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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本文化，是平湖根深蒂固的地方文化，其源远流
长，历久弥新，是流淌在平湖人血液里的文化基因。它
源于中华传统文化，又体现平湖人文精神，是平湖区别
于其他地方文化的特质和差异。

报本文化体现平湖文化的辨识度，体现了“滴水之
恩、涌泉相报”的感恩情怀，是“报本反始”，“报本”即报
答恩德，“反始”即回归根源。其内涵博大精深，不仅包
含了天地乃万物之本的天然报本思想；还包含了不忘积
德感恩的善文化；不忘民族复兴的爱国文化；不忘传道
解惑的教育文化；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民俗教化文
化。同时孕育出了清正廉洁的清廉文化；敢于直谏的御
史文化；为民务实的公仆文化。

报本文化，源于中华民族“报本反始”的文化理念。
其出处纯正，流年清晰。“地载万物，天垂象，取财于地，
取法于天，是以尊天而亲地也，故教民美报焉。家主中
霤而国主社，示本也。唯为社事，单出里；唯为社田，国
人毕作，丘乘共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礼记·郊特
牲》）。意识是说：大地承载万物，天体垂象，取财富于大
地，取规律于天道，以此尊重上天而亲近大地，所以，要
教育民众完美地报答天地之恩德。家庭主祭宅神而国
家主祭社神，表示不忘本。只要祭祀社神，里巷的民众
都要出来参加祭祀社神，只要为祭祀社神而进行的畋
猎，民众都要行动起来；只要祭祀社神，各个得到田地的
人家都要供给粮食，用以报答事物的根本，追忆其源头。

天地乃万物之本，父母乃人身之本，君师乃教化之
本。根本有源乃流向清，根本深厚乃枝叶茂，根本强固
乃枝干壮。本立而道生，离而用之则为三，合而用之则
为一，一之所以贯三，三所以衍一，乃报本也。

什么是“报本文化”呢？报本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的核心精髓之一。“报”指的是回报、报答、报恩
等，“本”指的是规律、基本、根本等，这种崇尚自然规律、
忠孝行善、报答根本的中国文化，是我们生生不息的源
泉。讲清报本文化为什么是平湖的标识文化，更要从中
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平湖历史沿革，气候地理，人文
关怀等多方面考量。

报本文化的民族特性——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的体现。信仰“天地君亲师”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和
文化起源，所以，中华民族有信仰而没有宗教。《易经》有
言：道有“天道”“人道”“地道”，人居天地之间，必须人法
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效法天道是：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强调人应该勤劳勇敢，生生不息；人法
地就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强调人以德为本，宽
厚待人。说到底，报本文化就体现在“忠孝”二字上，其
思想原则为：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
殃。所以，报本就是敬畏天，感恩地，报于祖。

“天地君亲师”是中国古代民间祭祀的对象，是祭天
地、祭先祖、祭圣贤等的综合。管仲说：天有常象，地有
常形，人有常礼，一设而不更，此谓三常。意思是说：天
有一定的气象，地有一定的形体，人有一定的礼制，一经
设立就不更改，这是所谓的三常。《国语》记载：“民性于
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
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荀子·礼论》记
载：“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
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
亡，则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
是礼之三本也。”在此，荀子认为“礼之三本”即“天地”

“先祖”“君师”为人之本，需以礼待之。

报本文化的形成源由——地理和气候是文化形成
的主要原因。文化的形成关乎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
《晏子春秋》中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
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这说
明地理位置、环境条件对事物孕育、发展的重要作用。
橘如此，人亦如此。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人形成
一方文化。

平湖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缘的杭嘉湖平原，为太湖平
原成陆的东南冈身带，地势平坦，平均海拔2.8米。水网

交叉，水系发达，受黄浦江周期性潮汐顶托，进泄水条件
优越，为平湖的潮汐特点。平湖地处东南沿海，北接上
海，南濒杭州湾，海岸线长27公里。东南沿海的特殊位
置，波叠浪涌的壮观之势，决定了平湖人经常跟风浪搏
斗，天风海涛铸造了平湖人强健的体魄和坚韧的性格，
无涯的海面造就了平湖人豪迈、清廉、开阔的胸襟，也塑
造了历代文人清正刚直的基因。

平湖自然环境优美，当湖会潴九水，九峰列翠海滨，
三泖水畅波平，河道交叉，居民临水而居。“上善若水”，
水自甘居下，随遇而安，特性就产生了平湖人温和、细
致、文雅及做事稳妥的性格，如此“水性”人格，便能以柔
克刚，坚韧负重。平湖人安居乐业，普遍比较“爱面子”，
自尊心较强，性格上温柔，处事上却坚决果断，具有一种
自强不息、敬业勤奋的品格。历史上，平湖农民吃苦耐
劳，农业上精耕细作，即是很好的说明。

