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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山书院，位于新昌县七星街道鼓

山东南坡，北倚鼓山，南峙磕山。

鼓 山 书 院 开 创 于 北 宋 天 禧 间

（10l7-1021），创办人是当时新昌著名教

育家石待旦（985－1042）。据现存的明、清

碑记和旧《新昌县志》记载，鼓山书院的前

身，为宋嘉佑初（1056），太常博士石亚之

弃官归隐读书之处，称石鼓书堂。明嘉靖

甲午（1534）年重建书院。清嘉庆二十三年

（1818）扩建，光绪二十四年（1898）大修。

这次重修后，一直维持到民国，其遗存

至今还在。鼓山书院是新昌乃至绍兴市

现存规模较大的书院建筑，是江南形制

布局较为规整的书院。

鼓山书院呈长方形布局，原由三条

轴线组成，中轴线上三进，由院门（院

墙）、前厅、讲堂、藏书楼组成，依山势逐

进递升，高低错落有致。东西轴线主要

为学舍等附属用房。现中轴线及东轴线

建筑基本保存完整，西轴线改动较大，

原建筑仅存最后一进。前厅、讲堂为一

层建筑，藏书楼、东侧轴线建筑和西轴

线三进为二层屋。建筑均为小青瓦屋

面，封火墙风格，梁架穿斗式。院内曲房

别院，纵横有序，廊道相连，天井相隔。

二进后天井尚存千年古柏一株。

鼓山书院旧时曾经辉煌。王羲之遁

迹鼓山留下了道教文化，从《鼓山题辞》

对孔、孟的追怀中也可窥见儒家文化的

影响。儒道二种文化传统在鼓山并行不

悖地存在着、发展着，到宋代，儒学文化

进一步发扬光大，鼓山书院在新昌传播

程朱理学和先进的学术文化，并把理学

文化推向浙南起了中介作用。清代菇

芬、琫森等一些饱学之士也曾在此掌院

执教，为新昌培养了一大批人才。鼓山

书院的创建和传承，体现了一种颇有中

国特色的教育机制。它在私塾、义学、家

塾等初级启蒙教育基础上进一步深造

士子，成为传承和发展学术文化的研究

机构。

书院创建至今，历时近千年，虽饱

经沧桑，几经兴废，但其教书育人的宗

旨始终未变。在新昌古代及近现代的教

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具有丰富的历史

信息和地域文化内涵。

鼓山书院，2011年公布为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 （钟靓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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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下柴氏和彩烟柴氏皆属唐柴绍后裔，

柴绍为山西平阳人，妾平阳公主为唐高祖

李渊之女，隋末，李渊、李世民起兵反隋，

柴绍夫妻起兵响应，为唐王朝建立功勋，

柴绍年老致仕后，游天台胜景，依依不舍，

遂择宁海塘头卜筑定居，他有四子，克忠、

克孝、克仁、克义。克忠十九世孙柴淇，

中南宋绍兴甲戌 （1154） 进士，任饶州德

清县令，官至户部主事。岳父周成，官山

东东昌卫百户，系新昌人。淇解官后随周

至新昌，留恋当地山水，遂在善政乡泄下

村定居，是为新昌泄下柴氏始祖。

柴淇传十五世，有裔孙名彦保者，虽

聪明好学，但屡试不中，成年后，嫌泄下

旧居地狭族众，商之岳父徐尚信，析产携

本家二十口老小，置地彩烟，于明景泰二

年 （1451） 定居大安前王 （今属双彩乡），

是为彩烟柴氏始祖。

射圃金氏源出河南，始祖金伯鼎，登

何昌言榜进士，授迪功郎，任象山县丞，

转任临海县令，任后定居赤城 （今属天台

县），他生二子光宁、光宇，光宁长子升任

明州 （今属宁波市） 录事，家居翔凤乡韩

岭，四传至金希庚，生于南宋嘉定元年

（1208），以祖荫出任越州新昌县主簿，任

后定居于五山乡。希庚有两个曾孙，金松、

金槐，金松生于南宋咸淳七年 （1265），元

元贞初 （1295），避兵燹居于射圃 （今社古

村，属澄潭镇），射圃金氏由此繁衍，至今

成为新昌西乡大村落。金槐生于南宋咸淳

十年，他定居于新昌县城通显坊，新昌县

城附近金氏都是他的后裔。

新昌任氏源出会稽，始祖任洪献。五

代后晋天福间 （936—945），迁居会稽稽山

门，娶吕氏，卒葬禹王庙山，其后裔宋代

就有居住在新昌境内，第九世的任柏、任

棵、任棣卒后分别葬在新昌境内西山、三

溪、鼓山等地，他们的从弟任修道登隆兴

元年进士，死后也葬沃洲桐坑 （今属大市

聚镇大坑村），还有名叫任成道的，与朱熹

相友善，他们于南宋淳熙二年同游水帘，

饮酒赋诗，新昌县志收录朱熹任氏壁题辞，

称“任公成道，游于斯，咏于斯，朝而往，

暮而归，其乐岂有涯哉！”元至正时，任又

有后裔名任天祥者，居彩烟，建存敬庵，

邑人杨居作 《存敬庵记》 以记其事。

自十八世任珏居住白湖 （今属竹潭村，

属镜岭镇） 开始，任氏在镜岭地区居住较

清楚，任珏生于明洪武庚申 （1390），成年

后游白湖，见其土地肥沃，景色秀美，遂

于明永乐庚申 （1410） 定居于此，他有三

个孙子，克和居松树园，克俊居竹潭，克

正居上王，成为任氏三系，统称安山任氏，

其后裔分布在今镜岭境内。

（唐樟荣 撰文）

迁居新昌的
外来氏族（七）

书坛巨擘力扛鼎
近现代著名书法家沙孟海行书李白《秋下荆门》诗浅识

沙孟海（1900－1992），原名文若，字孟海，号石荒、

沙村、决明，鄞县沙村人。曾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常务委员、浙江省博物馆名誉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

主席、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西泠印社社长、西泠书

画院院长、浙江考古学会名誉会长等职。其书法远宗汉

魏，近取宋明，于钟繇、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苏轼、

黄庭坚诸家，用力最勤，且能化古融今，形成自己独特

书风。兼擅篆、隶、行、草、楷诸书，所作榜书大字，雄浑

刚健，气势磅礴。沙氏学问渊博，于语言文字、文史、考

古、书法、篆刻等均深有研究。

沙孟海行书李白七言诗《秋下荆门》，立轴，水墨纸

本。据落款，此为馈赠时任湖州市委书记丁力同志的书

法作品，见上海天衡拍卖 2005年秋季拍卖会中国书画

专场。沙孟海此幅书法，体势紧缩，斜画横挑，力能扛

鼎，饶有金石旨趣，为沙老书法代表作。

沙孟海书法与新昌缘分甚深。据笔者所知，除此之

外，尚有行书唐刘长卿《送方外上人》、大佛寺山门门额

“石城古剡”、“南明山”、大雄宝殿蔡元培对联和“新昌

县图书馆”等。

（徐跃龙 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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