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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一座城市都有它的历史，追溯这一历史常常是一件颇能令人兴奋的事情。
就一般人而言，城市给他们的印象是一个空间的概念。
或者是地图上的一个点，边上标着这座城市的名字，人们可以通过读图知道它的方位、交通，它与周
边城市的关系以及大概的地貌特征，比如哪一条河流或者大道从它边上经过等等；或者是眼前的一批
巨大的建筑群，以及这批建筑群的组织秩序，比如街道、社区、公共设施，商业、居住、文化、政治
等功能分区，诸如此类的城市实景，更加强了人们对于城市空间性的认识。
总之，城市的空间性在一般人们的印象里是鲜明的。
    本书主要讲述了宁波老城的历史，讲述其沧桑往事，描绘其市井风情，让人魂系梦牵，欲说还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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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时奋，作家，画家。
1949年生于宁波毕业于杭州大学中文系，有各类作品1000余万字发表，屡获全国及省市奖。
主要作品有散文集《屋檐听雨》、《一半秋山带夕阳》、《随风飘散》，传记文学《凡高画传》、《
天才的交锋》、《八火山人画传》、《扬州八怪画传》、《徐渭画传》，文化学术著作《重读中国历
史》、《市井》、《创世纪第20章》、《走向统一的帝国》、《地中海的秩序》、《金融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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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章  城市史前的城市  一、到底有没有“堇子国”，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悬念，这个悬念的破译时
间仿佛越来越近。
  二、河姆渡意味着什么，她是宁波城市的母亲吗？
  三、越人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形成过三座雏型城市，为“郡县制度”的秦王朝奠定了行政框架的基础
。
  四、三座雏型城市都在寻找着同一个目标，寻找作为地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真正城市的形成
，寻找着这第一章  城墙：传统城市的标志  一、乱世筑城，重大工程出于防御的无奈，世上的许多伟
大创举常常是被逼出来的。
  二、城垣画角听风铃，敌楼月色衬柳荫。
  三、有没有雅兴，让我们到当日的子城里去走走看看？
  四、毁城、建城，这都是有原由的，要不然谁会去做这种笨重的蠢事？
真正有地方特色的倒是那座市舶门，这是中国最早的海关。
第二章  河是城市的骨架，水是城市的血脉  一、有了水，才能养人，才能形成城市。
  二、当时的宁波城比威尼斯还更像一座典型的水城。
  三、月湖，集中表现了城市的水景，成为公众的乐园。
  四、摇啊摇，摇到外婆桥。
第三章  城市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城市“风水”：城市格局的基调，市民生存的舞台支点  二、“坊市
制度”及其瓦解后的城市生活。
  三、城市，“三百六十行”的精彩世界。
  四、商贸航运的东城，文化人居的西城。
  五、城里的官员们在哪里上班？
  六、近代生活的开始。
第四章  一座充满真诚信仰的城市  一、佛陀世容，梵宇丛林。
  二、西方宗教丰富了老城的信仰色彩。
  三、社火，炽热的民间信仰，宁波的土著宗教。
  四、庙会，为了信仰，更为了自娱。
第五章  城市主题：战争与和平  一、边防与城防相结合，这是宁波历代守军的共同使命。
  二、以城市为目标，实施越来越细致的防御。
  三、  保卫宁波，为和平而战。
  四、以和平的名义，迎接新时代的黎明。
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宁波老俗>>

章节摘录

一、到底有没有“堇子国”，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悬念，这个悬念破泽的时间仿佛越来越近。
翻开史书，追溯宁波城市的前身时，有一句话常常被人提到，却又常常被人忽视。
这句话就是“夏有堇子国”。
也就是说，古人传下来的话里，认为宁波的最早起源，是一个叫做“堇子国”的神秘古国。
也因此，有人把宁波城市最早的前身“鄞”，看作是“堇”加“邑”的合体字，是“堇邑”两个字的
合写。
邑，这是人口聚居的地方，或者说，这就是城市。
“夏有堇子国”，这是宁波城市对于自身发源的模糊而动人的传说。
一直有人认为，宁波这座城市最早的起源就是夏代的“堇子国”，正如任何一种得以流传的说法都有
它们值得流传的价值一样，堇子国或许正有未被发现的价值。
但是另一个思考又影响了对于“堇子国”存在的可能性的判断。
“堇子国”，顾名思义那是一个国家，在宁波这样的一个地方产生一个原始的国家，有可能吗？
是的，这句话的荒唐，正如在1970年代前人们听到“宁波可能是中国文明的一个源头”这个说法一样
，以一般的历史知识而言，这种想法本身就是无知识的表现。
然而，河姆渡在70年代的发现，使荒诞不经变成了令人瞠目结舌的现实。
然而当时并没有人再深问一句：那么，“堇子国”有可能存在过吗？
没有人追问，那是因为当时被“科学化”了的人们一直以为历史的神奇传说多半是“唯心主义”的臆
猜，岂但是堇子国，就是历史典籍中多次提到的“古国”，长期来也被认为是古籍里的荒诞不经的记
载，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关注。
比如《左传·哀公七年》中提到“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尚书·尧典》提到“协和万
国”，《战国策·齐策》提到“古大禹之时，天下万国”，《齐策》也提到“古者四海之内分为万国
”等等。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非常短暂，而中国人尤其相信白纸黑字的历史，人们无法想象在有文字记载之
前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天下万国”的炽烈时代。