平湖是吴越文化交融之地，吴根越角。回眸“吴文
化”和“越文化”，所谓“同俗并土，同气共俗”就逐渐在相
互交融、激荡、流变与集成中形成了统一的文化样式。

平湖文化海纳百川，开放包容。平湖地处北亚热带
南缘，属季风气候区，气温适中，四季分明，日照充足，降
水充沛，夏季季风交替明显，酷热和严寒期短，境内地域
气候差异较小，全年平均气温15.7度。平湖境内土地肥
沃，稻作文化发达，大的自然灾害较少。从而形成了平
湖文化的温顺、细腻、宽容等特性。

报本文化的物化呈现——报本思想理念下的报本
文化。报本思想在平湖人心中的坚守，必然在特殊时期
萌动生发。自明宣德五年（1430）平湖建县以来的近一
百三十多年，平湖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相对缓慢。为
此，平湖的一些精英分子就聚而议之：平湖地势平坦、一
马平川，无宝塔以镇，是为山川风气不固（不牢固、不稳
定），所以，计划建造一座宝塔以镇之。选址为东南巽
隅，巽为风，为东南，主吉。所以，东湖之中鹦鹉洲（又名
沙盆圩，现称宝塔圩）为建塔之地。

陆杲在《报本塔记》云：“……塔既成，名之曰报本，
明报其所本也。盖天地者，万物之本也；大君者，万民之
本也；父母者，身之本也；师者，阐教作人之本也。统宇
宙所有，莫不有本，容无以报之乎？欲报之德，苦于无所
寄，爰建是塔。”中华民族崇尚“内圣外王”，统概宇宙所
有都有根本，盖天地者，万物之本，要信仰上天公正而无
私，但公正而无法公平，只要敬天畏地，顺势而为，自然
而然，也就是“系辞上传”所说的：“继之者善也。”继就是
保持方向，保持正道向善的精神，合乎正道就是吉。敬
天，君子以自强不息，畏地，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君者，
万民之本也，大君者乃一国之领袖，是万民之敬仰，忠君
爱国是民之本分，也是安身立命之根本。父母是每个人
身之本，报父母之恩，就是记得来路，记得根本。师者，
受业解惑，传承知识，变愚昧为通达，使人生更好更快走
上正道，发展自己完善自我。

报天地、大君、父母、师者，为忠孝之本。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源于《易经》而成于孝。所谓：百善孝为先，孝
道都要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天地君亲师”是中华民族民
间祭祀的对象，祭祀源于自然崇拜，以地配天，化与万
物，祭天地有顺服天意，报造化之意，君权神授，国家象
征，报君之恩，祈求国泰民安，五谷丰登。中国把人力不
能及的部分归结为天意，人力所及的必须自行负责，尽
力而为，孔子归纳为“尽人事以听天命”。

报本文化的民间表达——民俗文化因子。千里不
同风，百里不同俗。民俗民风反映一个地方的风尚，民
俗文化是民族的根、乡土的本，是地域文化的标识，是民
性民情凝聚的结晶，它植根于千百年人民群众的生产和
生活之中。平湖民俗是高度发达农业文明的结果，大体
上可以分为生产习俗、生活习俗、节令习俗与喜庆习
俗。这些习俗约定俗成，成为规范民众生活、丰富生活
内容、调节生活氛围、增加社会和谐的基石，自然也就成
为平湖文化的原生性人文因子。

顺应天时、宽松和谐的人文因子。平湖以稻作、农
桑生产为主，物产丰富，人民富裕，使平湖农村农民的生
活处于“布衣足、茶饭饱”的温饱型生活状态中。稻作文
化成为古往今来平湖人民的主要生产、生活方式，节令
习俗反映了稻作生产与天时的密切关系，以及农事活动
的关系。俗语“种田人靠天”就是顺应天时的写照，平湖
各种民俗就反映了这种丰衣足食、宽松和谐的人文精
神。

亲和团圆、尊老不忘本的人文因子。平湖每逢过年
吃年夜饭，家中亲人不论远近，都要赶回来同家人团聚，
实在赶不回来的也要给其留一个位子。俗话“叫花子也
有年”，说明对家人的亲和。平湖民俗文化中有极富节
奏感的节令习俗活动：过年要用糯米做成圆团，上面点
红点，意为“团团圆圆满堂红”；吃完年夜饭要守岁，放鞭
炮除旧迎新；贴春联、剪贴“福”字；小囡要穿新衣，讨压
岁钿；春节期间要走亲戚、相互拜年等。而过了春节，迎
来正月半“闹元宵”活动，也都是亲和团圆、尊老爱老的
表现形式。平常还有“拿七子”“种好黄秧望望爷娘”等
民俗，其意义就是要教育人、引导人，尊老爱老，做人不
能忘本。

