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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康学派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

是一次解码文化基因的活动。研讨会邀请了来

自五湖四海各大院校研究院所的专家学者参

加，可谓群贤毕至。研讨会主题契合新时代的

发展要求，是学习贯彻 10 月 7 日全国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习近平文化思想的

具体践行，是坚定文化自信，落实“两个结合”的

工作载体。

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能在全国范围内

征集到这么多的学术论文，且其中不乏《陈亮在

日本》等论文，将学术目光由国内转向国际，说

明这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文化盛会。此次盛会学

者云集、高朋满座，内容丰富、交流深入。来自

全国各地研究陈亮文化的专家学者共聚一堂，

与“永康学派”的专家学者共同研究讨论陈亮学

说，探寻浙江优秀传统文化，在思想碰撞中升华

对陈亮学说的认识。

今年是陈亮先生诞辰880周年。永康市举

办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以致敬先贤：年初举办的

“之江问道·咏梅寻芳 首届龙川梅花节暨文化艺

术周”活动；“万古心胸翰墨情——陈亮诗词书画

展”在全市范围内巡展，以墨问道；本月，“宋韵·
浙学溯源——陈亮主题书画作品展”相继在浙江

省展览馆、杭州永禾艺术馆举办；10月18日，在

方岩五峰书院举行“五峰会祭讲论”活动，恢复了

宋明以来的书院“岁会”制度，重开书院琅琅书

声；近期，陈亮研究会还参与协办永康市“农商银

行杯”第八届中小学生中华经典诗词大会（第三

季），将部分陈亮诗词纳入此次比赛的出题范围，

引导广大中小学生传承陈亮文化，深化爱国主义

教育；11 月下旬，还将举办“万古心胸——陈亮

歌诗会”，以歌咏、诗朗诵及情景剧表演形式来传

扬陈亮文化⋯⋯丰富多彩的活动在纪念陈亮的

同时，也获得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电总台

国际在线、潮新闻等主流媒体的相继报道，让更

多社会大众了解先贤陈亮，读懂陈亮思想。

循着历史的文脉，陈亮的思想必定不断被

解码、转换和利用。今后，我们也将继续以陈亮

研究为契机，不断擦亮陈亮文化“金字招牌”，结

合实际经验，更好地丰富“浙江精神”的历史文

化内涵，打造永康乃至全国的文化高地，奋力推

动我市社会科学事业迈上新台阶。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亮研究会会长
章锦水

解码永康学派文化基因
擦亮陈亮文化金字招牌

论文题目：
陈亮的哲学贡献及其现代价值

陈亮生活的南宋时代，朱熹创造了堪称精微的理

学体系，流行一时。但也面对同时代陆九渊的挑战，由

此形成以“道问学 VS 尊德性”为标志的理学与心学的

分流。

几乎同时，陈亮以“务实经世”的态度对朱熹的理学

提出异议。因此，陈亮的哲学贡献在与朱熹的论战中有

集中的体现，两者分别以“义利双行VS重义轻利”“王霸

并用 VS 专言王道”“豪杰 VS 醇儒”等方面进行争论，虽

然在当时而言，陈亮的学说不如朱熹一派来得强势，但

在后续不同的历史维度中，后人都曾在时代变局中，在

理想人格问题上，对陈亮进行了回望和响应。

中国文化有伟大、悠久的传统，它之所以可“大”可

“久”，就是在于它是一体多元、生生不息的活体。“一体”，

意味着有共同的特质，使得它足以寄托人心、维系秩序。

“多元”，意味着中国文化内部具备互相激荡、融通，推动

传统与时俱进地演化的动力。在这样一个大历史观的视

野中，我们纪念永康学派的创始人、著名思想家陈亮，可

以更加澄明陈亮对中国哲学的贡献及其当代价值。

陈亮哲学的当代价值，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

天，应该得到我们更多的阐发和弘扬。

高瑞泉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论文题目：
陈亮与中国“浙学”中的“实事求是”传统

