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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塘老街重建的城南书院。（祝永良 摄）

月湖竹洲，千年前楼郁讲学之地，今为宁波第二中学。
（祝永良翻拍自宁波博物馆）

他开四明讲学之风，是推动宁波教育和学术发展的先驱人物。他被王安石尊为贤者，并询以治县之

道。他以培育英才为己任，一时名士俊杰皆立其门墙。他为明州造就了一大批富有真才实学的儒学人才，

为浙东学派诞生奠定了根基，同时也奠定了宁波作为文献名邦的基础。

他就是甬上楼姓始祖、北宋著名教育家楼郁。

宋仁宗庆历初到北宋末，宋政府先后掀起三次大规模兴学运
动。同时，汉唐以来繁琐的章句注疏之学遭到士大夫群体排斥，
直寻经典本义、探求经典义理的治学之风兴起，形成注重经世致
用的宋学特征。陈寅恪在论述文化的发展时说：“华夏民族之文
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这样的社会背景
下，明州的文化教育事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

宋庆历七年 （1047 年），王安石知鄞县。他一到任上，就发
现鄞县民间存在一些匪夷所思的习俗。他曾写下 《闵习》 一文，
记录鄞人“父母死，则燔而捐之水中”，意思就是子女将父母的
遗体焚烧后扔到水里。如今“海葬”是一种绿色环保的生态葬
法，但在当时，特别是大力倡导孝道的宋代，这是严重违背“先
王之道”的陋俗。

王安石认为，要教化百姓，培养人才，就必须兴教办学。他
在 《慈溪县学记》 一文中提出“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故学不
可一日而亡于天下”和“教化可以美风俗”，意思是道德教化可
以使风俗更为淳厚朴实，天下每日都离不开政治教化，因此不可
以一日没有学校。

王安石将唐元和年间建于县东的先圣庙改建为县学 （位置在
今海曙区县学街 90 号）。为了倡导重教好学的风气，他请来五位
大儒进城办学。这五位大儒，分别是楼郁、杨适、杜醇、王致、
王说。据宋濂 《宋学士文集》 卷二十八记载：“昔在宋时，桃源
王应求 （指王说） 亦鄞人，同季父致 （指王致，与王说为叔侄）
招楼郁、杨适、杜醇诸公，因就妙音院立孔子像，讲贯经史，倡
为有用之学，学者宗之。”可见这五人是当时明州地区教育和学
术的中坚。他们各创书院，收聚生徒，致力于儒学传播、民生教
化，史称明州“庆历五先生”。

“五先生”以教育为主要职业，或开书院，或执县学、郡学
讲席，培养了许多人才，创造了极为强烈的地域人才聚合效应。
王应麟在 《先贤祠堂记》 中评价，“明自唐为州，文风寥寥”，到
了宋代庆历年间，朝廷开始重视地方教育，诏令州县设立学校。

“山林特起之士”，即来自民间的杰出学者，他们或授业乡间，或
传道巷陌，宣扬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儒学思想，传授经史“有
用之学”。在他们的努力下，一批批学识渊博，品德纯良、笃厚
的人才脱颖而出。明州文教的昌盛，是“五先生之功也”。

“五先生”中，楼郁是唯一的进士及第者。
楼郁 （1008 年—1078 年），字子文，原籍奉化，宋仁宗天圣

年间迁居鄞县。因居城南，故自号城南；居月湖边，学者称其为
西湖先生。王安石曾写下 《与楼郁教授书》，信中，他尊楼郁为
贤者，谦逊地向他请教治县之道，希望楼郁能指出自己的不足，
帮助自己治理好地方。王安石还对楼郁的学识和品德给予高度评
价：“足下学行笃美，信于士友，穷居海濒，自乐于屡空之内，
此某所仰叹也。”称赞楼郁学识渊博、品行高尚，深得士友信
赖；虽身处偏远海滨、生活清贫，却自得其乐，这样的品德和境
界令人敬佩。

南宋丞相史浩在 《四明十二先生赞·西湖楼公先生》 一文中
赞扬楼郁：“公以是教，作成吾鄞。逮今士子，儒学彬彬。收功
贻厥，世有显人。”对楼郁推行儒家教育，使鄞县成为儒学文化
高地推崇备至。楼郁的五世孙、南宋学者楼钥更是自豪地说：

“吾门自高祖先生以儒学起家，衣冠六世，仕者以清白相传，学
者以诗礼相勉⋯⋯先生以古道为乡里师表，一时名士咸出其门，
儒风蔚然。”

在楼郁等的影响下，读书应举成为明州士人的共同追求，四
明地区逐渐激荡成为一个文风鼎盛之区。

名冠“庆历五先生”

四明楼氏的远祖可追溯到楼郁的爷爷楼皓，南宋藏书家楼钥
《攻愧集》 卷八十五称楼皓“居奉化县，世以财雄于乡”。那时的
楼氏家族可能通过经商等方式，积累了丰厚的家财，是当地的一
方士绅。

