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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讯

一个民族的文化基因，很大程度上
决定了一个民族的面貌。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研
究儒学，是认识中国人的民族特性、认
识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历史由来的一
个重要途径。

作为江南儒学重镇，浙江儒学家所
创建的以“以人为本、经世致用、求真务
实、义利兼顾”为特色的“浙学”精神，不
仅为浙江儒学在全国乃至东亚儒家文
化圈占得一席之地发挥过重要作用，而
且对当代浙江的经济、社会、文化建设
产生了莫大影响。近日，由浙江省儒学
学会已故会长张浚生任顾问，名誉会长
吴光任总主持人兼全书主编的“浙江文
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国家出版基金
项目——《浙江儒学通史》由浙江人民
出版社出版。

全书总字数近 140 万，分汉唐卷
（白效咏等著）、宋元卷（董根洪、王希坤
著）、明代卷（钱明等著）、清代卷（张宏
敏等著）、近现代卷（宫云维等著）5 卷，
是首次以通史的形式对浙江这块历史
上儒学发展高地之文脉进行系统梳理
和阐述，以期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发
展新时代儒学和中国学术思想提供丰
厚思想资源。

宏大之书
纵横浙江两千多年历史

浙学和浙江儒学有什么关系？
自 1992 年以来，吴光曾多次著文

讨论浙学含义。他认为，“无论是狭义
还是中义、广义，浙学的主流学术都是
儒学。特别是狭义与中义涵义上的浙
学，其主体就是浙江儒学。而浙江儒学
有三大学术特色：一是多元包容，二是
经世致用，三是从民本、亲民到民主的
思想转型。”

那么，浙江儒学是如何逐步发展至
此的呢？

“‘浙江儒学’应是发端于古越，借
鉴、传承自中原，成型于汉魏，兴盛于
宋、元、明、清，转型于近现代的浙江地
区的儒学。”吴光举例，在某种意义上，
助力越王勾践灭吴的两大功臣——孔
子弟子子贡、越国大夫范蠡的为人处世
均有儒家风格，隐隐透露儒学在浙江的
发轫迹象。

对于儒学在浙江的兴起时间，虽然
目前尚无具体文献，但汉唐卷作者白效
咏判断，时间大约是在西汉汉武帝时，
董仲舒建议在中央和地方设置专门教
育机构来推广儒学后不久。

根据记载，东汉王充在回忆早年求
学经历时曾提到“八岁出于书馆，书馆
小僮百人以上”，并继而开始学习《论
语》《尚书》等儒家经典。“这足以说明教
育在浙江发展的盛况，以及儒学教育的
发展为浙江地区大儒的出现准备好了
条件。”白效咏说。

值得注意的是，王充是研究浙江儒
学时一个具有开拓者和启迪者的地位
的名字。“王充的思想学说标志着浙江
儒学的成型。”吴光强调，其学术精神影
响后来浙江儒学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

“实事疾妄”精神，“经世致用”精神，兼
取众长、多元包容的精神三点，“奠定了
浙江儒学求实、批判、民本、创新、兼容
的基本精神”。

但点点星火，还未燎原。“东汉魏晋
时期，虽然出现了王充、虞翻、赵晔等儒
家代表人物，但缺乏真正有独立思想体
系的名儒大家。”吴光认为，这是由于浙
江尚处于中国文化边陲的关系。直到
西晋永嘉之乱后，衣冠南渡，浙江成为
中原学术文化精英避难的理想之地，浙
江儒学才逐渐形成系统。

文化的繁荣需要合适的土壤。时
间走到南宋，王朝定都杭州，浙江经济、
政治、文化中心地位稳固，进入了鼎盛
时期浙江儒学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一方面，如程朱理学、象山心学都
在浙江有其代表，另一方面，在浙江本土
也有几位大儒，并产生了若干重要的学
术流派，如以薛季宣、陈傅良、叶适为代
表的程朱理学，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

