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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
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
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元明清三代中，浙江一省的文学家皆占全国总数的五分之一。
而现代史上，浙江文化名人之多、涵盖领域之广更使人瞠目结舌！
面对这么一块丰厚的文化宝藏，今天如果不做点什么，岂不愧对先人！
　　开辟鸿蒙，旧事难具论。
但据新的研究成果，可知约在十万年前，“建德人”已在浙江大地上活动。
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是六七千年前的胜景，四千多年前的良渚文化则透出了文明时代的曙光，充
分证明了中华民族的多中心起源说。
不过，与后来得到迅猛发展又逐渐被确认为华夏文化核心的中原文化相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早期
的浙江文化弱势地位明显，良渚文化的神秘消失，也许就是这种弱势地位的原因或者结果。
　　尽管到西汉，浙江一带仍被视为“方外之地”，但是，即便从较狭窄的中原文化的角度看，浙江
文化也已经能够成为那曲多声部合唱中的一个声部了。
春秋时期的范蠡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和企业家，同时也是一个洞明世事的经济学家。
而王充，则以他的《论衡》震动了汉末的京兆。
　　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两宋时期的两次从北到南的人口大迁徙，以及吴越钱氏保境安民，是浙江文化
后来得以繁茂的关键。
这其间的安史之乱，也是北南文化彼消此长的关节点。
自此，浙江这块美丽的土地开始得到大规模和深层次的开发，优美的山水给了艺术家、诗人，乃至高
士高僧无尽的灵感。
浙江人才迭出，各展其技，已然引起全国的注意。
艺术家王羲之、王献之、曹不兴、智永、虞世南、褚遂良、燕文贵，文学家谢灵运、沈约、骆宾王、
孟郊、寒山、拾得、罗隐、周邦彦，宗教界的智凯、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异、朱肱，都是对中
国文化卓有贡献的人物。
　　南宋政权定都杭州后，浙江文化旋即在中国文化的舞台中心进行了令人崇敬的表演。
这一表演一直延续到了清代。
也就是说，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后半期，浙江素领风骚，对中国文化贡献卓著：在思想学术领域，涌现
出永康学派陈亮、永嘉学派叶适等重事功、重现实的思想巨擘，他们的主张在今天仍然成为浙江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资源；王阳明的心学独树一帜，弓l领了明代思想解放的滔滔洪流；黄宗羲对政
治社会的深刻反思，击中了传统中国的根本弊病。
而黄氏与章学诚，则为中国史学的重镇。
　　文学领域，则有陆游、朱彝尊、龚自珍等大诗人，更有高明、徐渭、李渔、袁枚等与市民阶层有
深刻联系能道时代之先声者，亦有刘基、宋濂、于谦等在政治领域大有建树且文学亦可观者。
艺术大师也极多，如马远、夏珪、赵孟頫、黄公望、吴镇、王蒙、陈洪绶等，不仅为一代名家，亦可
为后世垂范。
诸多的藏书家、刻书家和文献大家如范钦、严可均等为文化之邦增添了浓郁的文化气氛。
在与海外文化的交流沟通上，浙江也处于领先地位：陈元赟、朱舜水为中国文化远流日本作出了重要
的贡献，而李之藻、杨廷筠、李善兰等则师法西方科技，开中国文化近代化之先声。
　　西风东渐，古老的中华从沿海泛起新浪。
这一次在文化史上几可媲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使浙江有幸再一次位居中国的发展前沿，浙江文化
在20世纪再次放射出异彩。
转型期的文化大师，浙江有了王国维、章太炎、蔡元培。
而鲁迅更以其超凡的艺术感受力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巨人。
举凡文学、艺术、教育、出版、学术、新闻，浙江无不人才济济，傲视全国，如茅盾、夏衍、郁达夫
、吴昌硕、潘天寿、夏丐尊、张元济、胡愈之、钱玄同、陈望道、邵飘萍、曹聚仁等等，皆可谓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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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的文化巨擘。
在新兴的科学技术界，浙江亦出类拔萃，有竺可桢、金宝善、姜立夫、严济慈、童第周、赵忠尧等著
名科学家。
20世纪已经逝去，但我们完全可以期望浙江的文化在新千年发扬光大，再放异彩。
因为时代需要，因为中国需要，我们更希望因为世界需要！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为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综合学术机构，一方面以现实问题为主攻方向，
另一方面也要秉承浙江文化的传统优势，总结浙江文化发展的宝贵经验，为文化的创新发展竭尽绵薄
。
