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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周双周双周 学术学术

戏曲有悠久历史与深厚积淀，凝聚着中华
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和艺术特色，戏曲的繁荣
发展对建设文化强国具有突出意义。而戏曲的
滋生、成熟和发展，始终与戏曲的学术研究密切
相关。近代以来，戏曲创作演出进入全新的历史
阶段，21世纪以来国家对戏曲事业的重视程度
更是急剧提升。戏曲的社会地位、发展态势和戏
曲研究的互动，始终是我们思考与总结戏曲研
究规律的重要角度。

戏曲进入文人学者的研究视野，在元杂剧
被经典化的明初就开始了，直到民国初年，曲律
都是早期严肃戏曲研究的主要内容。对曲律的
高度关注，是由于最初的文人学者对戏曲的关
注，集中于以套曲为主体的杂剧、传奇的规范化
写作。尽管从明中叶开始戏曲表演逐渐进入文
人视野，对戏曲文本的戏剧学意义的探讨和表
演艺术研究，仍很少有人关注。王国维1912年
成书的《宋元戏曲考》，开启了戏曲历史纵向与
宏观的整体研究，该书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
版时更名《宋元戏曲史》，更说明戏曲真正成为
文史研究的对象之一。戏曲小说等向来被视为
小道，而王国维的史著正如鲁迅著《中国小说史
略》，视戏曲小说等文艺类型为值得为之治“史”
的重要精神活动，体现了全新的文化认知。戏曲
自此进入文人学者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内容更
从文人化的昆曲写作，下沉至京剧等通俗演艺
活动，及至其中的伶人。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在政
府机构中专设戏曲改进局，进而成立中国戏曲
研究院，戏曲研究获得长足发展，进入新的历史
时期。戏曲史研究和古代戏曲经典作家作品的
研究，在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学者的努力下
更为深入，尤其是戏曲文献的整理与宋元南戏
研究，大幅度拓宽了戏曲研究的视野。中国戏曲
研究院则拥有特殊的行业优势，因其与政府文
化管理部门的密切关联，得以在很大程度上切
入当代戏曲创作演出的研究，不仅改变了有史
以来戏曲研究侧重文人创作的戏剧文本、疏于
具有鲜明文化特色的戏曲表演艺术研究的取
向，更对戏曲的历史传承与当代发展，发挥了理
论引导实践的重要作用。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郑振铎主持的
《古本戏曲丛刊》和中国戏曲研究院编撰的《古典
戏曲论著集成》，是戏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代表
性文献整理成果。中央戏剧学院周贻白的个人著
作《中国戏剧史》《中国戏剧史长编》和中国戏曲
研究院张庚、郭汉城主编的《中国戏曲通史》，是
戏曲通史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前者是周贻白先生
毕生研究中国戏曲的结晶，后者浓缩了戏曲研究
院众多研究者的集体智慧，而它们共同的特点，
就是案头与场上相结合，在王国维之后，终于彻
底把戏曲研究者的眼光从书斋里拉了出来，充分
显示了戏曲千百年来作为中国各阶层最重要的
舞台艺术欣赏对象这一特点，使戏曲研究真正成
了活的学问。

改革开放之后，戏曲研究逐渐摆脱了非学术
的桎梏，但戏曲在大学文科的教学研究体系里却
被迅速边缘化。20世纪80-90年代，文化部门所属
的戏曲研究专门机构通过《中国戏曲志》《中国戏
曲音乐集成》等大型志书的编撰，一度对全国各地
戏曲研究人才的聚焦起了积极的刺激作用，遗憾
的是，这些大型集成志书项目完成后，兼之戏曲演
出市场的滑坡，各地戏曲研究机构纷纷衰落。

