代的时候,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都是一批富有创造精神的学者们。他们不仅具有渊博的学识,而且熟

谙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及善于独立思考问题,同时还敢于超越传统,质疑辨异,开创新说。黄宗羲自称:“予注律吕、象数、周

髀、历算、勾股、开方、地理之书,颇得前人所未发。”章学诚则说:“学诚从事于文字校雠,盖将有所发明。”清代浙东学人在褒

贬臧否学界、文坛各色人物时,也多以是否富于独创精神作为重要的评判标准。 

第二,兼容并蓄意识。清代浙东学派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巨大的包容性。该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大力倡导并切实奉行兼容并

蓄、广采博取的治学风格,反对墨守一家、好同恶异的狭隘学风,这种治学精神为黄宗羲等人所继承和发扬,并影响其后继者,成

为整个学派的优良传统之一。浙东学派兼容并蓄的治学风格在文学思想上也有充分的体现。例如,壁垒森严的门户之见,冰炭难

容的派别之争,实为导致明末清初文坛不振的一个重要病根,浙东学派对此现象痛心疾首,抨击起来不遗余力。本着艺术宽容精神,

他们竭力主张打破门户之见,主张不同流派、风格共存同荣。 

第三,博采、求实、重史。浙东文化在发展过程中,还培育了博采、求实、重史等传统,对后世影响很大。自汉时的王充开始,

就大力提倡“实知”、“知实”,同时十分强调学以致用。陈亮则在人们讳言功利的封建时代,理直气壮地高举“功利主义”的旗

帜,反对道学的不务实际、空谈性命。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认为“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主张“知行并进”,在强调道德

行为自觉性的同时,也注重道德意识的实践性,其实质在于提倡力行。清代浙东学派在批判道学末流的空谈时,更是明确提出了

“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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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与民间文化精神的有机契合。黄宗羲思想的形成,和海运、商贸、经济发展较早的宁波社会氛围当有一定关系,反过来

又对宁波人的经商积极性有正面影响。历史上浙东学术大师一再表现出对“工商”的高度重视,就与浙江各地的民间工商文化传

统密切相关,这种“工”和“商”相结合的民间传统,对于关注民生的浙江古代思想家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将浙东传统学术文

化置于民间文化传统、民间社会经济实践的大背景下来研究和考察,深刻把握两者的互动关系,对于深化学术史、思想史和社会

经济史研究,是一项值得深入探究的有趣课题。 

具有鲜明特色的浙东文化传统,是宁波历史文化的宝贵财富,是建设宁波现代学术文化的坚实起点。在这种开放的学术环境

下,宁波人天性也凸显外向的特征。宁波人素有外出经商谋生的传统,俗谚“无宁不成市”。孙中山曾赞誉说:“宁波人对工商业

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此外,影响绵长的浙东学术为宁波人的伦理思想和互助、慈善行为提供了理性基础,尤其浙东学派的公私观、经济观、富民

观、义利观,由于切合商品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多少年来成了工商意识发达的宁波人的文化自觉,从而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传承下

来,强调个性、个体、能力、功利、注重实际成为宁波人文精神的特质。在改革开放的大风大浪中宁波人民能培育出“开拓创新、

敢为人先;克勤克俭、务实进取;团结互助、讲求联合;以德立业、诚信为本”的精神,都是由于文化的创新所带来的。 

总之,影响深远的浙东文化造就了一代代务实诚信、乐善好施的宁波人,曾经深藏书斋的浙东文化,如今正在宁波描绘一幅文

化产业快速发展繁荣的新图景。浙东文化使宁波文化具有了张扬个性的开拓精神、锲而不舍的务实精神、信誉至上的诚信精神

和兼容并蓄的开放精神。这种精神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推动经济发展所必须具备的,因而宁波在新时期的崛起也就在情

理之中。 

三、立足传统文化,建设新型宁波特色文化 

宁波市九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对宁波名城特色做了概括:河姆渡文化的发祥地,唐宋以来我国对外交通贸易的口

岸,浙东文化的摇篮,明清以来反对侵略斗争的前沿,这对宁波的城市文化的一个综合性概括。在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宁波

