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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白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最具文化底蕴、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民族之一，这一方面得益于它在自己
的各个历史发展时期与中原汉族文化、南亚东南亚异域文化之间持久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另一方面
也得益于它对汉族文化与其他外来文化持之以恒但又没有泯灭自我的学习与借鉴，以及作为其文化代
表的知识分子与汉族文化之间的有机融合。
这种学习与交流，既使它与主流文化保持着联系，从而始终能获得来自这根文化脐带的营养，同时又
通过自己的文化生成与传承的渠道和体式，保持了民族文化自身的鲜活和特色，并通过生产生活习俗
、宗教文化、建筑艺术、服饰文化、文学艺术等诸多的方面得以呈现。
　　明清时期是白族文化的一个转型期和发展期。
随着明王朝对云南全境的有效控制和治理，政治统一同时也带来了文化整合，儒学以及科举仕进之路
，在包括白族知识分子在内的云南各民族、各阶层知识分子中引起了空前的关注和兴趣。
儒学成为精英版的“圣经”，“我注六经”成为众多知识分子毕生的追求⋯⋯在这股热潮中，王崧显
然是突出的代表之一。
作为明清时期所出现的儒学导向下的白族知识分子集群中的一个精英分子，王崧称得上是白族文化的
代表人物之一：其仕宦经历基本能概括明清时期大多数白族知识分子通过科举考试取得功名进而力图
“兼济天下”的一般人生道路；其儒学修养与经学造诣，也基本能代表那个时代云南知识分子所能达
到的高度。
因此，对王崧的研究，就有了明显的个案研究价值与普适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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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白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最具文化底蕴、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民族之一，这一方面得益于它在自己
的各个历史发展时期与中原汉族文化、南亚东南亚异域文化之间持久而有效的沟通与交流，另一方面
也得益于它对汉族文化与其他外来文化持之以恒但又没有泯灭自我的学习与借鉴，以及作为其文化代
表的知识分子与汉族文化之间的有机融合。
这种学习与交流，既使它与主流文化保持着联系，从而始终能获得来自这根文化脐带的营养，同时又
通过自己的文化生成与传承的渠道和体式，保持了民族文化自身的鲜活和特色，并通过生产生活习俗
、宗教文化、建筑艺术、服饰文化、文学艺术等诸多的方面得以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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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建军，男，白族，研究生学历，副教授。
现为大理学院政法与经管学院副院长，并担任大理学院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民族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
员、白族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研究方向学术带头人、旅游管理学重点学科建设学科带头人，云南省
美学学会会员、云南楹联学会会员、大理州南诏文化研究会会员等专业及学术职务。
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与旅游开发。
在《旅游学刊》《中国旅游报》等国家级专业报刊上发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与旅游发展研究方面的论
文20余篇，选注出版《白族历代作家丛书·王崧卷》。
有多项成果获云南省教育厅优秀教育科研成果奖及大理州哲学社会生活优秀成果奖，被授予“大理州
优秀社科专家”称号。
　　王崧（1752年10月-1837年12月），字伯高，号乐山，白族，今云南省洱源县人。
清代白族著名学者，尤其精于经学和史学。
《清史稿·儒林传》为其列传，评之以“学问淹通”，成为正史列传的白族学子第一人，被后世学人
尊为“经学巨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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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启之没也，太康、仲康、帝相仅亦守府，继以羿、浞之难，而三圣人之政教日就陵迟。
诸侯之欲治其国者，无所取法。
少康中兴，不特抚有故国，且能修明三圣人之道以布于天下。
《传》日：“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
”禹之绩即尧、舜之所以治民者也。
　　天下以戴禹、启者戴少康，天子之统，复相承不绝。
诸侯亦乐得常有天子，相与服习三圣人之所留贻，以各治其国。
历二百余年，至于孔甲，德虽衰而不自以为治，故延三世以至于桀。
桀治天下，帅民以暴，从之者十一国。
苟无商汤，天下几以桀之所治为善，而世道将灭矣。
幸汤能修明尧、舜之仁以割正夏政教，所被既广，夏民知汤仁而桀暴，因有“及女偕亡”之言。
惟桀怙终不悛，若不放之远方，其才力犹足以惑民。
一夫被惑，即一夫失所；十夫被惑，即十夫失所。
及南巢既放，天下乃有仁而无暴，尧、舜、禹之政教复行，天下戴汤为天子。
　　自唐虞以来，天子之相承不绝，异姓则君禅臣，一姓则父传子。
至汤变为革命，而周人因之。
太甲颠覆典刑，三年复其位，事易于少康之中兴。
父子、兄弟历传二十七王以至于纣，中经无道之武乙，亦如夏孔甲之不自以为治，故未大乱。
纣治天下，帅民以暴，有甚于桀，从之者五十国，正之倍难。
合文、武之二圣十人之乱臣而后尧、舜、禹之政教复行，天下戴武为天子，而天子相承不绝之统于是
大定。
《易传》日：“包羲氏没，神农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
”吾读之而知上古神圣此没而后彼作。
常有旷无天子之时，而《春秋元命苞》所记十纪之君皆相承不绝者，不足信也。
孔子日：“唐、虞禅夏后，殷、周继。
”吾读之而知尧舜以上无禅，无继。
而司马贞《三皇本纪》所谓某帝传世若干者，不足信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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