楼皓有四子，除了楼杲，其他皆不可考。楼杲笃厚崇德，在
乡里行善，未做官。楼杲育有二子，分别是楼郁和楼郇。

到了楼郁这一代，他将居住地从奉化迁到了州、县同城的明
州，这里是经济文化和教育的中心。楼郁迁鄞转变了家族的发展
方向，成为四明楼氏家族发展史上的关键人物。

宋庆历八年 （1048 年），鄞县建县学，曾在奉化有过办学经
验的楼郁应王安石之请掌教鄞县县庠，后又教授明州州学。五年
后，也就是宋仁宗皇祐五年 （1053 年），楼郁考中进士，成为四
明楼氏的第一位进士。

此后，他担任安徽庐江县主簿、摄参军事等职。上任没多
久，因母亲去世而离职丁忧。丁忧期满后，他觉得当个小官俸禄微
薄，连家人也供养不起，也非自己所愿，于是向朝廷请求辞去官职。
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并授予他大理寺评事和正议大夫的名号。自
此以后，楼郁绝意仕途，以授学为乐，走上职业化教育生涯。

楼郁的讲学之地，最初在城南柳亭，即今海曙区澄浪社区一
带，被称为“正议楼公讲舍”，后迁月湖竹洲，这里如今是宁波
第二中学的所在地。城南的“正议楼公讲舍”，后来被南宋哲学
家袁燮接手，更名为城南书院。袁燮在此授课讲学，名噪一时，
成为明州当时传播理学的副中心。2016 年，有关部门在遗址不
远的南塘老街重建了城南书院。

楼郁喜好读书，“自六经至百家传记之书无所不读，其讲解
去取必富于道德之意，发为词章，贯穿浃洽，务极于理，好著书。”著
有《唐书解题》等。家中藏书逾万卷，其中手抄本居半。藏书楼名“东
楼”。到了南宋，楼钥继承其藏书，对“东楼”藏书“岁有增益”，与同
城藏书家史守之并称为“南楼北史”。

楼郁生五子，分别为楼常、楼光、楼省、楼棠、楼肖。其中
楼常、楼光先后中进士。楼常中宋英宗治平二年 （1065 年） 乙
科，同榜者有舒亶。曾任兴化军知军事、台州知州，官至左朝议
大夫，赠金紫光禄大夫。楼光中宋神宗熙宁九年 （1076 年） 进

绝意仕途乐授学

“庆历五先生”中，以楼郁的弟子最负盛名。
宋代科举制度实行以诗赋取士，故楼郁除讲授经史之学，更

注重词赋的教学。他的几位弟子都是以精彩的赋文一举及第。当
时的秋试在明州谯楼 （即鼓楼） 举行，赴考者有一百多人，但解
额 （参加省试的名额） 才六人。为了不占用本地生源名额，楼郁
让袁毂和罗适赴异地赶考。后舒亶在明州应试，袁毂去开封应
试，罗适则到丹丘 （今台州） 应试，结果三人均获第一名，一时
传为佳话。

楼郁的众多弟子中，优秀者如丰稷、舒亶、俞充、袁毂、罗
适、史诏等。这些弟子为他带来了极高的社会声望。

丰稷，鄞县人。宋仁宗嘉祐四年 （1059 年） 进士。初授亳
州蒙城县主簿、谷城令，为官清廉，人称“清如水，平如衡”。
宋神宗元丰元年 （1078 年） 出使高丽，遭遇海上大风，船只几
乎倾覆，众人惊慌失措，丰稷端坐不动，神色自若，展现出非凡的
镇定与勇气。他在回国后继续得到重用，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
年）官至刑部侍郎。宋徽宗即位后，召为谏议大夫，迁御史中丞，转
工部尚书兼侍读、礼部尚书，因上《崇俭爱民疏》《揭蔡京蔡卞奸邪
疏》等抨击奸党，遭排挤，到越州、明州、常州等地任职。他精书法，
曾书慈溪《永明寺殿记》。近人张寿镛（教育家，刊刻有《四明丛书》）
辑其著作为 《丰清敏公遗书》 六卷。

舒亶，慈溪 （今余姚大隐） 人。青年时期在楼郁处求学，在
“五先生”的弟子中文学业绩最为突出，宋英宗治平二年 （1065
年） 获礼部考试第一名，时年 24 岁。舒亶奉命出使西夏，展现
了他的豪情与胆略。当时边界守军杀气腾腾，舒亶谢绝护卫，单
骑直入西夏，向对方宣示宋廷旨意。西夏将领将钢刀架在他脖颈
上威胁他，舒亶神色自若，慷慨陈词，最终使西夏君臣接受宋朝
划定的疆界意见。他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作为王安石的得力助
手，舒亶为推行新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因卷入“乌台诗案”而
备受争议。