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以‘北山四
先生’为代表的金华朱学，以浙东‘明州
四先生’为代表的四明心学等等。”吴光
介绍。此外，南宋时期的孔子后裔南迁
至衢州，也助力浙江成为儒学新中心。

而明代，由程朱理学演变而来的阳
明心学，则是浙江儒学史上的一次历史
性飞跃。其提出的“致良知”“知行合
一”等哲学命题，为中华文明乃至人类
文明作出重要贡献。

时移世易。从清代到近现代，浙江
儒学也逐步进入转型阶段。尤其在
1840 年英国人发动的鸦片战争开启了
中国近代史的历程的时代背景下，西方
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文化学术陆续
传入中国，中国进入了一个巨大的社会
变革时期。

此时，明清之际理学批判思潮、经
世实学思潮同时蓬勃的浙江儒学，统一
向经世致用和兼收并蓄、中西会通方向
转变。浙江也涌现出龚自珍、黄式三、
黄以周、俞樾、孙诒让、章太炎、马一浮
等杰出的学者与儒家思想家。

“浙江是中国近代最早被迫开放门
户的省份之一，也是中国近现代化的前
沿阵地。近代浙江儒学的发展是儒学
在近代中国的一个缩影。”近现代卷作
者宫云维说。

从汉代追溯到近现代，《浙江儒学通
史》以王朝兴替作为基本叙事时序，对儒
学的概念、浙江儒学的特征、浙江儒学史
的人物与学派的传承发展脉络及其基本
精神等问题作出了深度的理论思考和具
体而微的论述分析，构建出从王充到马
一浮近百位浙江籍儒家学者的学术框
架，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浙江儒学史。

使命之书
填补儒学重镇学术空白

历时八年、总字数近 140 万——厘
清浙江儒学的渊源是一项极为浩大的
工程。《浙江儒学通史》是浙江社科研究
者们对时代召唤的回应。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
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
维。”在过去的一百年里，儒家思想如过
山车一般，经历了几次大的震荡——

20世纪初，面临亡国危机的国人为
了谋求近代化变革，将儒家思想视为阻
碍中国变革和转型的罪魁祸首，“打倒
孔家店”的口号兴盛一时；上个世纪七
十年代，曾有“批林批孔”之说；改革开
放初期，儒家文化又被视为“衰落的文
明”。

国运兴，文化兴。改革开放后期，
尤其是 21 世纪以来，随着国家经济发
展脚步加快，“儒家热”“国学热”悄然兴
起。舒大刚主编的《儒藏》656册、《儒藏
精华》260 册，侯外庐主编的《宋明理学
史》，张岂之主编的《中国儒学思想史》，
汤一介、李中华主编的《中国儒学史》八
卷本，杨世文著的《近百年儒学文献研
究史》等优质儒学研究成果频出。

与此同时，吴光钻研儒学数十年，
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学者和在外
省市的浙籍学者花费极大心血整理相
关著作。仅他本人，就组织整理、编校、
出版了《王阳明全集》《黄宗羲全集》《刘
宗周全集》《马一浮全集》等著作。

但浙江作为儒学发展的重镇，却始
终缺少一部通贯古今的儒学通史。“浙
江儒学特色鲜明、资源雄厚。我们有必
要对浙江儒学史及其历史地位、历史影
响进行系统的总结与梳理。”吴光说。

2015 年，在浙江省儒学学会时任
会长张浚生和时任执行会长吴光的具
体策划组织下，浙江省儒学学会确定了
要编写多卷本《浙江儒学通史》。

提及编纂过程中最大感触，吴光感
叹：“光靠几个领导者是不够的，还必须
有个知识面广、有创新思维、写作能力
强的专业团队。”为此，浙江省儒学学会
邀聘了学会骨干中学有专长的五位博
士作为主撰人，再由他们邀请数位博士
或副教授以上的专家学者参加写作团
队，以保证丛书的高质量和专业度。