戏曲研究的边缘化现象，到新世纪出现有所
缓和的景象，一方面是由于艺术学科在高等教育
领域迅速扩张的大趋势中急速膨胀，戏剧与影视
学科亦随之扩充。尽管在这一学科内部，从文学
分化出来的影视和话剧学科门槛较不明显，因而
相对发展较快，但戏曲却由于研究拓展的空间更
大而颇受青睐，高等教育领域内从事戏曲研究的
学者及成果迅速增长；另一方面，随着传统文化
的升温，具有鲜明中华民族文化特色的戏曲，也
更易于引起学者关注。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
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遴选恰逢其时推
出，更激发了戏曲史论研究。因此，21世纪以来戏
曲研究之所以出现前所未有的良好势头，最具决
定性影响的原因，是外部人文环境的改善，但戏
曲研究领域的学者们的文化和学术自觉，也是内
在的原因。

21世纪以来，戏曲研究在方法论层面呈现出
明显的转型趋势。如果说社会学的研究思路方法
以及与之相关的苏俄戏剧理论，对20世纪50年
代的戏曲研究构成最显著的影响，那么，文化人
类学和后殖民主义研究方法，就是21世纪以来戏
曲研究面貌出现转型的新的理论背景。二战后全
球范围内文化多样性理念勃兴，在人文科学研究
领域的反映，就是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
的引入。几乎从戏曲研究的现代形态出现以来，
学者们的研究视角就是自觉不自觉地将这一本
民族的艺术类型视为“他者”的，基于欧美和苏俄
的戏剧观念（尤其是社会政治观念）阐释戏曲的
规律与价值，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戏曲历史与现

实真相的揭示，也很难充分体现戏曲剧种的多样
化面貌。21世纪以来的戏曲研究在努力摆脱西方
戏剧理论的遮蔽，因之有更多从戏曲本体出发的
研究与阐释，无论史论的取向，还是戏曲舞台实
践的阐释，都因之发生了重要变化。而文化人类
学方法的引进，启发众多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
贴身当下的戏曲实际，戏曲田野调查与研究，还
有各类口述史，都成为重要的学术方法与路径。
京剧及梅兰芳研究、昆曲研究在戏曲研究领域的
引领作用，或有一定的偶然性，如中国戏曲学院
开创性地将“京剧学”作为研究重心及昆曲的世
界“非遗”身份等，但戏曲有数以百计的地方剧
种，文化多样性理念对各地方剧种的研究更具方
法论价值，剧种尤其是小剧种的研究成为近年戏
曲领域成果数量最具爆发性的增长点，却绝非出
于偶然。

戏曲研究从观念先行的和社会学导向的研
究，转向更切近于戏曲本体的实学的研究，这一
取向与21世纪以来戏曲的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
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在停滞多年后，说戏曲
类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在新世纪进入喷发期，一
点也不为过。《全元曲》《全明曲》编撰完成和《全
清曲》编撰工作的推进，《古本戏曲丛刊》多年中
断后又得以持续，多个域外大型图书馆所藏的戏
曲文献被发现和发掘。戏曲研究者对文献资料的
理解和意识发生了根本变化，尤其是各类电子数
据库的出现，其中“晚清民国期刊全文资料库”和
《申报》数字化几乎取代了古籍，成为戏曲学者们
利用率最高的文献类型；而《京剧历史文献汇编》
清代卷和民国卷的整理出版，各类包括工尺谱和
身段谱的演出本、晚清民国年间的戏单、报刊广
告与评论等资料汇编相继面世，明显拓宽了文献
的范围，让戏曲研究者有更多的可能性，从此前
偏于关注古代戏曲经典（及其作为韵文的曲律）
的文学研究，向现当代戏曲研究延伸，更扩展至
包括戏曲表演在内的更具综合性的演艺研究，体
现了对戏曲艺术本体和文化意义的新认知。大量
戏曲类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出版，既说明学界越
来越重视戏曲研究，同时又是推动戏曲研究发展
直接的动力，当然也得益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增
强，让戏曲类图书尤其是大型文献资料类图书的
整理出版，获得前所未有的大力度支持。