驱邪祈吉、去恶从善的人文因子。五月初五的端午
节，平湖民间有吃粽子、赛龙舟、吃五黄、挂菖蒲等习俗，
既为纪念爱国诗人屈原，更是展示农民活力和驱邪祈吉
的愿望。随后的“七月半吃馄饨”“八月中秋”“九月九重
阳节”等都体现了平湖人对生活的憧憬，对辛勤劳动后
丰收的祝愿。

以始看终、慎终追远的人文因子。曾子曰：“慎终追
远，民德归厚矣。”平湖民众对人生礼仪是极为讲究的，
特别是人生中“诞、婚、庆、丧”四件大事。小囡诞生一般
都要办三朝酒、满月酒、周岁酒，表示对生命的祝贺，希
望其“长命百岁”。还注重以始看终，所谓“三岁看到
老”。庆，即“寿俗”，一般指五十初庆、六十花甲、七十古
稀等，是平湖人十分重视的祝庆，人们认为辛勤一生，尽
了人生的责任，接受亲友的祝贺，儿孙的行礼，便能获得
心理上的极大满足。丧俗是人生的归宿，平湖人俗称

“出棺材”，它受中国礼制的影响，披麻戴孝，入土为安；
清明扫墓，受后人的永远纪念。即便远离故土，或身在
异国他乡，但永远不忘先人，回乡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
祭扫祖坟。这是平湖农耕社会的特有表现，是慎终追远
文化因子的体现，也是凝聚力的集中反映。

多行善举、崇尚慈善的文化因子。慈善业也称“义
行”或“义举”。平湖清代起慈善组织不断发展壮大，最
早的机构为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的育婴会，后在嘉
庆、道光年间形成规模，具体有养老、收养弃婴、接济穷
人、助葬、助学等。襄助或组织这些慈善业的，绝大部分
是平湖的精英人士，这也是平湖精英人士回报社会的一
种责任意识和社会担当。几百年来，在报本塔下，无论
是世家大族还是普通老百姓，都在践行着敬天法地、忠
君爱国；善于爱护自然，改造自然，兴修水利、疏浚河道、
修桥补路；重视家庭、注重家教、恪守家风、和睦邻里、爱
老慈幼。

综上所述，也充分说明，自古以来平湖各种民俗在
内蕴中都在传颂着一种人生道德观和人生的理念，而平
湖历代民众接受着这种民俗的熏陶，从而形成了独具平
湖特色的报本文化。

弘扬传承“报本文化”是平湖人善时而动，与时俱
进，奋力创新的需要，是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
需要，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需要，更是促进平湖可
持续发展的需要。

报本文化，首先就是要报天地之恩。人不忘本，心
不忘恩。感恩之心，人皆有之；感恩之人，人皆敬之。平
湖，一方风水宝地，神奇而又充满活力。气候温润，四季
分明，山水映照，阴阳调和。自然灾害避而远之，渔村蚕
市，樊柳为居。平湖，一方乐土，安定而又尽显静谧。在
这块土地上，曾吸引了众多的达官贵人，文人墨客，为之
流连忘返。姚桐寿（元朝）借用《诗经·硕鼠》“逝将去女，
适彼乐郊。乐郊乐郊，谁之永号？”选定广陈为乐郊之
地，著有《乐郊私语》。鲁宗道（北宋）曾任海盐令，见当
湖之美而决心解甲后归隐当湖。野王（顾野王，南北朝）
著《玉篇》、孙固（元朝）建《听雪斋》均在新埭东泖口。

平湖素有“金平湖”的美称，自然禀赋优越，人文景
观优美，我们要始终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始终加大“五水共治”“五气共治”“三改一拆”等环境
整治。加大美丽乡村建设；“碧水绕城、碧水绕镇、碧水
绕村”建设；继续加大“千村万树”“一村一树”等工程，实
现天蓝地绿的生态美。

