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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 

 

按：我宋学研究中心龚延明教授学术专著《诗说秦汉史》已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33.5 万字。兹将该书的简介摘录于下： 

中心龚延明教授学术专著《诗说秦汉史》正式出版 

  《诗说秦汉史》是《诗说中国史》系列之一。 

  《诗说中国史》是“史”与“诗”结合，将中国上下五千年深邃而悠久的历史，

用琅琅上口的五言诗歌的形式，提纲挈领、简洁明快地推向社会，为普及华夏悠久而

辉煌的历史，创造的一种新的途径。这也是史学工作者应尽的一种社会责任。 

  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诗说秦汉史》，是其中的一卷。作者采用古诗五言体的形式，

通过再现重要历史人物、事件和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叙述了秦汉时期的历史与文化。

写作虽采用叙事诗的形式，但其内容严格地依据历史事实，页下一一注明所述史事的

资料出处和原文，可供查证或进一步研究。此种体例，既适合具有中小学生水平读者，

也适合大学生甚至研究生阅读参考。 

  2013 年《光明日报》、《文史知识》、《中华读书报》先后选刊了《诗说秦汉史》

中的“诗说独尊儒术”、“诗说苏武牧羊”、“诗说汉代经学”，受到读者欢迎。 

  《诗说中国史》,共分十卷，这是作者已完成并出版的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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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要闻 

 

束景南教授著作《阳明佚文辑考编年》获得第二十届 

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一等奖 

经专家评审、基金评委会评议和管理委员会审定，我宋学研究中心束景南教授著

作《阳明佚文辑考编年》（上、下卷）获得第二十届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

基金”一等奖。 

一．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简介： 

浙江大学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以下简称“董氏基金”），是香港著名实业

家，原香港董氏集团董事长、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出资设立的。1992

年 8 月 18 日，杭州大学“董氏文史哲研究奖励基金”正式成立。学校并相应制定了《董

氏基金管理章程》，成立了基金管理委员会、基金评审委员会和基金办公室，拟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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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奖励的具体实施方案。二十年来，“董氏基金”累计拨款总额计 80 万美元，约合

人民币 600 余万元。基金的使用范围包括奖励人文学科师生的文史哲基础研究优秀成

果、资助优秀论著出版、资助重要研究课题、资助召开文史哲国际学术会议和学术活

动、资助采购文史哲大型图书等。获得“董氏基金”的奖励资助，二十年来已成为我

校文史哲师生学术水平的重要衡量标准之一。受“董氏基金”资助的论著、论文中，

涌现出了一大批极具影响力的学术成果，并在各类评奖中频获荣誉。 

二．束景南教授简介 

束景南教授，1995 年调入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2011 年起任宋学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研究领域为宋明理学、经学、易学以及佛教文化与道教文化。束教授与“董氏基

金”的渊源颇深，其“宋代经学文化史”获 2000-2001 年度董氏基金项目资助；《朱

熹年谱长编》（上、下卷）获 2001-2002 年度董氏基金教师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四书升格运动与宋代四书学的兴起”获 2007-2008 年度董氏基金教师优秀科研成果