儒学是国学。结合时间紧、主撰人
身负多项工作等因素，《浙江儒学通史》
成为全国儒学专家的智力成果。例如，
作者张宏敏介绍，清代卷的撰写是在吴
光、天津工会管理干部学院陈寒鸣教
授、杭州师范大学张天杰教授、同济大
学朱义禄教授、西南财经大学潘斌教授
等众多人的“援助”之下合力写成的。

实际上，何止是社会科学界，弘扬传
承中华传统文化也是整个社会的期盼。

吴光透露，在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正
式立项之前，作为第二期项目之一的

《浙江儒学通史》曾经一度遭遇经费中
断的困难。吴光特别提出要感谢民间
公益组织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他们
提供的 20 万元的特殊补助，助力项目
渡过难关。”

此外，浙江人民出版社还特别安排
资深编辑力量精心打磨，从内容体例等
方面提出意见建议，对内容细节精编精
校，对文稿所涉的庞大文献进行了核查
校对。项目统筹人员感叹：“一本书的工
作量顶普通十本都不止。为完美呈现这
一厚重浙学积淀出版物，仅装帧设计稿
就不下20种。但大家觉得都很值。”

“项目之所以能圆满完成，凭着的
是一种弘道立德的使命感。”回顾过往，
吴光坦言，对于每位作者而言，都是没
有系统做过的艰巨任务，“但既然是浙
江省儒学学会，我们就有责任系统总结
和梳理发生在浙江大地上的儒学发生、
发展、演变、转型的历史，就有责任去总
结发掘浙江儒学史上的人物、学派、范
畴、命题出现的背景、涵义、历史影响与
当代价值，从而正确评价其历史的地位
与影响，揭示其当代的意义与价值。”

时代之书
知史鉴今，启迪未来

文化是具有时代性的。时代也是

理解《浙江儒学通史》的关键词。
“迄今为止的儒学史或学术思想史

在编写方法上，大都以人物或著述为单
位。”明代卷作者钱明认为，这样编写的
好处是可以通过各个历史阶段的关键
人物的生平、交往、经历、思想形成及著
述传播的研究，去把握住学术思想演变
发展的主动脉，使读者能较为全面地了
解并认知学术思想的精髓和主流；缺陷
是难免会淡化“历史”的纵（思想连续脉
络）横（同时代人的声音）面，在凸出个
人、忽略环境的同时，容易忽略那些不
够显赫的，以“合唱背景”出现的声音。
从某种意义上，以时间为脉络的《浙江
儒学通史》规避了这一缺陷。

《浙江儒学通史》的时间收尾在近
现代，并不代表浙江儒学只是一门过去
的学问。

国学大师季羡林曾在《国学漫谈》
一文中说：“国学决不是‘发思古之幽
情’。表面上它是研究过去的文化的，
因此过去有一些学者使用‘国故’这样
一个词儿。但是，实际上，它既与过去
有密切联系，又与现在甚至将来有密切
联系。”

知史鉴今。吴光认为，在当下梳理
研究浙江儒学史十分必要——

在书中，我们可以通过了解两汉之
际谶纬迷信大肆泛滥的荒唐事，深切体
会到坚持实事求是、批判虚妄迷信的必
要性，也就可以体会到王充“实事疾妄”
思想宗旨的深刻价值；可以从“义利双
行，王霸兼用”的思想方法中汲取“利”
和“义”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帮助广大
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道
德观与价值观；可以借思考浙学先贤坚
持“以民为本”、从民本到民主的思想转
型，帮助树立更牢固的“以人民为中心”

“人民至上”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也
可以学习浙学先贤“修齐治平”思想以
吸取修身立德、治国理政的历史教益，
更好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有机结合，更加有效地完成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丰功伟业。

