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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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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界的智凯、杜光庭，科技界的沈括、毕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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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弓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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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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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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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的文化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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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为序。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正道上行>>

内容概要

马叙伦一生宦海浮沉不谐俗，在谴责独裁政治、为民主奔走呼号的过程中，他留下了大量犀利的政论
文章，这是我国现代政治思想史上的一朵瑰丽的奇葩；他发起成立民主促进会，为政协建言献策，与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风雨同舟的亲密关系；他早年执鞭北大、革新浙江“一师”，著《庄子义证》、《
说文解字研究法》、《说文解字六书疏证》等，新中国成立后出任教育部、高等教育部部长，积极从
事文字改革、不辞劳瘁奠定中国社会主义教育基础，说明他不仅是民主斗士，还是个“身无媚骨、学
识精湛”的学问家，经验丰富、思想超群的教育家。
研究马叙伦，对于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
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马叙伦提出的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重视师资培养、关注教师待遇及学生健康
、减轻学生负担等思想，即使在今天，还是具有进步性和生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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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余丽芬，女，1963年9月出生于断江余姚。
1988年毕业于杭州大学(今浙大西溪校区)历史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为浙江警察学院教授。
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和浙江省情省史研究，已出版《胡雪岩与经营文化》，主编《浙江社会与文化
》、《公安理论方针政策概论》，合著有《寻找浙商》等，发表《清末新政评议》、《近代女知识分
子与辛亥革命》、《晚清社会奢靡风气与俭奢议论》等学术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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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硕儒其初马叙伦登上历史舞台，成为文化名人、民主战士，既是那个时代社会潮流澎湃激荡
的必然结果，也与他所受的家庭熏陶和自幼受到的历史教育、浙江地域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
寒素门第马叙伦，名履官，表字彝初，光绪二十八年（1902）到上海担任《选报》编辑，因报馆经理
诸暨人赵祖德也字彝初，称呼不便，遂改“夷初”以示区别。
此后，马叙伦还用过“石屋”字号；因酷爱宋代姜白石咏梅词《暗香》、《疏影》，20岁已开始以“
寒香”表字；年近半百始称“石翁”；抗战时期隐居上海法租界，化名马翰芗（“寒香”的谐音）和
“邹华孙”。
清光绪十一年（1885）4月27日，马叙伦出生在杭州府仁和县下羊市街金刚寺巷口一所朝西的古宅里。
此处原为太平天国时一所名叫“元吉”的当铺，是当地历经劫难后仅存的老宅。
马家原居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东胜武乡车家弄。
高祖应凤是个农夫。