论文奖；《阳明佚文辑考编年》（上、下卷）获 2012-2013 年度董氏基金教师优秀科

研成果一等奖。 

三．束景南教授获奖感言 

  二十年前，我调到杭州大学来工作，适逢董建华先生在杭州大学设立了董氏文史

哲奖励基金，大令学界学子瞩目。那时正是一个人文学科萎缩、凋零、被边缘化的时

期，董建华先生却目光远大，慧眼识人文，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挚热爱和博大不凡

的人文胸怀，在文科设立奖励基金，对我们这些寂寞搞人文学科研究的人是一个很大

的鼓励与鞭策。伴随着浙江大学四校合并与文科发展的步伐，董氏文史哲奖励基金在

积极奖励人文著作、资助科研项目经费与资助著作出版上二十年如一日，功不可没，

对浙江大学文科的发展与振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二十年来，董氏文史哲奖成

为浙江大学文科的权威品牌奖，我们都以能评上董氏文史哲奖为荣，它象一块人文学

科的“试金石”，测试出我们人文著作的“含金量”，差不多可以说，在我们浙江大

学，一部著作、一篇论文，先获得了董氏文史哲奖，才取得了参评省部级奖的资格，

而要评上董氏文史哲一等奖，甚至要比评上省级一等奖还难，这充分体现了董氏文史

哲奖的权威性和公正性。在 2003 年，我的《朱熹年谱长编》获得了董氏文史哲一等奖，

这是对我的朱子学研究的肯定，也是对我有力的的鼓励与鞭策。十年后的今天，我的

《阳明佚文辑考编年》又获得了董氏文史哲一等奖，这是对我的阳明学研究的肯定，

也是对我更大的鼓励与鞭策。我十分感谢董建华先生对我们浙江大学文科发展的一如

既往的关怀，十分感谢董建华先生高瞻远瞩在我们浙江大学文科设立董氏文史哲奖励

基金。放眼浙江大学，文科眼下有显重振繁荣的勢头，董氏文史哲奖励基金也将如一

颗镶嵌在浙江大学人文学科上的璀璨明珠，放出更加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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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获奖作品简介 

  束景南教授获奖作品《阳明佚文辑考编年》（上、下卷，70 万字），是对王阳明

大量散失的佚诗佚文的全面搜辑、考证、编年与研究之作。 

  王阳明是明代著名思想家，但他的诗文与著作大量散佚，今存《阳明全书》是一

部不全之书，给研究王阳明生平与思想带来很大困难，许多问题仅凭现有的资料难以

解决，在阳明学的研究上留下很多迷案、悬案、误案与空白。因此，全面搜辑王阳明

散失的佚诗佚文佚著，突破阳明研究资料上的这一“瓶颈”，提供一部新的权威可信

的王阳明研究的文献文本，就成为学术界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近代以来，人们开始

重视对阳明佚诗佚文的的搜辑，日本学者先行，取得一些成绩。二十世纪以来，搜辑

阳明佚诗佚文成为阳明学研究的热点，日本以永富青地的辑佚成就最大，大陆学者（如

徐邦达、計文渊、钱明等）也取得不小成绩。本书作者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就开始

全面系统查找搜辑阳明佚诗佚文，对所有搜辑到的佚文一一作了精密考证，编年成集，

从而为学界提供一部全新完善、权威可信的王阳明文献文本，可以说，该著是近代以

来海内外学界都在致力以求的阳明学重大辑佚文化工程的完成。更重要的是，该著并

非简单的辑佚著作（单纯辑佚意义不大），而更是对这些搜辑到的阳明佚诗佚文进行

研究的著作，依据对这些佚诗佚文新资料，作者在对王阳明的生平、思想、文献作了

新的研究探讨，有众多重要的新发现、新开拓、新突破，对王阳明的生平、思想、生

平与文献各方面作了前所未有的开拓创新的研究，这是这部著作的最大特色与价值所

在。 

全书内容主要分三方面： 

（一）阳明佚诗佚文辑考编年：系统搜辑到阳明佚诗佚文六百余篇，一一考定其真伪、

纪事、系年，条贯梳理，按年编排； 

（二）阳明散佚语录辑補：遍访广蒐，搜辑到阳明散佚语录二百余条，考定成编； 

（三）阳明佚文辨伪考录：搜辑考定出四十余篇阳明伪文，详密考辨其伪。 

本书在研究方法上，采用辑佚与考证相结合，把对佚文的辑佚与对佚文的研究结

合起来。辑考并重，在全面搜辑佚诗佚文基础上，给诗文以精密的考定；在精密考定

的基础上，给诗文以准确的纪年；在准确纪年的基础上，对阳明的生平、思想与文献

作深入的开拓研究。辑考之法，包含五个方面： 

1）辑佚：全面搜王阳明散失的佚诗佚文，力求做到搜罗殆尽，无有遗漏； 

2）考证：一一考定佚诗佚文的真伪，去伪存真； 

3）辨史：考明每篇佚诗佚文所涉及的史实、人物与背景，以明文意； 

4）系年：探明每篇佚诗佚文的作年，按年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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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证误：以确凿可信的佚诗佚文资料正今《王阳明全集》中的误闕，正钱德洪《阳

明先生年谱》中的误闕，正历来流行的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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