戏曲研究领域的学者理应把握新的机遇，不
断追求新的突破。戏曲界还有很多重要的文献资
料有待整理，古代戏曲更具深度与广度的研究，
戏曲艺术规律的深度把握，在此基础上更努力开
展贴近当代戏曲现实的理论评论，都将有助于更
完整全面地阐释中华美学，重建文化自信，推动
戏曲健康发展。

（作者系中国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央戏剧
学院讲座教授）

戏曲研究的进展与转型
傅 谨

政协委员学党史政协委员学党史政协委员学党史
4月的北京，正是满城烟柳、飞絮萦空的时

节。上下班路过北海，于春风沉醉间，从湖面逶
迤穿梭的游舫上，想到嘉兴南湖上的那一条红
船，想到那岁月深处的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上海移师浙江嘉兴南湖的
一艘红船上继续召开。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
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中央领
导机构，宣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学史明理

在中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时一群心怀
天地的年轻人，在风雨飘摇、山河破碎的年代，
在中华民族历经磨难、饱受屈辱，寻求出路又屡
屡碰壁的绝境中挺身而出，用年轻的肩膀扛起
历史的重担，用青春热情点亮中国革命的星星
之火。从此带领中华民族踏上民族复兴的伟大
征程。

100年前的那艘红船，是沉沉黑夜中的曙
光初现，是开启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起点。
100年来，这艘红船穿过风雨，驶过黑暗，指引
中华民族驶向光明，驶向伟大复兴的航程。

嘉兴红船，是铸在中华儿女心中永不褪色
的精神丰碑。早在2005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
习近平便将“红船精神”归结为“开天辟地，敢为
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
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他指出：

“红船，见证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成为中国革命源头的象征。”“红船精神同井冈
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一
道，伴随中国革命的光辉历程，共同构成我们党
在前进道路上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不断夺取
新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和宝贵精神财富。”

在世界执政史上，像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
有着百年历史，率领古老大国重新焕发生机，应
对挑战、化解危机、创造奇迹的政党是独一无二
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断把革命、建设、改
革、复兴事业推向前进，奋力实现救国、兴国、富
国、强国的崇高使命。

学史增信

这些年来我曾多次前往南湖学习党史、瞻
仰前贤，置身那里，仿佛在触摸历史，感受革命
先驱在历史动荡中弄潮前行的激情，感受那庄
严而艰辛的开始。百年前的乱世中，一群赤心为
民的人，在暗夜中苦苦探寻，为一个千疮百孔、
内忧外患的国家谋求生路。百年来，中国共产党
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
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信仰信念信心照
亮奋斗之路。

前贤的牺牲与奉献，换来了今天的山河锦
绣，岁月静好。我们这一代人，是在党的教育、引
领、呵护下成长的，我们从未经历过战火的洗
礼，没有面对过生与死的考验，对于苦难和牺牲
的认识还远远不够深刻。而那些已经故去的仁
人志士，他们是以血肉之躯，以不移的信念，为
后人开辟了一条光明的红色大道，铸就了崭新
而充满力量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接力棒已经传到
我们这一代人手中，我们必须作出无愧于人民、
无愧于历史的抉择。”作出无愧于人民、无愧于
历史的抉择，我们必须牢记党的初心宗旨，增强
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增强对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增强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信心，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
稳思想之舵，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
中加油、努力，再长征。

学史崇德

学党史，要崇尚对党忠诚的大德、为民造福
的公德、严于律己的私德。纵观历史，从一大到
十九大，无论逆境顺境，无论是弱小还是强大，
中国共产党一直秉承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
献精神，率领党内党外人士持续为中国人民的
福祉而奋斗。

党的历史是一部在困境中披荆斩棘、筚路
蓝缕的奋斗史，充满了惊涛骇浪、曲折起伏，也
始终饱含着革命的浪漫和无畏。党的历史更是
一部可歌可泣的英雄史。在这个过程中，无数人
抛家舍业、割舍亲情，甚至流血牺牲，但一代代
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九死不悔。在风雨之
中、危难之时，中国共产党总是能凝聚民心、扬
帆起航，从未失去的，是对前途的清醒认知和方
向的把握。

