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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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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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初的孔氏南渡无论在孔氏家族史还是在中国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影响。
在近900年的历史中，孔氏南宗不仅在孔氏家族中具有特殊地位，而且积极主动地融入当地社会文化之
中，孔氏南宗文化逐渐衍化为浙西南地方文化极具特色的组成部分。
本书在考察浙西南地区生活世界及文化传承的基础上，着重就孔氏南宗的符号特征与文化意义、政治
思想与政治活动、教育思想与文化教育活动以及宗族文化与宗族活动进行了专题研究，深入探讨了孔
氏南宗与浙西南社会文化演变的互动关系。
从而揭示了孔氏南宗的精神内涵及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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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是有助于进一步弄清孔氏宗族的流变和浙西南地区传统宗族文化的特色。
有学者认为，传统社会中的村落经济、政治与文化活动都是以“宗族”为主导而展开的，宗族的存在
和凝聚力成为乡土中国能够组成一种“社会”的核心理由，以宗族为核心编织整个中国乡村社会的图
景有其充分依据，宗族在宋明以后逐渐成为中国南方具有相当支配力的乡村社会组织。
①孔氏南宗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宗族文化，代表着孔氏宗族的一种发展形态，而孔氏宗族在
中国文化史、社会史上又具有独特的地位，它超越了一般的传统宗族文化，具有特殊的意义与价值。
另一方面，孔氏南宗又对浙西南地区宗族组织与宗族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基于宗族在传统社会中所具有的独特的“自治”作用，以及宗族与地方集权政治之间所存在的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的特殊关系，作为血缘和地缘结合体的宗族自然而然地成为区域社会史研究的重要对象
。
因此，对孔氏南宗的系统考察和分析，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深入揭示宋元以降浙西南地区传统宗族形
态的演变和区域特点，而且有助于更好地认识传统宗族与区域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从更广的视野来看，本课题研究也有助于进一步弄清孔氏宗族的流变和江南地区传统宗族的文化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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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6年9月，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成立了国际孔氏南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中心挂靠在筹建中的衢州学院
。
学院领导对研究中心的建设工作十分重视，精心组建研究队伍，聘请浙江大学哲学系主任、博士生导
师董平教授，省社科联原副主席、研究员蓝蔚青先生等为顾问；聘请暨南大学博士生导师范立舟教授
、浙江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陈国灿教授为兼职研究员。
研究中心成立后，确定了研究方向，积极规划项目，开展了扎实而系统的研究工作，目前已取得浙江
省文化研究工程课题、省高校人文社科重大研究项目、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共4项。
孔氏南迁无论是在孔氏家族史上，还是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南孔文化是孔氏文化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环境下与浙西南地方文化不断融合和发展基础上形成的区域文
化体系，既具有丰富内涵，又具有鲜明特色。
从内涵上分析，南孔文化首先是一种宗族文化，代表了孔氏宗族的一种发展形态，同时由于孔氏宗族
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地位，它又超越了一般的传统家族文化，有着特殊意义和价值。
其次是一种地方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浙西南地方文化的特色，反映了浙西南地区的人文传统和
地域精神风貌。
再次是一种政治文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地方政治乃至历代政权文化和思想政策的特点。
最后是一种思想文化，不仅是浙西南地方文化思想的载体，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传统儒家思想在南方地
区发展演变的一种折射。
从特点与地位上分析，南孔文化首先作为超越了宗族文化的形态，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内涵，包括社会
思想、生活和意识形态。
其次，南孔是浙西南的南孔，也是浙江的南孔，南方的南孔，全国的南孔，在不同的文化层面，均有
其相应的作用和价值。
最后，南孔文化是在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在当代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中仍有其发展的空间，仍有
着独特的价值和积极的意义。
基于上述认识，本书并不局限于对孔氏南宗本身的考察，而是从社会环境来认识孔氏南宗文化，又从
孔氏南宗来分析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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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孔氏南宗与浙西南社会变迁研究》是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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