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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
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
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
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
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
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
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
不同的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
文化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
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从区域文化人手，对一地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展开全面、系统、扎实、有序的研究，一方面可以藉此梳
理和弘扬当地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资源，繁荣和丰富当代的先进文化建设活动，规划和指导未来的文化
发展蓝图，增强文化软实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思想保证、精神动
力、智力支持和舆论力量；另一方面，这也是深入了解中国文化、研究中国文化、发展中国文化、创
新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如今，区域文化研究日益受到各地重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标志。
我们今天实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其目的和意义也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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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兴起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并坚
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支撑。
2008年5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
行专题部署，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明确提出：今后一
个时期我省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
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同时，继续深入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
、文化保扩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设“八
项工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大体系”
，努力使我省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文化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当前，浙江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对十分严峻的挑
战。
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始终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是
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不断探索的重大新课题。
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
的思路、更得力的措施，大力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
党的建设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努力形成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
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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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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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　　第二节　以经验为特征的知识论　第二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经史学术传统与宗教学术　　第
一节　浙江经史学术传统的形成　　第二节　东晋南朝时期的浙江道教　　第三节　东晋南朝时期的
浙江佛教　第三章　隋唐宋时期的宗教学术与儒学传统　　第一节　天台宗及其主要学说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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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历史哲学　　第四节　甬上四先生与浙东象山之学　　第五节　朱子学在浙江的流传与发展　第五
章　阳明心学与明代浙江思想学术　　第一节　阳明致良知说的理论结构　　第二节　钱德洪的事上
磨炼说　　第三节　王畿的良知现成说　　第四节　黄绾的“艮止”说　　第五节　刘宗周对王学的
重建　　第六节　明代的经史学术传统　第六章　明代的佛教哲学　　第一节　梵琦与袜宏的禅学思
想　　第二节　传灯与智旭的天台学思想　第七章　清初程朱学说的复兴与陈确的学术批评　　第一
节　张履祥、陆陇其的学术思想　　第二节　吕留良之尊朱与严辨“夷夏”　　第三节　朱舜水之尊
朱与维新更化　　第四节　陈确的“继善成性”说　第八章　黄宗羲的政治与哲学思想　　第一节　
《明夷待访录》的政治学说　　第二节　理气心性一体圆融的哲学思想　　第三节　经史之学的观念
及其学术精神　第九章　清代的浙东史学　　第一节　万斯同融会经史的学术思想　　第二节　全祖
望的史学特色　　第三节　邵晋涵的学术贡献　　第四节　章学诚的历史哲学　第十章　龚自珍、章
太炎与王国维的思想及其学术贡献　　第一节　龚自珍的社会批判思想　　第二节　章太炎的哲学与
政治思想　　第三节　王国维的哲学思想第二编　文学艺术第三编　浙江教育第四编　出版　藏书　
新闻　方志第五编　城市文化和景观文化第六篇　浙江民俗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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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编 思想学术概述历史上的浙江，文化昌盛，俊杰辈出，号为人文渊薮，在哲学、科学、文学、艺
术、史学、宗教各领域，都对中国文化的整体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但在春秋以前，浙江“僻陋在夷”，民情物态与“中原上国”大异其趣，与“上国”亦未有特别重大
的政治联系，故《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司马贞《索隐》云：“越在蛮夷，少康之后，地远国小，春秋
之初未通上国，国史既微，略无世系，故《纪年》称为‘於粤子’。
”自越王句践损兵折将而栖于会稽，卧薪尝胆，积“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之功，一举而灭吴，遂“
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
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
⋯⋯诸侯毕贺，号称霸王”。
春秋时句践的政治业绩，既奠定了越国在当时的重要政治地位，亦为“僻陋在夷”的浙江文化与中原
文化之间的相互融会与和谐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
然而世代辽远，史事渺茫。
就思想之历史演变的现实轨迹而言，我们现在已很难寻绎出古越国至两汉时代之思想演进的清晰脉络
。
就可获得的可靠史料而言，浙江历史上有卓越的思想成就并且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第一位思想家，
乃是东汉时的王充。
因此在我们的研究中，王充的哲学思想便成为叙述的起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思想学术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
这既是一个政局动荡的时代，亦是一个标志着思想解放、人格觉醒以及人最为根本的存在意识被唤起
的时代。
“三玄”的形而上学在将人们的思维引向精深绵密的同时，深刻地启迪了人们对于存在意义的本原性
追索；“魏晋风度”所蕴含的生命自由气质，既表现于诗歌中对生命主题的深沉咏叹，亦体现于对自
然风物的嘉赏与赞美，并由此而导致山水诗、田园诗作为独立文艺形式的确立；绘画书法已独立为纯
粹的艺术形式并追求着气韵生动，自然的意态与生命的潇洒圆融为一，并成为人物评品的基本尺度；
随着对自然与人格审美的渐趋成熟，独立的自觉的艺术批评开始确立，自然生命、人道慧命与艺术心
灵的涵浑圆具，此后则一直成为中国文化心灵的根基，亦一直成为中国人格的理想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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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浙江文化史(上下册)(精)》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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