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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浙东，作为一个地理范围，清雍正《浙江通志》卷一是这样记载的：“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江浙等处
行中书省，而两浙始以省称，领府九。
明洪武九年，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
十五年割嘉兴、湖州二府属焉，领十一府。
国朝因之，省会日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之右，是为浙西。
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大江之左，是为浙东。
”    自章学诚《文史通义》有专篇论述“浙东学术”以来，梁启超、钱穆、何炳松、陈训慈、金毓黻
、刘节、杜维运、朱仲玉、叶建华等学者对浙东学术的精华”浙东史学”都有论及。
上述学者的论述，或偏重于某一个时期，或着眼于浙东的某一个地区，或研究一两个重要学人。
本书在上述各家看法的基础上，试图把浙东史学作为一个在一定区域内不断发展的史学流派进行研究
，并概括其史学学术特点，以期说明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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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蔡克骄，男，1954年生，198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
现为温州大学教授、硕士生导师，浙江省历史学会副会长、温州市历史学会会长、温州市政协文史资
料委员会副主任。
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地方历史文化的研究。
先后在《史学理论究》、《复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论文60余篇，著有《瓯越文化史》，点校整理《
岐海琐谈》、《龙门集》、《神器谱》、《王叔果集》等浙江地方文献。
承担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渡地方历史文化工程课题多项，曾多次获浙江省和温州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
成果奖、是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学科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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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水稻是两宋时期浙东地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
嘉泰《会稽志》卷十七《草部》记载越州稻的品种有56种之多，宝庆《四明志》卷四《叙产》记载明
州稻的品种有25种。
其中有些还是当时的优良品种。
北宋时移植过来的“占城稻”，因为具有耐旱、耐涝、早熟、生长力强、出饭率高等优点，在浙东各
州县普遍推广种植，成为早籼稻的主要品种。
宋室南渡后，北方人民大批南下，由于北方人爱吃面食，因而麦的需求量激增，加上酿酒和军队的马
料等都需要麦子，官府一再劝民间种麦，逐步形成“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稻”①的格局。
种桑养蚕在宋代已是浙东地区重要的经济活动了，越州“习俗务农桑”②；处州“耕桑甚广，民少惰
游”③；明州则一直是“耕桑遗俗在”④，蚕桑业的发展，为丝织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温州的甘桔在北宋时已很出名，南宋知府韩彦直著的《桔录》，就是在研究温桔种植的基础上写成的
。
黄岩在宋代也以产蜜桔而闻名天下，黄岩蜜桔成为首都临安达官贵人争相购买的珍品。
席草也明显成为经济作物，“明州多席草，人业于织，著名四方，日明席”。
与农业发展相联系，宋代浙东地区的手工业也十分发达，无论是生产规模、行业种类还是生产技术水
平，都处于全国各地的前列。
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操作技术都超越前代，各城镇、乡村各手工业作坊相当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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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课题缘起于2001年，当时我在北京师范大学史学所做访问学者，导师瞿林东教授为我定的研究方向
。
亲聆瞿先生教诲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受益却是终身的。
2005年本课题被列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项目编号：Z05LS01）。
近年来，温州大学提倡服务地方，我承担繁重的教学和行政管理工作的同时，还主持了温州文化工程
多项，完成了《岐海琐谈》、《龙门集》、《神器谱》、《王叔果集》的点校整理工作，但“浙东史
学”的研究仍坚持了下来，先后在各种学术刊物上发表了阶段性的成果如：《浙东史学再认识》、
《20世纪浙东史学研究的几个问题》、《论晚清的浙东史学》、《民族精神与浙东史学》、《胡三省
在浙东史学中的地位》、《陈黻宸与新史学思潮》、《南宋时期浙东学派的史学批评》、《温州史学
源流简述》等十余种，这一系列的论文还获得温州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现在本课题的研究告一段落，以专著的形式结题，全书共八章，课题组成员夏诗荷副教授撰写了第五
章、第六章；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王雄涛参与了第七章第四节的写作。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温州大学人文社科处、人文学院和学科同仁的关心和支持；知识产权出版社的张
宏强编辑，是他负责的工作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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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浙东史学研究》由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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