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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者龚烈沸先生提醒，今年
也是黄宗羲登上天一阁350周年。

自退隐后，黄宗羲避居浙东。
宁波的天一阁、白云庄、二老阁，处
处留下他的遗踪。对于天一阁，可
以说没有黄宗羲，就没有后来的天
一阁。

那是康熙十二年（1673）的一
天，60岁范氏子孙范光燮引63岁
的黄宗羲登阁。其时，距离天一阁
明嘉靖年间建成已150余年，然天
一藏书从不示人，并没有多少人知
道它的存在。

黄宗羲是登上天一阁看书的
第一个外姓人士，开明的范光燮

“悉发其藏”，还同意黄宗羲“冀以
暇日，握管怀铅，拣卷小书短者抄
之”。6年后，黄宗羲应邀写成《天
一阁藏书记》，第一次为天一阁进
行了“宣发”。

此后，天一阁完成“向学者开
放”的过渡，万斯同、徐乾学、全祖
望接踵而至，正式告别了“是阁之
书，明人无过而问者”的局面，海内
声名日隆。

没有黄宗羲也就没有白云
庄。白云庄是甬上望族万氏墓庄，
和龙虎草堂系黄家墓庄是一个意
思。这地方僻静安闲，适宜治学。
当年，57岁的黄宗羲应邀在白云庄
给万氏子孙以及甬上学友授课，办
学形式主要是各人自行搜罗经书、
传注，分头诵习，再一起讨论、交
流、讲解。几年里，众人克服困难，
请黄宗羲给大家讲完了“诗易三
礼”，也就是《诗经》《周易》以及《周
礼》《仪礼》和《礼记》。

黄宗羲在宁波讲学地点不一，
城内广济桥高氏祠、延庆寺、白云
庄、黄过草堂（张氏宗祠）、陈夔献
家等处都开过课，其中以在白云庄
讲学时间最长且较稳定。据不完
全统计，黄宗羲在甬弟子有66人，
最为他称许的有18人，就像孔子有

“七十二弟子”，后世将这些人称为
“十八高弟”，名气最大的是万斯
同。

黄宗羲活了85岁，浙东学人
中，他的履历和著述的丰富程度，
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余姚化安山，是黄尊素、黄宗
羲父子的埋骨之地。今天，其墓
道、龙虎草堂与山前的黄宗羲纪念
室均修缮整齐，是人们怀想先贤风
度的好去处。“左手犁锄三四件，右
方翰墨百千通”，这个多面而复杂
的老人直到今天依然“启蒙”着我
们，无论是做人、治学还是为师，他
都不负此生。 记者 顾嘉懿

从游侠到儒师

黄宗羲的
精神遗产

328 年前的今天，黄
宗羲在余姚去世。

临终前，他嘱咐家人
丧事从简，唯独说，如果有
朋友愿意在我的坟头植梅
五株，你们应该向他表示
感谢。

清人写给史可法的
“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
月故臣心”，同样适用于黄
宗羲。作为明末知名遗
老，黄宗羲一生不事清廷，
坚守气节。明亡后，他以
实际行动结寨于四明，抗
争无果后方才隐居家乡著
书立说。

黄宗羲曾总结自己的
一生：“初锢之为党人，继
指之为游侠，终厕之于儒
林。”无论在哪个年龄、什
么身份，他都活得坦然，似
乎也无不可对人言。

1984 年 、1986 年 、
1995年、2006年，宁波与
余姚曾多次举办黄宗羲研
讨会，从其生平、思想、著
作及其在浙东学术史上的
地位、对后世的影响展开
多维度讨论。今年 7 月
底，余姚在时隔17年后再
次举办黄宗羲学术思想的
当代价值研讨会，试图回
答一个问题，即著名的“李
约瑟之问”——中国传统
思想文化是否足以支撑中
国未来的发展？