其次，要爱国爱乡，传承家风家训。中国有句俗话
叫做：“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从国家和家庭两个层面，
规定了人们的底线思维。家庭教育是国家和谐安定的
基础，国法确保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国家的法律法规，
通过普法教育已经深入人心，家喻户晓。家训家规由于
家族的私密性和不扩散性，一直在有限的空间里传播。
家训一般与家规，家风的传承结合在一起。古时的家训
家规一般以家族为主体，一个小家庭也是依附于本家
族，为了确保家族不出事、不犯事，还要兴旺发达。一般
名门望族都有成文的家训家规。平湖也出现了很多好
的家训、家规。鲁宗道的《家训》，以德礼教育为核心，主
张与其留金钱给子孙，不如留给子孙清白做人的道理；
与其留给子孙富贵，不如留给子孙孝顺有爱的理念。主
持建造平湖报本塔的陆杲，有《陆氏家训》认为：“不孝不
悌，不可以为子，不忠不信，不可以为人；居田里者，喂法
度，谨赋役，勤学好问，修己乐群，孝养父母，勤俭守分；
凡我子孙，有官职者，以正直忠厚为本，以公廉仁恕为
心，廉恭勤慎，节用爱民，忠贞体国，翼翼小心。”清朝第
一清廉、理学家陆陇其的《治家格言》说：“读书如斗草，
见一件采一件，自家受用。子弟读书不得进学，或工书
工画，或习医处馆，亦是不俗。”其他，还有林埭清溪沈氏
的《沈氏遗言》，当湖王氏的《王氏遗训》，金氏如心堂的
《祖遗诤言》等等，都为规范平湖人的行为准则提供了好
的家训家规。

其三，要尊师重教。平湖历来就有崇文好学的良
好风尚，平湖境内先后设书院 11所（元代 l所，明代 3
所，清代 7所），涉及元、明、清三代。迄兴新学前夕，县
内有书院 3所。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起，陆续改为
小学堂。靖献书院原为陆正私塾，元泰定间（1324-
1328），由陆正门人改为书院，以祀陆正，设在乍浦陈
山，这是平湖境内第一座书院，也是影响比较深远的一
座书院。2016年平湖市成为全国首批“书香城市”称
号，“金平湖”智慧书房建到了市民家门口，方便了市民
阅读。每年开展全民阅读节系列活动，终身学习理念
深入人心，形成了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
育体系，实现“人人能学、时时皆学、处处可学、学以致
用”的学习型社会。

一、报本文化的渊源和核心理念

二、报本文化的形成和发展

三、报本文化的时代解码

■■ 陆爱斌陆爱斌

报本文化报本文化———平湖的标识文化—平湖的标识文化

只要翻阅2008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地
方经籍志汇编》（全46册），刊内收录了50余种地方经籍
志（线装200余册），多出自谙熟乡邦文献的名家之手，而
地方专志是地方志的变种，较之于地方志的相关内容更
为翔实和专业。我们在目录中赫然可以看到“28平湖经
籍志十六卷陆惟鍌编民国 27～30年（1938~1941）陆惟
鍌求是斋刻本”的书目。民国时，一个小小的县域竟然
能刊印出影响力这么大的经籍志，还得从编撰这本书的

求是斋主人陆惟鍌说起。
陆惟鍌（1888—1945）字清澄，又字清臣。其先祖陆

寿一，元末自武林长安镇（今属海宁市）迁居海盐东北四
十里齐景乡亭子桥（今乍浦镇亭子桥村），屡征不赴，隐
居教化乡里，“里为之化”（清陆师韩修《陆氏元和谱》，康
熙二十三年抄本），门人称为祥里先生，成为平湖陆氏祥
里支祖。陆惟鍌父陆增钰（清），字渔庄。性孝友，九岁
失恃，弃书学贾，喜浏览经籍，工书画，书法董其昌，画宗
王翚。

陆惟鍌就在这浓厚的书香氛围里长大。他十八岁
游庠，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诸生（即秀才）。后入上
海英语书院学习英语三年，结业后回平湖，设私塾教授
学生。课余，常常到葛氏守先阁藏书楼博览群书，对平
湖乡邦文献和历代乡贤遗著无比向往，遂萌发了系统收
集整理平湖历代先贤遗著的愿望。

后来，陆惟鍌继承父业，先在杭州董理木业，以儒生
任贾，不负众望，曹耦辐辏归之，悉听部署，他辛勤擘画，
领袖于其间垂三十年。继而又在嘉兴南湖之滨创建木
业公会，从商之余而不废问学，好藏书，常在暇日盘桓于
杭州、嘉兴、上海书肆间，遇佳椠名钞及乡先哲遗著，不
惜重金购归，终日反复翻阅，爱不释手。在经商之旅途
中，游览名胜古迹，所到之处，遍访书市馆舍，以征搜乡
献为职志。在故都北京，收获最富，流连忘返不忍归去，
所藏如屠元勋、文升父子《太和堂》《兰晖堂》两集，沈晴
峰《长水文集》，刘方瀛《宋名臣言行略》《明名臣言行
略》，王仲遵《花史左编》等，皆为罕见古本。