曾祖秀明原来是个鞋匠，从绍兴到杭州闯荡几年后，自开店铺，并加入了杭州府仁和县籍。
到了马叙伦祖父马文华，马家才出了个登上科举正途的人。
马文华是咸丰九年（1859）己未科进士，授吏部文选司主事，做了20多年京官。
可是，好景不长，到了马叙伦的父亲马琛书（字献臣）时，家道又中衰了。
马琛书虽然承继书香，好学善书，但只做得一个县学生员，由于一辈子抑郁不得志，望子成龙更加心
切。
光绪十五年（1889）的某一春日，马家请了头年浙江乡试第一名的举人（解元）山阴（今浙江绍兴）
人王会澧先生为虚龄5岁的马叙伦“破蒙”（旧时小孩入学前的仪式，启发开导使之脱离蒙昧）。
但见一张四方桌子摆在内客堂中间，靠外一边缚着红呢桌帷，桌上摆着烛台，炉香袅袅，穿着簇新礼
服的王先生和马琛书领着马叙伦郑重其事地拜毕孔夫子。
后来，马叙伦回忆当时的情形：破蒙开始了，撤了香炉烛台，摆上朱笔砚台。
一本罗泽南的《小学韵语》，是浙江官书局刻的大板，官堆纸印得雪白，铺在桌子左边。
一个绿色花绸子做的书包，是四方的绸子，把三面向里折起，再缝住了，便成了袋子，一面不折的角
上，用黑色绸子挖了一个“如意”，镶在上面，又安上一条红布带子。
书包里面放着一块木板，大小和书包差不多，板的一面，四边刻着古式花样，无非“双鱼吉庆”、“
笔锭如意”一类，中间直刻四个大字，如“福缘善庆”一类⋯⋯王先生当然衣冠端正，俨然人师地坐
在上首，我就坐在左边。
王先生指着《小学韵语》开首四句：“小学之道，诲尔童蒙（这句或者有些错误，记不真了）。
蒙以养正，是日圣功。
”叫我随他的声音念。
教不到三遍，我就自己会念了。
我的父亲自然笑开了脸，王先生也向父亲叫“恭喜”。
“破蒙”以后，马叙伦在父亲的指点下读完《小学韵语》，写描朱字。
由于他天资聪颖，一写就很合式，深得其父欢喜。
只是马琛书为全家生计奔忙，不能准时课子，只得先后延请萧山某先生、塘栖劳先生为师。
后来家境每况愈下，请不起先生了，马叙伦就到邻居张先生家读书。
张先生家聚集弟子十几人，在一间小屋子里背诵《孟子》，10岁的马叙伦虽然不解其意，但是字已写
得相当好了。
光绪二十年（1894）秋后，马叙伦的祖母病逝，这使此前已积劳成疾的父亲马琛书咯血加剧、病情恶
化，旧历十二月十二日夜子时（1895年1月7日夜11点多钟），马琛书带着对亲人的无限眷恋，痛楚地
撇下了马叙伦母子兄妹离开了人世。
那年马叙伦只有11岁，二妹还在母亲腹中。
马父入殓前，母亲邹氏先躺卧棺中，痛不欲生，在亲友们的劝止下，因为不忍抛下孤苦无依的孩子们
，她才强忍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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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马叙伦的伯父带了小妾住到别处去了，而且什么东西都没有留给寡妇孤儿，而祖母和父亲的
棺木却停放在屋内，无钱安葬。
生活的重担压在求死不成、求生艰难的母亲肩上。
贤母属望深马叙伦的母亲邹赘梅出生于浙江钱塘县（今杭州市）一个书香门第，其曾祖父袖湖先生擅
诗，祖父铁樵先生曾在山东做过县官，父亲邹在蘅曾任江苏吴江县同里镇巡检司的佐理，号“红芋诗
人”，有《问桃花馆诗集》，母亲汪竹斐有《竹斐夫人遗墨》。
赘梅14岁丧父，为了帮助母亲维持家庭，做些刺绣等针线活儿。
她天资聪颖、无师自通，闲暇时看些小说，并能朗读、讲解给同胞妹妹们听。
21岁嫁给马琛书后，尊重长辈，与叔伯妯娌和睦相处，照顾夫家两个失去母亲的侄子，视若己出，还
接济娘家两个丧夫的妹妹及其他困难的人。
马琛书亡故后，赘梅苦撑门庭。
经她艰辛筹措，马叙伦的祖母和父亲得以安葬、人土为安。
她身为慈母又兼严父之责，常教育马叙伦承继祖父的“书香”，对他说：“你爸爸没有得志，是他一
生的恨事，你要替你爸爸争争气。
”安葬马父后，她要11岁的马叙伦跟其父亲生前好友汤颐琐先生到苏州去读书。
别人都担心马叙伦年纪小，马母却深明大义，说：“不是我不爱他，只是爱在心里罢了，读书是孩子
的大事，何况有可靠的老师可托啊！
”第二年汤先生就馆到温州去了，他请了苏州阊门外的一位中医刘题先生教马叙伦。
刘先生因行医需要早来晚归，但他善于用温故知新、循循善诱的方法，教育马叙伦读书、习字，学“
对课”。
对课又叫对句，类似现在的造句法。
因为那时科举考试要做“五言八韵”的诗，讲求对仗工整，所以当时的读书人从小就要学习对课，如
：柳眼对桃腮、飞絮对游丝、青云对赤日、乱头风对长脚雨、红板路对白门潮，由一个字起到五个字
，五个字能对，就成了一韵诗。
譬如先生出个“一团蝴蝶梦”，用“几处鹧鸪声”相对，便是写落花的一韵好诗了。
经刘先生点拨，对读书“向来一窍不通”的马叙伦茅塞顿开，“一忽儿觉得读书很有意思了”。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正道上行>>

后记

2004年2月，当我申报浙江省社会科学院重大人文系统工程——“浙江文化名人传记丛书”的子课题《
马叙伦传》的时候，曾自信能按计划、高质量完成书稿。
空穴来风，未必无因，这份自信来自我对自己的认识——我不是一个懈怠拖沓的人，这份自信还缘由
马叙伦研究资料比较丰富，不愁难为“无米之炊”。
然而，转瞬之间时光流水，研究工作却时辍时续。
因为期间，我除了承担在校生三门课教学和在职民警培训工作，还参加了学校迎接教育部高职高专人
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和“专升本”的各项工作，常觉心有余而力不足。
更主要的是，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我越来越感到自己原先对马叙伦的那点知识实在太肤浅了，所谓
“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
我决心尽可能搜罗繁富、冀以有所创获，而这需要假以时日，尤其对于我这个缺乏“胸藏万汇凭吞吐
