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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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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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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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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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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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家的文化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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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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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徐斌，祖籍东北，生于华北，长在西北，自谓“三北”人，客居杭州。
52岁。
“文化大革命”期间，当过钳工、车间干部、记者，1978年考入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续读硕
士研究生，专攻魏晋南北朝史。
1985年进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历史学、社会学研究，1992年起兼任《观察与思考》主编工作。
2002年至2004年任浙江工商大学杂志社社长。
现任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先后撰写或主编著作多部，发表论文、评论等百余篇，以及大量特写、通讯。
代表作《魏晋玄学新论》颇受学界好评，亦为读者所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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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家世与童年第二章 开蒙的世界第三章 少孤乡里称孝第四章 从书馆到经馆第五章 受业太学第六
章 感受光武中兴第七章 告别求学生涯第八章 初涉宦海第九章 “屏居教授”著《讥俗》第十章 探求宇
宙奥秘第十一章 思索人生遭际第十二章 颍川归来撰《政务》第十三章 闭门潜思成《论衡》第十四章 
回首一生诉衷肠第十五章 悲欣交集的晚年第十六章 奇书绝境逢生第十七章 毁誉自古成冰炭第十八章 
玉石于今见伪真王充大事年表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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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家世与童年浙江杭州湾南岸的宁绍平原，自古以美丽富饶著称：稻田纵横，河湖交织，青山绿水
，茂林修竹。
平原的中部，有条江自南而北欢腾穿过，将平原切分为东西两片。
这条江上游名剡溪，广聚天台山、四明山、会稽山山涧清流逶迤北淌；下游古称舜江（今称曹娥江）
，长200多里，出峡谷，过盆地，经平原汇人杭州湾。
舜江两岸自然环境多姿多彩：群山郁郁葱葱，盆地起伏连绵，平原绿野无垠。
相传，舜就诞生于这块充满灵秀的土地上。
江流因舜而得名，就是县名也来自舜的掌故：“舜避丹朱于此，故以名县。
百官从之，故县北有百官桥。
亦云，舜与诸侯会事讫，因相娱乐，故日上虞。
”①秦王政二十五年（前222）首次在这里设县时，定名“上虞”（今浙江省上虞市），隶属会稽郡（
今浙江省绍兴市），县治所在就叫百官镇。
由百官镇沿舜江南行，便进入长达七八十里的中游河谷地带。
　　河谷东枕四明山支脉，西倚会稽山余峰，两岸青山携手环抱着三四十平方公里的一块沃土--章镇
盆地。
东汉建武三年（27）的一天，章镇一户王姓的普通农民家里，生了个男孩。
长子的出生，燃起了男主人王诵振兴家业、恢复往昔辉煌的热望，为婴儿起了一个颇有些分量的名字
，大名充，字仲任。
“充”字主要有两义，一日满、实；二日充任、担当，从所配字“仲任”来看，是取了第二种意思。
父母为孩子取名无非寄托着一份讨吉和祝愿的心意，至于日后能否兑现，多半不去认真思量。
然而，王诵取名的寄寓，其结果远远超出他所能想像的范围，此子长成后，裁夺文章的本领独步当世
。
王充，作为一位大思想家名垂古今中外。
　　王家恢复往昔辉煌的情结是有家世和血缘依据的。
王家并不是土生土长的越地人，《后汉书·王充传》说：“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
”魏郡元城（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古属赵地，是一块盛行“任侠”之风的土地，战国四公子之
一的平原君即活跃在这一带。
西汉司马迁考察赵地，此间男人们逞勇好斗，敢恨敢爱，临危赴难，不惜死命的习性给他留下深刻印
象，著《史记》时专门记了一笔：赵地“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
冶”①。
以后，“慷慨悲歌”就成了燕赵之风的代称。
赵地侠风之盛，延至后世，历久不衰。
唐代有位叫高适的诗人，慕名到邯郸游历，发现古风犹存，传言中的景象一一人目，不由得感慨万千
，诗兴大发，作《邯郸少年行》吟道：“邯郸城南游侠子，自矜生长邯郸里。
千场纵博家仍富，几度报仇身不死。
宅中歌笑日纷纷，门外车马常如云。
未知肝胆向谁是，今人却忆平原君。
”王家的祖辈就生活在这样一种尚武慕侠的风俗之中。
　　燕赵男子强悍好勇的习性，在战事频繁的年头，使这里自然成为征召兵勇的肥沃土壤，尤其是拱
卫北方边境的兵力中，燕赵之士多焉。
西汉中叶，约于汉武帝至汉宣帝年间（前140-前49），汉帝国与北方游牧民族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争。
匈奴南下扰边，汉军防御反攻，多次深入漠北，经过长达百余年的战争，终使匈奴势力衰微。
宣帝甘露二年（前52），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率众附汉，次年来朝，汉帝国的北方边境才暂时安定下
来。
这期间，汉廷倾一国之人力物力应付边事，在燕赵地区大量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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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氏先祖怀着报效国家、建功立业的理想应召“从军”，成为汉王朝抗击匈奴军队中的一员。
王氏服役期间戮力疆场，奋死争先，为上下左右另眼相看，未久即晋升为五夫长之类的小官。
汉兵制，军人家庭有着世袭的传统，先人从军后，或阵亡或告老退役，其后辈有义务顶其名额继续服
役。
缘此制度，王家数代接力，前赴后继，奋战于北部边陲。
也许是王家性格遗传的关系吧，于军中服役的几代子弟，均表现出“一介勇夫”的素质特征，虽作战
英勇，敢于舍命，却欠缺谋略及结交人际的能力，立功的档次有限，官也当不上去，大抵到带兵小头
目的位置便止步不前了。
到王充的曾祖父王勇戍边的时候，战事平息下来。
王勇因家族“几世尝从军有功”而受到赏赐，成为最终的受益者--“封会稽阳亭”①。
　　汉代有“法以有功劳行田宅”的传统与制度。
汉高祖刘邦于五年（前202）十二月，结束垓下之战取得楚汉战争的最终胜利后，旋即将国家从战争状
态转入恢复生产的轨道，“论功行赏”发布了著名的“高帝五年诏”，对功劳不等、职位不同的将士
分别给予物质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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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正虚妄，审向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上圣。
汉得一　　人焉，足以振耻。
至于今，亦鲜有能逮之者也。
　　——章太炎　　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要能疑问。
第二步是要能提出假设的解决。
第三步　　方才是搜求证据来证明这种假设。
王充的批评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倡这三　　种态度——疑问，假设，证验。
　　——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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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以时间为顺序，以写实风格把王充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全面而准确地展示于其人生过程之中
，使王充的人生阅历与治学深化的过程相吻合，显示王充学说逐步成熟的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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