浙江悠久的文化传统，是历史赐予
浙江的宝贵财富、开拓未来的丰富资源
和不竭动力。吴光相信，《浙江儒学通
史》会是一部历史的教科书，让浙江人
更坚定文化自信。

与此同时，社会科学作品也需要读
者，不能仅满足于著成几套研究成果，
而是要突破“小众”循环，去“大众流量”
中产生社会价值。

浙江省儒学学会自 2005 年成立以
来，在浙江儒学普及推广方面尝试了多
种方法，并在国内外产生较大影响。
如在出版物方面，学会陆续编撰出版了

《儒学普及小丛书》《干部儒学读本》《继
往开来论儒学》《浙江文化简览》等多类
型通俗读物，让晦涩的学术成果更亲
民；在组织活动方面，近年来与省地市
图书馆、各地书院、企事业单位、学校等
合作举办系列儒学公益讲座百余场；
2013 年起带头发起的“全国儒学社团
联席会议”年会机制，为全国儒学社团
搭建了一个坐而论道，经验交流的平
台，迄今已经连续举办九届。

在吴光看来，这些还远远不够。“今
后我们打算进一步将儒学弘道事业推
向纵深发展，面向大众、面向生活、面向
现代，采取著书、讲座、读经、参会、交流
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大众传播、弘扬儒
学的经典义理、核心价值。”

采访过程中，记者了解到，已近杖
朝之年的吴光纵使身体状况不佳，仍在
一线，一边为梳理学术研究潜心书斋，
一边为弘扬浙江儒学呼喊筹谋。从这
位的老人宏愿中，我们嗅到了当代浙江
儒学的气质。

也许，研究浙江儒学的意义主要不
在于历代连续传承一种学术，而是每一
时代的浙江学术都在全国发出了一种重
要的声音，它作用于时代的社会、政治、
思潮，并发挥了重要的思想文化影响。

文化之河奔流不息。从浙江儒学
出发，我们钦佩，并期待着当代浙江学
人见证、书写、启迪更多更精彩的“浙江
故事”。

《浙江儒学通史》出版，首次以通史形式梳理浙江儒学

儒风隆盛，文脉绵长
记者 严粒粒 通讯员 卓挺亚

《浙江儒学通史》出版，首次以通史形式梳理浙江儒学

儒风隆盛，文脉绵长
记者 严粒粒 通讯员 卓挺亚

该书是黄河旅行图文随笔集。
15 篇文记录下作者行走于甘肃、宁
夏、内蒙古、陕西、山西一线的所见所
感。不同于常见的一味关注著名景
点、历史名人的“旅行笔记”，该书紧贴
当地日常的视角，将目光聚焦于旧牌
匾、楹联、门楼、城墙、堡寨、庙宇等凝
固历史痕迹的角落，勘探这大河本真
的面貌。

《上河记》
李敬泽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从童年的小村庄，到川流不息
的大城市，80 后作者打开自己这间

“格子”，回溯那些记忆中的日子，凝
视一路所遇之人，怀着对自我的诚
挚探究与对世界的无限兴趣，重建
日常的趣味与诗意。30 余篇温暖
轻逸的故事，连缀起时代变迁里的
集体记忆。

《人间一格》
格子 著
译林出版社

该书展示了作者近四十年读史观
察，也可以说是他的阅读史。书里谈
到罗威廉《救世》《红雨》、史景迁《王氏
之死》等不少有意思的书，并对部分书
做了精到的点评，着实适合作为阅读
的指引。

《历史的微声》
王笛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机关驻
地上海经香港、汕头、大埔、永定、长
汀到中央苏区瑞金的南方交通线，是
持续时间最长、发挥作用最大、最为
隐秘的一条秘密交通线，被誉为“中
央红色交通线”。小说以此为背景，
重现当年交通线上的一幕幕惊心动
魄的英雄事迹。

《绝密交通线》
钱林森 城光 著
红旗出版社

《绝密交通线》
钱林森 城光 著
红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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