在浙江省委、省政府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下，我们毅然启动“浙江文化名人传记”系列丛书一百部这
个我院建院以来最大的科研项目。
通过为浙江文化名人立传，既可借以反映浙江文化发展的总体面貌，也有利于今人见贤思齐，努力进
取。
目前丛书正在陆续面世，我们一定团结各方力量，坚持学术标准，争取近年内完成这个浩大的学术工
程。
　　本丛书共为一百部，其中古代五十部，20世纪五十部。
本丛书中之文化名人，我们一般采取以下准则选取：（1）生在浙江，或其主要文化成就在浙江完成
者；（2）卒年在2000年底前者；（3）在某一文化领域作出巨大贡献，在全国有重大影响者。
另外，丧失民族气节者不入选，个别资料奇缺者亦暂不入选。
其中选目，若有不甚恰当者，希社会各界批评指正。
　　本丛书从创意始，就得到了中共浙江省委、浙江省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浙江省财政
厅的正确指导和真诚帮助，得到了诸多学术界前辈的支持，得到了各兄弟单位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更
值得一提的是，得到了众多文化名人的亲属及有关人士的无私协助。
在此良好氛围下，我们唯有在今后几年焚膏继晷，埋头苦干，将这项工作尽可能做好，庶几不负社会
之公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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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浙江这块并不算太广阔然而深厚的土地，哺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王羲之、谢灵运、骆宾王、孟
郊、寒山、赵孟頫、黄公望、王蒙、茅盾、夏衍、郁达夫、竺可桢、童第周等。
他们为文化的传承，更为文化的创新，竭尽了他们的才智，取得了伟大的成果。
“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是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贯彻省委省政府号召推出的文化工程，推出了100位古
今浙籍文化名人传记。
《胜国宾师：朱舜水传》为丛书之一，介绍的是胜国宾师：朱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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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钱明，男，1956年11月生，浙江杭州人。
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国际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杭州师范学院和中国计量学院兼职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明清思想史、东亚思想文化比较史和浙江地方思想家的研究。
主要学术成果有《阳明学的形成与发展》（专著）、《徐爱·钱德洪·董淫诗文集》（古籍整理点校
）、《简素的精神：日本文化的根本》（译著），以及学术论文1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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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舜水序曲　　明清之际是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
王朝更替，天翻地覆，社会动荡，生灵涂炭。
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民族矛盾和瞬息万变的政治风云，有力地推动了思想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孕育
出了一大批领时代风骚的杰出人物。
一时之间，人才辈出，群星璀璨，朱之瑜舜水先生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舜水的出生地余姚龙泉山麓，距离比他早128年出生的明代大哲学家王阳明的出生处瑞云楼仅数百
米之隔。
“阳明”之号取之家乡的山名，而“舜水”之号得之故乡的水名。
孔子日：“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
知者乐，仁者寿。
”可两人的性格却与孔子所言正好相反。
喜欢水的舜水，长寿、好静，素以学问家见称；而喜爱山的阳明，则乐学、好动（个别时期除外），
素以思想者著称。
水的性格是虚而善变，山的性格是实而具象，这也恰好与阳明、舜水的性格相悖。
可以这么说：以山名为号的阳明之性格近于“水”，而以水名为号的舜水之性格近于“山”。
舜水的率真和固执，曾给他带来过许多误解和烦恼；而阳明的善于应变、讲求谋略，却使他获得了一
次次的丰功伟业。
可舜水与其常常引以为豪的王阳明在思想性格上的这些差异，并不影响他对阳明之思想深蕴的汲取与
提炼。