黄宗羲的名字，出现在金庸
小说《鹿鼎记》第一回。黄宗羲、
顾炎武风雪夜访吕留良，共商“明
史案”，愤慨清廷文字狱酷烈之
余，决意“留有用之身，与之周旋
到底”。

反清复明，黄宗羲身上最鲜
明的标签，他一生的抗争也基本
于此。其实，他也不单反抗清廷，
对世间不平事，皆有任气的一面。

黄宗羲16岁那年，其父黄尊
素（东林“后七君子”之一）因弹劾
魏忠贤而被削职，死于诏狱。次
年，崇祯继位，查处阉党，少年黄
宗羲揣一纸诉状进京，为父伸冤。

崇祯元年五月的刑部会审，
因为黄宗羲的出现而变得惊心动
魄。面对曾经折辱过父亲的锦衣
卫许显纯、崔应元，18岁的黄宗羲
从袖中抽出一把铁锥，猛刺许显
纯，使其“流血被体”。接着，他又
痛打崔应元，拔其胡须祭奠父
亲。阉党李实闻讯，企图用3000
两银子收买黄宗羲，遭到拒绝。
当庭对簿时，黄宗羲又以铁锥刺
向李实，可谓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这种决绝贯穿了黄宗羲的一
生。崇祯在位时，他作为东林党
的中坚力量，对抗阮大铖；清军入
关，他召集家乡弟子，组成“世忠
营”，准备起事。

比起动嘴皮子的，黄宗羲绝
对是个行动派。乱世鼎革中，他
始终做着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一
力坚守。这种“知其不可而为之”
的勇气，“虽万千人吾往矣”的坦
荡，是他性格中最接近“侠客”的
一面。

在思想上，黄宗羲也近似于
一个侠客。最能代表他思想的著
作《明夷待访录》，今年正好成书
360周年。“明夷”是《周易》里的一
卦，卦象不好，太阳跑到了地下，
比喻贤人遭受艰难或不得志；“待
访”是等待寻访的意思。黄宗羲
希望，这本书能为他找到知音。

这是一本惊世骇俗的书。“天
下为主，君为客”“为天下之大害
者，君而已矣”“天下之治乱，不在
一 姓 之 兴 亡 ，而 在 万 民 之 忧
乐”……这样的声音，在君主专制
的时代，无异于异端邪说。他却
不惧，一针见血地将矛头直指专
制制度的弊端。经历甲申之变，
看过天下离乱的黄宗羲，已经超
越了他所处的时代。

今年7月29日，在余姚举行的
研讨会上，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外国
语学院执行院长、教授蔡亮介绍了
黄宗羲在国际视域下的历史定位。

黄宗羲的第一个隔世知音是梁
启超。这位维新变法运动的代表人
物以“中国的卢梭”评价黄宗羲，认
为《明夷待访录》是“人类文化之高
贵产品”。日本思想史家小岛毅不
这么觉得，他说，卢梭更应该被称为

“西欧的黄宗羲”。
海外汉学家狄百瑞从上世纪50

年代开始关注黄宗羲。1993年，他
把《明夷待访录》翻译成英文出版。
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者对现
实问题只能给出“书斋式的解决方
案”，而黄宗羲的思想则带有鲜明的
政治性和民主色彩，这使他看到了中
国古典文化的生命力和现实意义。

而黄宗羲思想的现实意义到底
是什么？一般认为，他的“民本”“工
商皆本”以及“经世致用”的实学观，
是最值得称道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
所副研究员常文相在此次研讨会上
分析黄宗羲“民本”观念的时代价值
时表示，《明夷待访录》问世后长期
鲜为人知，直到清末在西学冲击下，
该书中被遮蔽的“启蒙”意蕴才被重
新发掘，经仁人志士改造提炼成反
抗专制、兴举民权的思想利器。

“今天，我们不仅要珍视、传承
根植中华文明沃壤中的‘以民为本’

‘天下为公’等宝贵精神遗产，还需
正视、省思近代以来传统文化迎接西
方挑战所历经的震荡挫折与崛起跨
越，从而切实推动其在当代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常文相说。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副所
长、研究员张宏敏在讲述黄宗羲的
实学思想时说，黄宗羲是传统“实
学”的集大成者，我们可以从他一生
的研究中看到他涉猎之广博。

对于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天文
历算，黄宗羲是认真学习并予以推崇
的，他潜心研究地理、算学、历法等自
然科学，著有《授时历故》《开方命
算》；陈言扬著《勾股述》，黄宗羲为之
作序；黄宗羲擅长考据，曾偕弟黄宗
炎、黄宗会遍游四明山，寻觅古迹、考
稽事实，辑成《四明山志》；黄宗羲还
是传统“浙学”的集大成者，在“浙学”
发展史上有承前启后的学术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研究员林存阳用文脉、学脉、道脉

“三脉”的赓续来总结黄宗羲思想，
认为其学术思想依然有“兴奋剂”的
作用，彰显“儒者之学”的大意义、大
关怀、大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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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姚文保所藏的黄
宗羲著《宋元学案》。

黄宗羲晚年隐居的龙虎草堂。
通讯员 吴大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