人民不仅要立足传统文化,更要在些基础上寻找文化新生长点,建设宁波新文化。 

(一)继承发扬宁波传统文化精华,发挥文化的存量优势。 

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宁波形成了丰富而独特的文化类型。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浙东学术文化,以天一阁为代表的

藏书文化,以建于北宋的江南第一楼保国寺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始建于汉晋的上林湖越窑遗址为代表的青瓷文化,以中国古代

四大水利工程之一的他山堰为代表的水利文化以及以著名商帮“宁波帮”为代表的儒商文化,还有丰富的宗教文化、海防文化、

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等等,构成了内容极为丰富又极具个性的宁波地域文化。这一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又不断吸

取中国传统文化之优长;既源远流长,又与时俱进;既深深扎根于本土,又在生生不息中影响着世界;既具有理论建设的勇气,又具

有敢于实践的品质;既立足于中国正统的儒家文化背景,又具有批判性和前瞻性,特别是从明清以来总是走在时代的前列。但近代

以降,这块土地逐渐变为“经济热土”,经济功利性有所增强,而文化含量有所流失,文化品位有所滑坡。为此,对这些文化遗产一

要保护,二要研究,三要利用,四要建设。要号召人人都来爱护、积累文化。 

在挖掘宁波文化的“潜在优势”方面,一是要扩大宁波文化的内涵与外延,在文化建设上要有开放性眼光:宁波文化不单指本

乡土的文化,更是涵纳其所属的文化大系统—吴越文化系统。从地域上说,宁绍同属浙东文化圈。早在 30 年代,甬藉上海商界巨

虞洽卿的轮船公司打的就是宁绍的旗号,更何况史上绍兴也是王阳明、黄宗羲等学者进行学术活动的主要地区。文化与经济一样,

有着地域上的相近性,互通性。宁波要树立走向世界的文化象,应在打出藏书文化等旗号的同时,打出“宁绍文化”(大禹文化、

兰亭文化、鲁迅文化)的旗号;二是应重视挖掘以往注意不多的“潜在”传统文化,如海外交流文化(包括在日本影响广泛徐福文

化与朱舜水文化)、流传于全国及东南亚各地的梁祝文化、独一无二的上林湖青瓷文、唐诗之路文化、古建筑文化、古石刻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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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币文化、民间工艺文化等等,并加以建设、光大,丰富今天宁波的文化宝库;三是重视对包括镇海口抗敌史迹、四明山根据地文

化、港口创业史在内的革命文化的研究和挖掘。 

(二)寻找文化新生长点,建设宁波新文化。 

选准宁波有代表性的文化载体,以此作为文化新生长点。现今广场文化、足球已成上海文化的载体,那么宁波的文化载体是

什么呢?我认为藏书文化可以成为宁波文化载体,而且极有可能成为下一世纪宁波文化的新生长点。历史上这块土地藏书风气很

盛,藏书家代有名人,除范钦的天一阁外,南宋以来还有楼钥的“东楼”、范大澈的“卧云山房”、全祖望的“双韭山房”、黄宗羲

的续钞堂、郸县冯贞群(孟撷)的伏附室、镇海张季言的樵斋、孙定观的蜗寄庐以及万卷楼、花崖书院、抱经楼、清防阁等,被世

人誉为“藏书之乡”。余秋雨一曲《风雨天一阁》,更使宁波藏书文化名噪天下。我们应借“南国书城”兴建、开放的东风,大力

弘扬藏书传统,努力建设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现化藏书楼;将公共藏书与民间藏书有机结合起来,相互促进,藏之以读、藏之以用、

藏用结合。一方面用以积累文化,另一方面提高城市文化品位,以期成为未来宁波文化新生长点。 

文化是综合国力,是城市的灵魂和标志,又是城市的综合竞争力,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城市之间的竞争,既是经济的竞

争,又是文化的竞争,城市文化资源、科技力量、人才队伍更是竞争的重要内容。先进的文化起到凝聚城市现代建设各方面力量

的作用,能够最佳组合各种城市资源,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才队伍的积极性、创造性,快捷有效地将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形成强

大的竞争优势和文化力。珍惜和保护城市文化,发展城市特色,这是每个城市领导和市民的神圣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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