对一个已经过去的旧时代而言，他们是开
天辟地的引领者，对于一个徐徐展开的新时代
而言，他们是宏伟蓝图的擘画者。

中国共产党博大的政治胸怀和对建立民主
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决心，使各民主党派开始公
开、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民主党派积
极参加国家政治生活和爱国统一战线活动，建
立和健全参政党机制，在新形势下开创了党派
工作新局面。不管时代如何变迁，形势如何变
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始终坚持接受共
产党领导的政治立场不变，与共产党亲密合作、
同心同德的政治态度不变，形成了风雨同舟、患
难与共的优良传统。

作为民主党派中的一支重要力量，民盟自
成立之日起就自觉地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
共克时艰。作为新时代的中国民主同盟盟员，对
党忠诚、为民造福、严于律己，同样也是我必学、
必修、必行的信念。

学史力行

以古为鉴，可以知兴衰；以史为镜，可以明
事理。学党史，要学有所思、学有所悟、学有所
得。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干部，必须忠诚于党的
组织，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中共
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
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敢于担当、善于作为。
必须忠诚于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自觉用
党的理论创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
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尤
其是党关于统战工作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到中
共中央号召的坚决响应、中共中央要求的坚决
照办、中共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干、中共中央部
署的坚决落实。

余生正逢时，我们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提
升思想高度，加强自我修养，以各行各业的先进
楷模为榜样，继续关注民生，脚踏实地投入到工
作当中，方不负党和国家给予的大好机遇。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汲取历史经验，激励
奋进力量，持续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
成效；提高思想站位，立足实际、守正创新，高标
准高质量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坚定理想信
念、激发干事热情，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百年。

近日，作为北京市政协委员，参加了北京
市政协组织观看的话剧《香山之夜》，并作诗
《学党史 观话剧——〈香山之夜〉感赋》一
首：“一番清泉曾涤耳，几度云烟幻江边。北
平花落红仍在，金陵水流绿杳然。激荡风云今
百载，重温党史仰前贤。峥嵘本色利名外，磊
落初心天地前。”甚是欣赏创作者对于历史的
捕捉，在方寸舞台上，呈现出决胜之夜，两位
历史人物不同的心情和胸怀。隔着久远的时光
来看，所有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所有的失
败亦都是由来有因。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东城区政
协民族宗教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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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柏庐治家格言》又名《朱子家训》，是一
部以家庭道德教育为主的启蒙教材。它精辟地
阐明了一个家庭中修身治家之道，被誉为“治家
之经”。

朱柏庐（1627－1698）原名朱用纯，字致
一，自号柏庐，江苏昆山人，是明末清初著名理
学家、教育家。朱柏庐少年时读书不辍，曾考取
秀才，醉心于仕途。明朝灭亡后，便无心再求取
功名，于是隐居家乡，以教授学生为业。他潜心
治学，以程、朱理学为本，提倡知行并进，躬行实
践。他能做到严以律己、宠辱不惊，对当时愿和
他交往的官吏、豪绅等，不卑不亢，以礼自持。他
与同乡顾炎武坚辞不应康熙朝的博学鸿儒科，
后又多次拒绝地方官举荐的乡饮大宾，与徐枋、
杨无咎号称“吴中三高士”。所著《治家格言》是
其代表作，全文634字，内容简明赅备，文字通
俗易懂，朗朗上口，问世以来，不胫而走，成为有
清一代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教子治家的经典
家训。

《朱柏庐治家格言》的内容如下：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

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一粥一饭，当思来处
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缪，
毋临渴而掘井。自奉必须俭约，宴客切勿流连。

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
蔬逾珍馐。勿营华屋，勿谋良田，三姑六婆，实淫
盗之媒；婢美妾娇，非闺房之福。奴仆勿用俊美，
妻妾切忌艳妆。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
不可不读。居身务期质朴，教子要有义方。勿贪
意外之财，勿饮过量之酒。

