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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王应麟是宋元之交的一代通儒，其《困学纪闻》开清代考据之风，在思想史、学术史上占有重要
地位。
但因其传世诗文较少，能反映生平的资料不多。
作者独辟蹊径，从其心路历程的转变、学术道路的迈进为视角，重点剖析了王应麟学术的一生，及其
对传统学术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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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在南宋政坛的起伏一、浙东文化的崛起二、北方移民的后裔三、通向博学宏辞科四、巍然为馆
阁冠冕小结第二章 元朝下的遗民生活一、王应麟的遗民思想二、王应麟的遗民活动三、王应麟的寿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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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结征引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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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第一章在南宋政坛的起伏王应麟（1223-1296）是宋元间的一位博学大师，对清代学术与浙东学
派均有很大影响。
他有着丰富的人生经历，然而留下来的传记资料却相当之少。
我们只能梳理有关零星材料，解读其中所含信息及其意义，期望走入王应麟在南宋时期的生活世界①
。
一、浙东文化的崛起一代学术大师王应麟的出现，是南宋时代文化大发展、浙东学术文化崛起的产物
。
关于宋代学术文化的发展，下面几章将详述，此先述浙东学术文化的发展。
宁波学术文化的历程，大体上可以南宋为界，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段。
南宋之前，是宁波文化的形成时期②；而南宋以后.则是宁波文化发展的第一次高潮时期。
1.宁波文化溯源宁波的历史文化，从起源来说，应该是相当古老的，至少在七千年前的河姆渡文化时
代即已产生。
在整个上古与先秦时期，创造宁波文化的主人是不同于北方汉人的古越人。
古越人讲古越语，习俗明显不同于北方汉人。
他们创造的文化，自然是古越文化。
在没有大一统国家、没有中心的时代，它就是一个区域发展中心。
自从江南地区并人秦，成为大一统国家的一部分以后，创造宁波文化的主人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秦实行了大规模的迁移政策，越人被迁移到江淮流域，而汉人则不断迁人浙江，进人宁波。
从此，创造宁波文化的主人逐渐由讲古越语的越人转换为讲古汉语的汉人。
在这个大一统国家里，宁波地处海隅，远离汉族儒家文化中心圈，所以，政治与文化位置明显边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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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王应麟学术评传》由中华书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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