俞充，鄞县人。宋仁宗嘉祐四年 （1059 年） 进士。宋神宗
熙宁初被任命为都水丞，他用汴河沿岸淤泥，为朝廷改造农田 8
万顷。茂州一带的羌人犯境，俞充呈上“御羌十策”。宋神宗遣
内侍官王中正同俞充一起管理羌人。曹村一带黄河决堤，俞充又奉
命前往治理。后来，他被提升为天章阁待制、庆州知州。庆阳的士兵
很骄横，俞充恩威并施，严格约束。庆阳与西夏的边境犬牙交错，每
到收获季节都会遭到掠夺，老百姓大多把田地抛荒，俞充下发公
文，让驻军按时节耕种。有当地人叛逃到西夏，俞充派大将张守约
陈兵边塞，迫使西夏把那些人遣返。一时声名卓著。

袁毂，鄞县人，宋仁宗嘉祐六年 （1061 年） 进士。宋哲宗
元祐五年 （1090 年） 任杭州通判，后移知处州，官至朝奉大
夫。他曾与苏轼同试于开封，成绩居苏轼之前。而苏轼也于元祐
五年 （1090 年） 到杭州任知州，两人既为同年，又为同事，又
雅好诗词，因而相处甚欢。其所撰 《韵类题选》 百卷深得楼钥推
重。

罗适，溪南罗家 （今台州三门县） 人，与舒亶为同殿进士。
他是北宋有影响的水利专家。在江都任知县时，率民众兴修水利
55 处，灌溉农田 6000 余顷，围塘扩种 85 万顷。他调离后，江都
百姓为他立生祠，秦观为他写祠记。提点两浙刑狱任上，他亲赴
黄岩，疏导八乡官河 90 里，沟通大小支流 900 多条，并首创在内
河分段筑堤建闸，控制水量，使 70 多万亩农田受益，当地有

“黄岩熟、台州足”的民谣流传于世。
史诏，四明史氏的奠基人。他是个遗腹子，与母亲相依为

命，从小拜楼郁为师，学有所成后以教书为业。随着家境好转，
母子俩经常接济生活有困难的人家，也经常帮乡邻解决一些矛盾
纠纷。史诏不求功名，无心科考，一心为母亲尽孝，他的文才、
性情、品德受到乡邻赞誉。宋徽宗大观二年 （1108 年），朝廷立

“八行”取士，史诏作为当地的儒家道德典范，受到明州官员的
热忱推荐。但史诏却放弃唾手可得的做官机会，带母亲隐居到鄞
东大田山，耕读侍母，教书育人，此举更是提高了他在明州的声
望。后史诏的儿孙陆续脱颖而出，开创了“一门三宰相、五尚书
七十二进士”“满朝文武，半出史家”的盛况。

除了这 6 人，楼郁的著名弟子还有周锷、黄东、吴矜、盛侨等。
经过以楼郁为代表的“庆历五先生”的悉心经营，四明州县

学风大盛。据宝庆 《四明志·叙人下》 记载，自宋太宗端拱二年
（989 年） 到宋仁宗宝元元年 （1038 年），明州仅出了 16 名进士。
但自庆历兴学后，到宋徽宗宣和六年 （1124 年），明州登科人士
达到 108 人。

全祖望对“庆历五先生”开启四明学风尤为推崇，他在 《鲒
埼亭集》 中说：“五先生皆隐约草庐，不求闻达，而一时牧守来
浙者，如范文正公、孙威敏公，皆抠衣请见，惟恐失之⋯⋯年望
弥高，陶成倍广，数十年以后，吾乡遂称邹、鲁。”认为“五先
生”虽隐于乡野，其学识与品德却远播四方，连范仲淹等人也上
门求教，惟恐错过与这些隐士交流的机会。他们的声望与日俱
增，数十年后，明州也成为像邹、鲁 （指孔孟之乡） 那样的儒学
文化之乡。

楼郁等的教育活动，为明州培养了一批富有真才实学的儒学
人才，为浙东学派的诞生奠定了根基，同时也奠定了宁波作为文
献名邦的基础。

门下弟子皆俊杰

北宋教育家楼郁和他的弟子
祝永良

士，曾任无为州判官，后知畿县，官至承议郎。楼省、楼棠的事
迹不可考。楼肖为楼郁的幼子，一生笃学，但没有中举，以特奏
名补和州教授。

楼郁的孙子楼异，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外交使馆——高丽使行
馆，又造巨舶百艘直通海外。他还将广德湖废湖为田，垦辟湖田
七万二千余亩。楼异之子楼璹创作的 《耕织图》 及诗，包括耕图
21 幅、织图 24 幅，是重要的农业技术著作，被誉为“中国最早
完整记录男耕女织的画卷”“世界首部农业科普画册”。楼异之孙
楼钥官至参知政事，是南宋政治家、文学家、理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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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博物馆内的王安石与庆历五先生塑像。（祝永良 摄）

余姚大隐有座学士桥，初建于宋，楼郁的学生舒亶居
此。 （叶龙虎 摄）

镇明路上的高丽使馆遗址。 （水贵仙 摄）

县学街90号的鄞县县学门楼。（祝永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