正如我们曾经说到过的，一种流传下来的说法，肯定有流传的价值依据。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掘证实，距今4000-5000年前，出现了新石器时代“满天星斗”般的方邦古国
，“天下万国”正是对这段历史的集体无意识的记忆。
从内蒙古清河县的岔河口遗址，到湖南澧县城头山遗址，从仰韶文化不断发掘出来的古城堡，到中原
龙山文化大批出土的城邦古国遗址，人们不但发现了方形或近方形“城”，而且发现了双城并列连体
的复合城址，成为后来宫城和外廓城的雏型。
这时期的许多城堡，城内的布局已经有明确的区划，划分出显示政治权力的宫殿区，有的地方已经发
掘出宫殿的遗址；此外还有奠基和祭祀的遗存，有的还有手工业区和墓葬区。
在这些城堡里，有一些面积大、功能全、设施规格高的城堡，它已经超越了军事要塞的单一意义而成
为集政治、经济、宗教于一体的综合功能，应该是当时的“王都”。
“天下万国”的古国时代，正是从原始宗族聚落向着统一国家的文明新时代迈进的过渡时期。
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中国北方，发生在今天的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甚至东北的辽河平原，至多
在湖北境内那算是离长江最南的北方地区了。
那么在真正的江南，在以前被中原人认为是蛮荒的东南沿海，也就是像宁波的这样地区，“夏有堇子
国”会是事实吗，它会产生只是古人们的人云亦云的瞎起哄？
就在宁波的邻居杭州余杭的莫角山，1999年至2000年间，考古学家居然在那里挖掘出一座完整的良渚
古国城邦。
人们已经发现了由土墙、濠沟构成的城池，也发现了由宫殿、王陵(反山大墓)和祭坛(瑶山)所构成的
完整的“巫政合一”结构元素，还发现了汇观山墓葬群和东、西部的村落。
这一切，组成了迄今发现的最为完整的“方国”建筑群。
这个古国分布的面积有10平方公里，而整个“方国”遗址约为40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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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在反山和瑶山遗址，都发现的玉钺和玉琮。
“钺”是王权的象征，而神人兽面纹的反山大琮，更是沟通天神的“国王特权”的宝器。
莫角山离宁波那么近，它会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堇子国”呢，或者说宁波的“堇子国”是否是与杭州
的莫角山良渚古国同时存在的另一个古国呢，难道莫角山良渚古国仅仅是一个城邦的“孤岛”，那么
河姆渡人的后裔在“天下万国”时代又有什么作为呢？
一切都为人们提供了可以丰富联想的可能。
多少年来，关于“堇子国”的传说和追寻一直没有中断，只是没有现实的依据而让人感到确实有一份
荒诞。
现在，“堇子国”同时代的莫角山方邦古国终于掀起了面纱，这怎么不令人再次想到“堇子国”而激
动不已呢？
如此重大的发现，正遇上了万众欢腾迎接新世纪的日子，很显然，因为它的历史性的主题，不能充分
表达当时人们对于新世纪到来的那种浪漫憧憬的热情，莫角山在这个时候掀起它神秘的面纱，反而节
外生枝，很不是时候。
于是，除了非常狭窄的专家圈子，没有人知道莫角山古国遗址存在的重大意义。
一座远古的方邦古国，并没有因为被发掘而名垂天下，它继续被淹埋，淹埋在专家的档案柜中。
很显然，它也不可能在宁波土地上再一次唤起对于“堇子国”追寻的热情。
“堇子国”这一座被传说着的宁波土地上最早的城邦古国和原始城市，它依旧是一个悬念，只不过破
释这一悬念的可能，已经现实地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尽管它与以后的宁波城并没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但是它是这一地域筑城史的源头。
我们现在已经有理由把这个问题理直气壮地提到学术界的面前了：“到底有没有堇子国？
专家们，请你回答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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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关于宁波城市的历史，已经出了不少书，之所以还要写这么一本，作者自信有写作的价值。
以往的书籍多是从历史学的角度锲入，这一次更多地从文化学的角度，因为这是《老宁波丛书》的其
中一本，同时要承担将城市的大略简要地叙述一遍的任务。
也只能述其大略。
有许多文化性的事物在宁波这座城市中渐渐地消逝了，有价值的东西令人怀念。
有些东西已经不可能作为一种物质存在了，但它可以用精神的形式留存，这种精神的形态也就是文化
的形态。
这本书里的许多史料是大家熟知的，但是对于它们的文化意义的认识则未必知晓；有许多史料以前很
少用到，但当它放到某一个逻辑框架中的时候，它的新的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因此我相信，这本书还是可以读读的。
当然，有许多观点只是作者的一孔之见，希望抛砖引玉。
当更多的人来关心宁波已经失落和正在失落的“老宁波文化”的时候，这种文化将再生、将升华，这
正是我们所企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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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城市史的概念，立刻让人们对城市建立了一个时间的坐标，它提醒人们，城市是一个生命体，它
也在时间的变异中成长着，变化着，就像一棵老树，我们可以通过阅读它的年轮来了解它的经历。
城市也有它的年轮，也有它的经历，这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城市史。
《宁波老城》讲述的不是一般的城市史。
全书从各个角度来阐述这座城市的各种历史，这一本书，将更像一本“城史”，城——它的防御设置
，它的功能布局，城内的交通水系，经济文化政治中心的形成与变异，包括消防、医疗、教育等公共
设施的形成与发展——这一切，它们在发生、发展的过程中，都有它们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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