十多年间，积书盈架，收藏渐富，遂建藏书楼，名“求
是斋”，成为平湖近现代三大藏书楼之一，而乡邦文献搜

罗之富，称江南特色，共有 500余种。随着聚书越来越
多，陆惟鍌的学识日益丰富，常叹世衰道微，风雅不作，
乃发意为《平湖县经籍志》以存乡哲著述概要。

他以“求是斋”所藏为基础，遍考邑志、府志、省通志
以及《嘉禾征献录》《两浙輶轩录》。并遍访邑内暨邻邑
各藏书楼，如葛氏守先阁、孙氏雪映庐、秀水王氏学礼
斋、金山姚氏怀旧堂、昆山徐氏传是楼、吴兴刘氏嘉业
堂、四明范氏天一阁、武进盛氏愚斋、武林丁氏八千卷
楼，以及各地著名图书馆藏，如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
馆、苏州图书馆、浙江图书馆等。自民国23年（1934）秋
起，利用经商之余暇，辛勤纂辑，因卷帙浩繁，乃邀赵春
培共同参斟，补苴罅漏，至民国 26年（1937）6月完成初
稿。

此书的刊印，可谓历尽坎坷。同年 11月，日军侵占
平湖，避乱嘉兴竹里，于仓促中，来不及携带珍籍，独挟
志稿不离，不啻性命视之。战火稍定，归检藏书无损。
时人心杌陧，群盗汹汹，乃检所藏珍籍三之一，与志稿
携载，辗转抵沪，复赴杭寓，检刻板尚存，幸免劫灰。前
十六卷分两次刊印，其中一至八卷刊印于民国 27 年
（1938），九至十六卷刊印于民国三十年（1941）。时值
战乱，日军肆虐，陆惟鍌颠沛流离，无力继续付印，遂
将后十六卷稿册缮清珍藏。解放后此稿藏于上海图
书馆古籍部。20世纪 80年代，平湖文化志编辑部的
陆松筠等先生费数月之功，将此书全部抄录。后平湖
史志办于 2008年将其整理刊印，重新编排，并进行断
句、标点，并作了笔画和拼音索引，为读者提供了许多
便利。

《平湖经籍志》共三十六卷，另有续录一卷、补遗一

卷，共收录三国至民国时期的作者 1108家，著述 2625
种，较之光绪《平湖县志·经籍门》收录多一倍以上。其
中三国至元代作者 19人，著作 65种；明代 229人，著作
652种；清代 824人，著作 1825种；民国时期 36人，著作
83种。全书约 80万字。卷首有丙子清史馆分纂之一、
邑人金兆蕃，秀水王大隆两序和丁丑夏陆惟鍌自序，卷
末有戊寅冬陆惟鍌内弟、著名古典文学专家胡士莹跋。
卷一为三国至元，卷二至卷八为明，卷九至卷三十二为
清，卷三十三为寓贤，卷三十四为官师，卷三十五为方
外，卷三十六为闺秀。编纂体例仿朱彝尊《经义考》，以
人为次，首列姓名，略叙生平，生卒年岁可考者备载。次
列书目，有多种著述者，依经、史、子、集四部排列。每书
详列版刊年代及序跋，序跋多者，择要采录。

该书的编纂，以民国时期平湖三大藏书楼——求是
斋、葛氏守先阁、孙氏雪映庐所藏地方文献为主要资料
依据，并遍访全国各地图书馆及私人藏书楼，故资料丰
富，“考订详确，卓然成一家言，斯诚一乡一邑文献之所
系，其为必传无疑矣！”（胡士莹跋语）从《平湖经籍志》
中，可窥见平湖自古以来文化发展的轨迹，有助于后人
研究平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后
人留下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金兆蕃评该书为“能举其
乡先辈著述，甄其篇第，揭其概要，通考经籍，勒成一书，
他日后学者将有所凭藉景仰，绌绎光大”。王大隆则赞
为“搜集之富，考订之详，精核美备，与孙、项、胡（温州孙
诒让、台州项元勋、金华胡宗懋）之书相颉颃”。

现在，陆惟鍌的大部分古籍收藏于平湖市图书馆。
在当今各地注重发掘、整理地方文献的环境下，该书亦
必将对此项工作的开展起到必要的目录指导作用。

一邑文献之所系一邑文献之所系
———陆惟—陆惟鍌鍌和和《《平湖经籍志平湖经籍志》》

■■ 季小英

《《平湖经籍志平湖经籍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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