，笔有千钧任翕张”才情的人来讲，更是如此。
于是原计划两年完成的书稿，我却延期一年。
当我完成这本书稿时，正是凌晨2点。
三年中，我记不清度过了多少个挑灯夜战的日子。
困坐书斋笔耕真辛苦，但乐在其中！
马叙伦既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教育家，又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学者。
目前，有关马叙伦的传记，主要有江渤所著的《马叙伦》和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的《中共
党史人物传第二十四卷》中的马叙伦专条，民进中央会史工作委员会写的《马叙伦》、卢礼阳先生的
《著名民主人士传记丛书：马叙伦》和马烈先生所著《马叙伦与中国民主促进会》等，这些成果为本
课题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只是有感于已有的论著对马叙伦的论述偏重政治方面，对其作为文化人的研究还不够，本人遂不避才
学翦陋，尝试把马叙伦作为老一代进步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作为浙江乃至全国的一个文化名人进行
研究，并注意把马叙伦的政治理论和教育思想与当前政治文明建设、教学改革、实施素质教育、发展
新时期统一战线等理论热点结合起来，凸显时代性。
马叙伦生前留下的关于他自己情况的资料并不多，比较完整记录他六十岁以前的情况的只有他自己写
的《我在六十岁以前》和能够表现出他思想及生活等状况的一些诗词及《石屋余渖》、《石屋续渖》
等几本书。
到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后可查的资料就多了一些。
本人尽可能探幽索隐，力求论从史出、史论结合。
马叙伦的一生波澜壮阔，他的业绩丰富多彩。
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在大革命时期曾迷失过，在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民主党派的
整风运动中，也有过错误的认识、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行动。
本书跳出“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窠臼，依据丰富的原始资料，进行实事求是的论述，同时结合当
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马叙伦个人的性格，进行剖析。
然而，由于水平有限，书中尚存不够成熟之处，甚至可能存在舛误，殷切期望学界前辈和同仁不吝赐
教。
本书写作得到我硕士生导师、浙江大学教授郑云山教授的鼓励和扶掖。
郑先生一直教导我们“做事先做人，万事德为先”，影响着我一生的处世为人、治学态度。
浙江省社科院卢敦基研究员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浙江人民出版社李育智先生认真编辑书稿，
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虽然工作任务繁忙，但我所在单位的领导、科研处尽量为我创造条件，我的家人也一直理解、支持我
的工作，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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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马老既是著名的教育家、政治活动家，也是博学多才、有很深造诣的中国语言文字学家、诗人、书法
家。
他的著作很多，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特别为研究中国文化史的学者所重视。
    ——习仲勋他和曾出现于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口头“革命家”不同，与一些只钻象牙塔的学者也不
同。
在中国革命发展的每一阶段，他都是言出必行，哪怕是在极其危险的情况下，哪怕碰得头破血流，也
决不回头。
    ——许嘉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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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正道上行:马叙伦传》跳出“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窠臼，依据丰富的原始资料，进行实事求是的
论述，同时结合当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马叙伦个人的性格，进行剖析。
《正道上行:马叙伦传》：马叙伦的一生波澜壮阔，他的业绩丰富多彩。
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在大革命时期曾迷失过，在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民主党派的
整风运动中，也有过错误的认识、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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