舜水能够为日本人所喜爱，其身上所具有的阳明的怀疑精神和务实作风，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元素
。
诚然，就舜水的总体思想倾向而言，应该说是尊崇朱子学的，比如强调“朱子道问学，格物致知，于
圣人未有所戾”；又认为《四书》、《五经》“朱子之注不可废”，“至于晦庵之注，自当遵依”。
但他更强调“看书未必单单靠得注脚，为学当见其大，实实有裨于君民，恐不当如经生寻章摘句也”
，这与阳明的内在气质有颇多相似之处。
正是基于“为学当见其大，实实有裨于君民”的原则与向度，舜水反对空疏的讲学之风，尤其嫌恶门
户之争，认为“朱、王之异，不当决于后人之臆断，寒暖之向背，即当以孔子断之”；从而凸显出他
反对近世儒者之习气，强调复归先儒，以圣道为判断标准的鲜明立场。
从表面上看，舜水的认知标准过于教条、陈旧，但若放到其所处的特殊环境下予以考量，就可看出它
的历史合理性和必然性。
他是想为中国传统社会找回自己的坐标，为中国知识精英扛起儒学源头活水的大旗，为东亚夷夏关系
提供历史转换的可能。
这是从舜水思想中涌现出来的最具震撼力和跨文化意义的潜质。
　　世人习惯以钱塘江为界把浙江文化分为上下两块，即所谓“两浙文化”。
舜水出生于地处浙东的余姚并在那里生活了近20年，又在地处浙西的松江生活了25年，自称“生于越
而贯于吴”，所以在他的身上，既有浓重而深切的浙东民物风情之情结，又有深邃而厚实的浙西学风
文思之内质；既表现出浙东文化实行实用之向度，又表现出浙西文化精雕细琢之志趣。
舜水的科第生涯始于浙西，他的学术生涯亦可谓始于浙西。
比较而言，如果说余姚是其生命与精神的家园，那么松江便是其学问与知识的故乡。
也就是说，浙东的风土人情对其情感世界的构造具有决定性作用，而浙西的人文环境对其学问世界的
感染具有关键性意义。
这种微妙差异，可以从其怀念余姚人物风情而思念松江师长道友的诸多书简中感悟出来。
比如德川光国知道杨梅是余姚的特产，所以只要有杨梅，就会想到舜水，而舜水在得到所赐杨梅后，
便会倍加思念余姚；所谓“岂独是德祖家珍，仿佛见故园风味”，“登高令节，每忆龙山，对物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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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增感慨”，便是这种情感的真实流露。
而笔者所谓舜水的人文情怀主要来源于浙东、其学术资源更多地来源于浙西的论断，即是由此得出的
。
　　若仍以阳明、朱子为例，似可谓舜水对阳明主要是情感上的钦佩与受容，属于精神气质的范畴；
对朱子则主要是理论上的接纳与汲取，属于学理致思的范畴。
而他所努力追求的，乃是超越朱王、复归先儒古德的圣道理念，这与明末清初的思想大师们有不谋而
合之处。
他曾对弟子安东守约说：“贤契旧学亦无所失也，但不当拘泥执着尔。
学者之道，如治裘遴其粹然者而取之。
故日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故日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若日我某氏学某氏学，此欺人盗名而巧取世资者也，何足效哉？
至于更为朱、陆两可之见，则大非也。
世间道理惟有可不可二者，无两可者也。
两是者，汉廷之畏势者也；调停者，宋室之基祸者也。
”他是希望结合中国实际，开拓出一条既不同于朱学又不同于王学的独立道路，而其针对守约旧学所
作的批评，实际上针对的是当时日本的官学朱子学。
当然，他的目的并不是要否定朱学而推重王学，而是反对门户之争、倡导先儒古德。
从理性的角度分析，舜水身上那种百科全书式的学人风采，既彰显出了理学、经学、史学等精英文化
的内在质地，又表现出了实用科技、百工技能等市民文化的鲜活素养，这些都无不代表了明代以来江
南人文精神发展的基本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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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海外遗民竟不归，老来东望泪频挥；终身耻食兴朝粟，更胜西山赋采薇。
　　——黄遵宪　　舜水以极光明俊伟的人格，极平实渊贯的学问，极诚挚和蔼的感情，给日本全国
人以莫大感化。
德川二百年。
日本整个变成儒教的国民，最大的动力实在舜水。
⋯⋯舜水不特是德川朝的恩人，也是日本维新致强有力的导师。
　　——梁启超　　给日本精神文化以最大影响的是明朝遗臣朱舜水。
⋯⋯凡当代的学者无不直接、间接受到他的感化，给日本儒学界以极大的影响。
　　——[日]木宫泰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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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胜国宾师：朱舜水传》深刻解读了朱舜水与日本思想文化研究的学术人生。
　　余秋雨说朱舜水是满腹经纶的血性汉子，人到中年，生逢乱世，漂移海外，用自己的嶙峋傲骨塑
造起了中华民族的人格坐标，因而也在异国他乡获得了一种精神的引渡和文化的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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