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贵自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人贵自立>>

13位ISBN编号：9787308069984

10位ISBN编号：7308069982

出版时间：2009-8

出版时间：浙江大学出版社

作者：陈连根，张银龙  著

页数：31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贵自立>>

前言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递，
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活的
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
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
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的多
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中各
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Ⅸ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构了
不同的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
文化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
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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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十章，第一章研究湖州钮氏家族的起源、分流及其当今在全国的分布情况；第二、三章研究
湖州钮氏家族的信仰、观念和制度；第四章研究魏晋至明代钮氏之重要人物，其中包括孙琼；第五章
研究清初文学家钮琇；第六章研究小学家钮树玉；第七章研究状元钮福保；第八章研究清代后期湖州
“钮氏门庭之盛”；第九章研究清末民初之钮氏，主要研究钮永建和钮有恒，第十章研究现代实业家
钮介臣和民主人士钮守章。
    湖州钮氏家族文化历史悠久，但是在研究它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资料少。
正史上有关湖州钮氏家族及其人员情况的记载很少，所以我们的研究主要依赖于家谱。
但是众所周知，家谱不仅记载简单，而且缪误很多，这就给研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正因为如此，再加上我们学识浅薄，所以本研究存在许多不足。
主要不足有：一是对于南宋以前湖州钮氏家族先人的考证还显得乏力；二是对于湖州钮氏家族的祠堂
制度以及物质经济情况所掌握的资料很少，阐述肤浅；三是对于湖州钮氏家族在全国其他地方的情况
了解得不够全面、详尽。
我们希望今后有更多的资料发现，同时也希望有更多的学者专家加入到这一研究中来，以弥补本研究
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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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陈连根，男，1957年11月生，汉族，浙江湖州人，硕士学位，湖州师范学院副教授。
长期以来，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湖州地方文化的研究工作，著有《跨越历史的拷问——湖州
吏治文化研究》一书，在《思想理论教育55等刊物上发表20多篇论文。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贵自立>>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湖州钮氏家族的起源与流布  一、钮氏起源  二、隐迹夫椒  三、晦名避乱  四、黄钮同宗  五
、复迁苕害  六、其他支系第二章 祖先崇拜  一、祖先崇拜  二、姓氏始祖钮宣义  三、忠臣“五侯”和
钮绰  四、孝子钮因父子  五、积德钮大成第三章 家族观念与制度  一、祠堂制度  二、婚姻观念与制度  
三、继嗣观念与制度  四、丧葬与祭祀制度  五、家谱制度  六、堂号与字辈第四章 魏晋至明代钮氏之
重要人物  一、魏晋之钮淑、钮玚、钮胤和钮滔  二、魏晋之松阳母孙琼  三、魏晋南北朝之“二后”  
四、隋唐宋元明之钮氏  五、魏晋至明代湖州钮氏家族之社会地位第五章 文学家钮琇  一、钮琇生平及
家世  二、《觚剩》  三、《临野堂集》  四、钮琇为官第六章 小学家钮树玉  一、钮树玉生平  二、文字
学研究及其成就  三、钮树玉与昆曲  四、钮树玉的交游  五、图书收藏与书画成就  六、学术成就探因
第七章 状元钮福保  一、钮福保生平  二、殿试对策  三、生活人品  四、乞身告休  五、对钮福保的评价
第八章 钮氏门庭之盛  一、恢复崇文家风  二、著名私塾  三、八仕之路  四、家训之效  五、门庭之盛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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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清初，汉学兴起之时有着浓厚的反理学内容及反民族压迫的思想，而考据只是借以通经致用的手段。
顾炎武关注社会现实，反对理学，进而主张以经学取代理学，目的就在于“经世致用”。
顾氏之后，此风渐趋蜕变。
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以下。
更是远离社会现实，止于训诂考据。
因此，乾嘉学派是清初之学的倒退。
然而，就学术的特色及其在各个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言，乾嘉学派又是清初之学的发展。
这一学派的形成，正是清初学者对宋明理学进行批判和总结的必然结果。
清初之学，以博大为其特色。
乾嘉汉学，则以专精而扬其帜。
乾嘉学派诸学者，无论在经学、史学、音韵、文字、训诂，还是金石、地理、天文、历法、数学等方
面，都取得了当时最好的成就。
其平实、严谨的学风以及精湛的业绩，是值得肯定的。
清代考据之内容，包含甚广，而研究《说文解字》的学者特别多，这些学者大致上可分为校勘、笺释
、专考、杂著、书、辨声等六类。
“说文四大家”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而江永、钱大听、严可均
、顾广圻、王念孙、王绍兰等人也堪称该领域的大腕。
钮树玉著《说文新附考》、《续考》、《说文解字校录》和《段氏说文注订》也是“说文学”之翘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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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湖州钮氏家族文化研究》是2007年浙江省“历史文化丁程”的规划课题。
该课题经过一年多时间的研究，形成本研究成果。
课题组成员为陈连根、张银龙，陈连根撰写前言、第一、二、三、七、八、九、十章、结束语，张银
龙撰写第四、五、六章，统稿主要由陈连根完成。
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和帮助。
湖州师范学院的龚景兴和湖州钮氏家族成员钮守章、钮因乾、钮因林、钮维能等诸位先生给予极大的
支持和帮助。
钮守章先生撰写了关于其父亲和他自己的回忆录，钮因乾先生除了提供家谱等资料之外还多次与作者
共同探讨问题，钮凶林先生提供了现代钮氏在全同各省分布的有关数据和其研究体会，钮维能先生组
织召开了首届全国钮氏家族文化研究大会。
首届全国钮氏家族文化研究大会于2007年10月14日在浙江湖州召开。
来自全国各地的钮氏族人怀着极大的热情，带着各地钮氏的家谱，来参加会议。
陈连根代表课题组在会上作了发言，阐述了湖州钮氏家族文化的精髓，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同时，溧题组成员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钮氏族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得到了许多信息。
对于帮助、支持我们研究的人们，尤其是湖州钮氏家族的族人和有关专家，谨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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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贵自立:湖州钮氏家族文化研究》：浙江望族家族史研究系列丛书，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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