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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邢州原属冀州之地，商祖乙曾迁都于邢，即此地.故而有人称这里为中国最早的都城.周时，此地
为邢国，即故邢侯国也。
春秋时分属晋。
其后三家分晋，战国时邢州又属赵。
孝成王常筑台以朝诸侯，为赵别都，故曰信都。
及秦并六国，置信都县。
项羽改名襄国。
赵歇为赵王季龙，置裹国郡。
隋开皇十六年，置邢州。
唐武德元年，置总管府。
天宝改巨鹿郡，随复为邢州。
宋末为信德府，金复改为邢州.元初仍沿用邢州之称，元中统三年（1262年）九月，邢州改名为顺德府
。
至元二年（1265年），顺德府改为顺德路。
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年十月，顺德路改顺德府。
此后，清朝历时267年，基本沿用明制。
辛亥革命后，1911年废府留县。
1938年日寇侵占邢台，设冀南道，不久改为顺德道。
1945年约14日邢台获得解放，同年废顺德道，建邢台市。
今为河北省邢台市人民政府所在地。
　　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灵异的奇山秀水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出乎其类、拔平其萃的邢台人，滋养了
一批又一批卓尔不凡的俊杰伟岸之士。
元朝的邢州学派就诞生在人杰地灵的邢州，并由此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在中华历史发展的华彩乐章
中奏出了时代的强音。
　　邢州学派是元代最有影响的一个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刘秉忠、张文谦、郭守敬、张易、王恂
等。
刘秉忠、张文谦、郭守敬皆为邢州人，张易、王恂虽非邢州人，但他们曾同刘秉忠、张文谦、郭守敬
在邢州紫金山书院（今河北省邢台县西部）学习和研究学问。
刘秉忠、张文谦、郭守敬、张易、王恂，史称“紫金山五杰”。
这五人后均成为元代著名的学者、政治家和科学家，人们很自然地把他们归为一个学派，称之为邢州
学派或“紫金山学派”。
他们五人身为元朝高官，但在学术上都有很高的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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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邢文化研究》通过从总体上对刑州学派产生的时代背景、人物构成及历史分期、特点的分析和
研究，以期对邢州学派有个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
邢州学派作为我国元朝最有影响、最有作为的学派，书写了元朝历史的辉煌篇章。
邢州学派文理贯通的学术包容态度，精诚团结的集体合作意识，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敢为人先的科
技创新精神，科技救国的不懈努力与探索，利国利民的整体观念与执著追求，中华民族大家庭民族平
等的大局意识，积极进取的拼搏精神，为民族争光的责任意识，在今天仍具有着较强的榜样力量和楷
模作用。
全面、系统、历史、客观地研究邢州学派，在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宣传中华历史英才，光大
中华民族和谐共建精神，激励今人的锐意改革精神和科技创新精神等方面，都具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
和理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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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四）经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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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协作精神　　历史上许多集团、学派内部矛盾重重，从而引发这个集体内部的不和谐音符
，甚至上升到火拼的局面。
元朝也曾经出现这样的事实：元代最著名的思想家许衡和刘因就可以说是同样理学才俊中的冷眼相观
者，刘因曾经写下《退斋记》，对许衡的仕元过程中的多次进退现象隐讳地加以指责，成为元代理学
思想内部界限分明的领路人。
邢州学派群体在发扬团结协作精神方面可以说堪称楷模。
这一特点主要通过以下几点加以分析：相互提携、合作创新、维护集体荣誉。
　　元朝初期的邢州声名并不显赫，然而以邢州学派为主的人物群体中既有位居三公和宰相职位的显
宦，又有独当一面的太子赞善和擅长仪器制造兼通水利工程的太史院长官。
这要归功于邢州学派成员间的相互提携。
1242年最早进入蒙古政权核心的刘秉忠凭借自己的实力逐渐在忽必烈王府站稳了脚跟，其后渐受恩宠
，他开始向忽必烈推荐同窗好友张文谦。
1247年张文谦被忽必烈召见开始了沙河人物之冠的元朝政治生涯。
其后，紫金山求学期间，王恂、张易、郭守敬和刘秉忠、张文谦形成了一个比较密切的同学、师生关
系群体。
1253年，王恂受到刘秉忠的推荐进入忽必烈幕府，开始他的从政生涯。
张易大约也是在这一时期受刘秉忠、张文谦推荐而进入忽必烈谋士队伍。
张文谦宣抚大名、行省西夏期间一直把郭守敬带在自己的身边，逐步也把他推进到忽必烈的政府机关
中。
其他如刘秉恕、马亨、刘肃等也都是由邢州学派内部成员相互推荐而从政。
可以说，如果没有相互的提携，应该不会出现这样一个大规模的邢州官僚群体。
　　历史实践证明，重大政治行为和典范科技成果都是群体密切合作的硕果。
政治地位突出、科技成果累累的邢州学派当然也是合作创新的完美群体。
蒙古政权由窝阔台系向拖雷系转变的标志是蒙哥汗位的确定，从此，忽必烈的羽翼开始丰满。
经过精心准备，刘秉忠、张文谦向忽必烈提出建设自己家乡的改革要求。
其后，他们一起时刻关注邢州改革的步伐，并协商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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