与肩挑贸易，毋占便宜；见贫苦亲邻，须
加温恤。刻薄成家，理无久享；伦常乖舛，立
见消亡。兄弟叔侄，需分多润寡；长幼内外，
宜法肃辞严。

听妇言，乖骨肉，岂是丈夫？重资财，薄父
母，不成人子。嫁女择佳婿，毋索重聘；娶媳求淑
女，勿计厚奁。见富贵而生谄容者，最可耻；遇贫
穷而作骄态者，贱莫甚。

居家戒争讼，讼则终凶；处世戒多言，言多
必失。勿恃势力而凌逼孤寡，毋贪口腹而恣杀生
禽。乖僻自是，悔误必多；颓惰自甘，家道难成。

狎昵恶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则可相
依。轻听发言，安知非人之谮诉，当忍耐三思；因事
相争，焉知非我之不是，须平心暗想。

施惠勿念，受恩莫忘。凡事当留余地，得意不
宜再往。人有喜庆，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祸患，不可
生喜幸心。善欲人见，不是真善；恶恐人知，便是大
恶。见色而起淫心，报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祸延
子孙。

家门和顺，虽饔飧不济，亦有余欢；国课早完，
即囊橐无余，自得至乐。读书志在圣贤，非徒科第；
为官心存君国，岂计身家。守分安命，顺时听天；为
人若此，庶乎近焉。

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大致意思就是：
每天早晨黎明就要起床，先用水来洒湿庭堂

内外的地面，然后扫地，使庭堂内外干净整洁；黄
昏来临，就要休息，并亲自检查一下要关锁的门
户。对于一顿粥或一顿饭，我们应当想着来之不
易；对于衣服的半根丝或半条线，我们也要常念着
这些物资的产生是很艰难的。家僮、奴仆，不可雇
用英俊美貌的，妻、妾千万不可有艳丽的妆饰。

祖宗虽然离我们已经很久远了，祭祀时却仍
然要虔诚专心；子孙即使不谙世事，教育也是不容
怠慢敷衍的。自己生活节俭，以做人的正道来教育
子孙。不要贪婪原本就不属于你的财富，也不要喝
过量的酒。和做小生意的小商小贩们交易，不要占
他们的便宜，看到穷苦的亲戚或邻居，要关心他
们，并且要给予他们财物或其他力所能及的帮助。
对人刻薄而发家的，绝对是不可能长久的。为人处
事违背伦常的人，也不可能立足于社会。兄弟叔侄
之间要互相帮助，富有的要资助贫穷的；一个家庭
要有严正的规矩，长辈对晚辈，说话时言辞应庄
重。听信妇人挑拨离间，而伤了骨肉之情，哪里配
做一个大丈夫？看重钱财，而慢待父母，就没有资
格为人子女。嫁女儿，要为她选择贤良的夫婿，不
要索取贵重的聘礼；娶媳妇，要娶那些贤淑端庄的
女子，不要贪图丰厚的嫁妆。看到富贵的人，便做
出巴结讨好的样子，是最可耻的；遇着贫穷的人，
便做出骄横无礼的态度，是最鄙贱的。

居家过日子，难免磕磕碰碰，尽量避免争斗诉
讼，一旦争斗诉讼，无论胜败输赢，结果都是不好
的。处世不可多说话，言多必失。不可用势力来欺
凌压迫孤儿寡女，不要贪图口腹之欲，而任意宰杀

牛羊鸡鸭等动物。性格古怪，刚愎自用、自以为是
的人，常常会因为做错事而感到懊悔不已;颓废懒
惰，沉溺不悟，是难以成家立业的。亲近不良的少
年，日子久了，必然会受到牵累；恭敬自谦，虚心地
与那些阅历多而善于处事的人交往，一旦遇到急
难的时候，就可以受到他的指导或帮助。对那些善
于说长道短、嚼舌之人，不可轻信他们的话，要多
加思考堤防。如果事情起争执，要冷静地反躬自
省，或许是因为自己的过错造成的。

