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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永嘉场”地域文化研究：以明代永嘉场为考察中心》是海内外首部以明代永嘉场为考察中心
系统地研究永嘉场地域文化的专著。
不但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了永嘉场地域文化的特色，而且初步总结和探讨了明代永嘉场地域文化崛起的
原因，并围绕明代四大家族，即李浦王氏、普门张氏、英桥王氏、七甲项氏家族的代表人物，考察其
生平历履、宦绩学业、文学成就，以及对明代政治、文化的影响。
《“永嘉场”地域文化研究：以明代永嘉场为考察中心》还首次提出“永嘉场学”的观念，认为随着
永嘉场地域文化研究的深入广泛，有望形成永嘉场学，成为温州学的重要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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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方坚铭
男，1972年生，浙江温州人。
1998年考入浙江大学中文系硕博连读，2003年毕业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
现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参与和主持省、部级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数项。
在《文学遗产》及其他刊物发表过数篇文史论文。
已出版二部文史专著，合编数部教材，获得若干奖项。
专著《牛李党争与中晚唐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获2011年浙江省高校科研成果一
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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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滩涂淤积，使瓯江南岸的岸线不断地外推，而永强平原的土地面积亦随之扩大，至今仍在
扩展中。
“南宋乾道年间（1165—1173），瓯江南岸岸线已到达今龙湾区的永中镇、普门以东，此两地均已建
村（分别据乾隆《永嘉县志》卷14、嘉靖《温州府志》卷5）。
到了明代嘉靖年间（1522—1566），在南起一都长沙、北至沙村之间兴建长达4619丈的海塘沙城，并
在海塘内侧建宁村所、沙村、长沙、七甲、九甲等寨堠，以防备倭寇的登陆（乾隆《温州府志》卷8
），此条岸线比南宋干道岸线整整外推了两三公里。
清朝雍正（1723—1735）以后，滩涂的淤积进一步加速。
” 在今天的瓯江口，有多个因沙滩堆积而成的岛屿，最大的是面积25平方公里的灵昆岛。
灵昆岛形成基本是在明代至民国间。
“灵昆岛原来是江中两个名叫单昆、双昆的孤山，单昆在东北，双昆在西南。
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在二山面向海洋的东侧已淤积成二片滩涂，百姓在此垦田数千亩（乾隆
《永嘉县志》卷2）。
到了清光绪年间，两个沙洲已经连成一片，此后沙洲向东扩张，到1949年以前其面积比以前又增加一
倍，而且岛南侧还不断有沙洲涌出，以至影响了轮船的航行。
” 永强有不少以“岙”名之的地名，“从大罗山南起海城街道至状元镇有东岙、郑岙、南凰岙、钟桥
岙（岙底）、白水岙、戴家岙、双岙、范家岙、北凰岙、山西岙、西台岙、干岙、田岙、大岙，及黄
石山的金岙、上岙、吴岙、沙岙儿等”。
这也是这里过去曾为汪洋大海的证据。
 什么是岙呢？
“岙，为山中深奥处；河湾可泊船处。
浙江、福建沿海一带称山间平地为‘岙’。
龙湾的岙大抵为海湾可泊船处。
” 永强不少以“岙”名之的地名，这些往往是先前先民归海时避风之地。
如钟桥岙即是典型。
“当地老人们都说，大罗山四周有不少岙，永嘉场先民出海捕鱼，归海时入岙避风。
不过，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其它岙内经常翻船，唯独钟桥岙平安无事，风平浪静，故有‘平安岙’
之称。
因此，此处凿有众多的石孔也就在情理之中。
在石孔中打进木桩，将渔船栓在钟桥平安岙内。
依《大罗山志》中大罗山名胜风景示意图来看，从钟桥岙登百步梯后可达仙岩、茶山、瑶溪，钟桥岙
实为大罗山登山的重要入口之一。
因此，石孔的船桩之说事出有因。
” 在横山岙底发现古代沉没的船只构件，亦证明这曾是航海人的避风港，而后成陆。
《岙字地名考证》：“据当地村民说，在岙底外今金山寺附近，曾发现古代沉没的船只构件。
可知，此岙在远古时期是大海，而岙底的特殊位置，成了航海人的避风港岙。
至晋代，人们到山上的天柱瀑泉寺朝拜，可能经由此岙上下。
在岙底西北角，今百步梯对面的山壁上，至今留有很多人工开凿石孔。
当地老人认为，可能是古时栓船用的船桩孔。
笔者曾与几位学兄实地考察，初步定为古栈道的遗迹。
但有关年份和形制，有待专家考证。
到了唐代，此岙也成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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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自唐设永嘉盐场以来，永嘉场为一方倚重，发展至明代，云蒸霞蔚，气象万千，遂成为温州地区
的文化重镇，其间名宦巍科，不知几许，人才辈出，擅场当代，如：王瓒、张璁（张阁老）、张天麟
、王澈、王激、王叔杲、王叔果、王诤、项乔等。
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演出了几许活色生香的话剧。
 方坚铭所著的《“永嘉场”地域文化研究——以明代永嘉场为考察中心》即拟对永嘉场地域文化特色
和明代永嘉场地域文化崛起原因进行探讨，并围绕四大家族的代表人物，考察其生平历履、宦绩学业
、文学成就，以及对明代政治、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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