中国哲学史上存在着实事求是的优秀传统。陈亮

就是这个传统的重要代表。

从历史上看，实事求是思想凸显在经世致用思潮高

涨的先秦、南宋和明清之际。这意味着实事求是和经世

致用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后者是前者的价值取向，前

者是后者的认识路线。其实，不仅儒、墨，还有其他诸

子；不仅先秦，还有南宋明清之际，立于经世致用潮头的

哲学家都是如此：以把握“事实”为如何“治天下”“为民

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实事求是思想在南宋经世致用思潮中再次得到集

中体现，这就是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之学。

道器之辩、知行之辩是宋明时期的哲学主要论题，

而义利之辩贯穿于整个中国哲学史，陈亮、叶适在这些

重要哲学论题中，传承、发展了实事求是的思想。

我们今天正处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一个关键时

刻，面临着很多的问题，陈亮经世致用的思想强调思想

和学术要对当代社会的发展、对解决民生问题要起到作

用，要解决这个实际上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从这个

角度看，陈亮的思想不管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很有现

实意义。

陈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论文题目：
浙学简史——兼论“浙学”视域中陈亮及其思想的时代价值

从广义上来讲，“浙学”指的是渊源于古越、兴盛于

宋元明清而绵延于当代的浙江学术思想传统与人文精

神传统。而说到“浙学”，陈亮是绕不开的名字。

从陈亮“王霸并用”“义利双行”这些思想上看，陈亮

的思想其实是一种多元包容的思想，他反对把王道和霸

道对立起来，他与“浙学”开拓者、启迪者王充一样，都有

一种兼容的思想内涵。

另一个角度看，从陈亮的《中兴五论》中不难看出他

一腔热血，想要报效国家的思想，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

主义精神，这也是“浙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陈亮是南宋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思想家、政

治家、文学家。陈亮思想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民本和

仁政观念上，同时，他思想中的求是、批判精神，在现在

依然是非常有指导意义的。

当代浙江创业者“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

的浙江精神，便是以开拓进取的“事功思想”为学术“基

本功”，是活力浙江经久不衰的发展动能。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吴光

论文题目：
陈亮“倡事功”思想析论

学界一般认定陈亮为思想家、文学家，中国古代政

治思想研究将陈亮归为“事功学派”。在南宋理学一脉

中，陈亮的政治思想确实很有特色。陈亮个性彰显，思

想特异，言无忌讳，“人不以为狂，则以为妄”，深为当权

者妒恨，曾三次受诬深陷囹圄，几乎丧生。

陈亮政治思想最显著的特点是倡行事功，反对空

论，积极进取，在南宋程朱理学一片“格物穷理”的吟诵

声中，唱出了一曲富有生气的主旋律。可悲的是，南宋

王朝已走到末路穷途、大厦将倾、独木难支，陈亮“中兴”

大业的理想只能落空。

可即便如此，陈亮的事功之学接续先贤实学思想，

在古代政治思想史上延续了治世思想，对于后世依然有

着深远的影响。

事功思想体现着某种反思和批判精神，作为学术大

家，陈亮“倡行事功”的政治思想突破了南宋程朱心性之

学的笼罩，成为现代浙江精神的深厚文化底蕴，需要我

们站在建设文化强国和构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度，

予以发掘弘扬，将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下去，为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力量。

论文题目：
王霸义利之辩与现代文明探索

“浙东贵专家，浙西尚博雅。”如今，我们无论讲哪种文

化，都不应该撇开前人。专家就是有一家之学也意味着在

思想上容易剑走偏锋的人，在一个问题上切入和展开，这其

实是一种浙东的学风。从这个角度看，陈亮在文化地理的

设定，其实就意味着他是一个非常容易剑走偏锋的人。看

这个个性设定，也就不难理解他与朱熹在王霸义利问题上

的分歧。

“王霸义利之辩”的焦点问题首先涉及对“道”的不同看

法，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三代、汉唐两个历史时期的道德原则

和治道方面的分歧。“王霸义利之辩”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

著名论辩，它的现实意义在于事功精神和道德实践在现代

的应用。它不仅为我们探索十二世纪中国的社会思想提供

了线索，而且还刺激我们去反思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因此，我们今天来理解“王霸义利”之争，对于我们现