对人施了恩惠，不要老记在心里；受了他人的
恩惠，一定要常记在心。无论做什么事，要留有余
地，要学会知足，知足才会常乐。他人有了喜庆的
事情，不可有妒忌之心；他人有了祸患，不可有幸
灾乐祸之心。做了好事，而想让他人看见或知道，
就不是真正的善人；做了坏事，而怕他人知道，就
是真正的恶人。看到美貌的女性而起邪心的，将来
会在自己的妻子儿女身上得到报应；怀怨恨之心
而暗中伤害他人的，将来会在自己的子孙那里留
下祸根。家里和气平安，虽缺衣少食，也会觉得快
乐；尽快缴完赋税，即使口袋所剩无几，也会自得
其乐。读圣贤书，目的在学圣贤的行为，不只是为
了科举及第；做一个官吏，要有忠君爱国的思想，
怎么可以只考虑自己和家人的享受？我们守住本
分，努力工作生活，上天自有安排。如果能够这样
做人，那就差不多和圣贤做人的道理相同了。

《治家格言》的宗旨是儒家思想的宗旨，这个
宗旨就是修身齐家，主要告诫家人要勤俭持家，尊
敬师长，和睦邻里，做好人、行好事。其中许多内容
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特点，比如勤俭持家、
周密谋划等，其中一些警句，如“一粥一饭，当思来
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宜未雨而绸
缪，毋临渴而掘井”等，在今天仍然具有教育意义。
当然其中封建性的糟粕如对女性的某种偏见、迷
信报应、自得守旧等是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我们
是不能苛求于前人的。

《朱子家训》全文虽只有630余字，却集儒家
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思想植根深厚，含义博大精
深，需要我们很好地继承与发扬。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教
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特别
节目《平“语”近人》思想解读嘉宾]

《朱柏庐治家格言》：治家之经
王 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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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在京召开
“和合学与温州学融合发展研讨会”，20 余名
专家学者与地方文化代表出席会议，围绕“校
地合作”的深化、“书院模式”的创新、“城市
文脉”的延续等内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会
上，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与温州市龙湾区
人民政府正式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孔子研究院积极参
与到“校地合作”的实践探索中，在传承与弘
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做了深入的理论研究
与大量的实践探索。温州市龙湾区委、区政府
重视城市文脉的延续与地方文化的保护，先后
挖掘了永嘉场、永昌堡、永嘉学派、和合文化
等兼具文化底蕴与龙湾特色的地方文化。两者
决议开展深入密切的合作，携手推进“和合书
院”的筹建与人大孔院温州分院的建设，共同
探索书院模式与地方文化的结合。

中国和合文化源远流长，中国人民大学一
级教授、孔子研究院院长张立文先生由 《周
易》研究、朱熹研究等诸多专题研究开始，逐
步上升到对宋明理学、中国哲学的整体把握，

统筹梳理了中国哲学的整体框架与源流脉络，
进而构建了“和合学”理论思维体系，提出了
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原理。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罗安宪认为，在
宋明理学中，除了为人熟知的程朱、陆王两系
以外，还有很重要的一系，即温州的永嘉学
派。依托和合书院这一公共文化空间，既可以
挖掘和弘扬温州传统的文化与学术，使其为今
人所用。温州市龙湾区政协主席张纯芳也表
示，和合学的传播与发扬既能影响与滋润龙湾
人的精神，也能为深化永嘉学派、温州历史、
张璁文化等先贤名人的研究提供积极的思考。

“和合学既是一个哲学体系，也应该与当
地的文化、教育、生活等融合在一起，使哲学
社会科学走近生活、走近社会、走近人民。”
张立文先生说，通过筹建和合书院，能够推动
和合学与温州学的融合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
阶段，既是文化的溯源，也是文化的传播；既
是文化的发展，也是文化的落实。在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路上，和合学与温州学融
合发展的相关成果也必将更加丰硕。

创新书院模式延续城市文脉
——和合学与温州学融合发展研讨会举行

本报记者 谢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