代文明的探索来说，不能忌讳现代文明是基于个体独立的

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文明，这就要求我们应该激励功利的追

求和功业谋求个人福利的最大化，同时倡导德性主义，为

促进经济良性发展和解决人类面临的一些问题提供道德

指引。

论文题目：
陈亮对王安石新学的承继与驳正

陈亮在很大程度上是王安石事功思想的承继者，但理

论旨趣却差异较大。

在南宋乾淳之际，陈亮更全面深刻地认识到熙宁变法

的问题，因而在将事功作为理论纲领的同时对其价值取向

做了深入思考。尽管这种思考总体上仍囿限于“富国”层

面，但价值目标却转向富民。他极力强调“其政出于为民”，

认为只有以民为本，才能更好地实现富国强兵。在财税观

上，重新论证了“藏富于民”的富民思想，主张“薄赋节用”；

在商业观上，主张“农商互籍”，论证了商业利民的合理性，

提出“农商本一体”的主张；在农业观上，倡导厚本兴农，爱

养民力，强调农业资本的优化配置。

陈亮以事功之学为本源，对王安石改革进行了客观审

察，并进行了理性批判和驳正，他将人与事乃至事之不同方

面分开，对王安石和熙宁变法进行客观评价，用今天的话来

说是一种科学的学术态度。陈亮气锐文雄，他与宋学各家

一样批评当朝政治，则证明宋代政治制度之可取，正因为有

这样的典范和先进的政治制度，宋代才有可能对改革进行

多次驳正纠错。

论文题目：
文学史观流变视野下的陈亮文学成就及影响

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陈亮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存

在。陈亮凭借为数不多的感情激越的抗金爱国词而历来

为人称道，从而跻身辛派词人群骨干成员位置。他主张

词作应重视韵律和节奏，并借用黄庭坚之语，认为词中佳

作应做到“抑扬顿挫，能动摇人心”。

无论为人、为学还是为诗、为词，陈亮在当时及后世

皆不乏真诚赏识者及激烈的反对者。

相对于其为人、为学、为诗、为词而言，陈亮在为文方

面所受的争议最少，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其文章成

就之高，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今学界对南宋文章

研究的热度尚不算高。陈亮词的研究也面临同样的局

面。作为个案的重要词人在学术繁荣的今天几乎已经被

“一网打尽”，留给年轻学人的突破空间非常有限。所以，

未来的陈亮词研究只能放在更宽广的视域下进行。可以

预料，未来涉及陈亮词的比较研究、群体研究、跨学科研

究将不断涌现。

论文题目：
浅谈陈亮思想的现实价值

结合自己长期从事法治建设实践和社会治理工作，

我认为学习“王霸义利之辩”的思想内涵，交流“经世致

用、求真务实”的可贵精神、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有助于

我们更好地总结浙江经验，提炼浙江精神方面取得创造

性成果，为浙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繁荣提供重要

的精神动力。

近年来，永康市创新发展“枫桥经验”，形成多元化解

矛盾纠纷的“龙山经验”，获评浙江省改革突破提名奖。

从历史维度看，这项改革源自中国古代儒家法学思想的

“无讼”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永康学派“实事实功”

回响千年的深厚底蕴。发挥文化铸魂作用，为打造“世界

五金之都 品质活力永康”注入文化力量，改革创新，需要

开放包容，大力弘扬新时代五金精神，唤醒“行担天下、义

利并举”的永康基因，共建共享的多赢理念、公平正义的

法治精神，创造最优营商环境。

要用系统思维弘扬陈亮的优秀思想文化，就要以协同

思维做好陈亮思想传播工作，即突出职责分工有序、整体

运转高效，实现地区、部门间和个人协作、企业社会联动。

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态度，弘扬陈亮思想价值，

指导服务于现实社会发展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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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赞“人龙文虎”，从少年酌古到书上中兴，直至三次系狱，都有着“周而不比”的气节，坚持着“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远大抱负⋯⋯他是永康学派创始人陈亮，是“浙学”中绕不开的一个人物。
2023年10月21日，农历九月初七，恰逢陈亮诞辰880周年之际，纪念陈亮诞辰880周年暨永康学派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学术研讨会在杭州举行。
研讨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发表主旨讲话、开展小组讨论，以学术研究走进先贤、对话先贤。据了解，此次研讨会共收到各类学术论文60多篇，近70万字。专家学者们结合陈亮与永康学派的家国情怀、民

本意识、法治理念、经济与文学思想等研究领域，在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的行程中，如何坚持守正创新，传承陈亮与永康学派的优秀传统文化，并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和
建议，为大众了解陈亮思想提供了更多方向和路径。

为更好地传播学术研讨会的成果，本报特撷取部分专家的精彩观点，摘登学术论文中的片段，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