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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要闻 

 

董平教授出席香港中文大学国际学术会议并赴泰国讲学 
2015 年 11 月 14-15 日，

由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

中心与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

联合主办的“人间佛教在东亚与

东南亚的开展”国际学术研讨

会，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董平

教授应邀出席会议。15 日上午，

董平教授做专场学术演讲，讲题

为《佛法与众生法的协和：论人

间佛教的价值取向》。演讲从历

史、现实、理论三个方面论述了

人间佛教运动的契理契机，对人

间佛教提出了理论上的独到理

解与诠释。受到与会学者深切关

注。 
国际学术会议结束后，11

月 16 日，董平教授从香港乘机

抵达泰国曼谷，开始他在泰国的

学术之旅。17 日上午，董平教

授应邀至正大管理学院参访， 
董平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专场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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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该院 Work-based Learning 的教育理念进行了切实了解，并与该院教师进行了交流。当日下午，

董平教授在该院做题为《知行合一：生命境界的无限跃迁》学术演讲。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宣讲，

这在正大管理学院甚至或是在在泰国的首次宣讲，引起听众的广泛兴趣。演讲结束后，该院副院

长赠送董平教授礼物，听讲者纷纷与之合影。 

 
董平教授接受赠礼 

19 日上午，应朱拉隆功大学文学院与朱拉隆功大学孔子学院的邀请，董平教授来到此泰国最

高学府，做题为《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与“人间佛教”之转向》专场学术讲演。泰国为佛教国家，众多

听讲者对讲演内容颇有兴趣，反响热烈。至此，董平教授在香港及泰国的讲学活动圆满结束。 

    
董平教授在朱拉隆功大学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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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我中心陶然教授、冯国栋教授、何善蒙教授、关长龙教授等 

参加首届君子文化论坛 
2015 年 12 月 19 日-20 日，首届君子文化论坛在浙江大学隆重举行，本届论坛由浙江大学和

光明日报社联合主办，浙江大学君子文化研究中心、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浙江大学人文学

院承办，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君子文化研究中心、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君子文化研究中心和安徽省君

子文化研究会协办，浙大网新集团为本次论坛提供了支持。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京

大学、复旦大学、台湾“中研院”等高等院校和研究单位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论坛，我

宋学中心陶然教授、冯国栋教授、何善蒙教授、关长龙教授等参加了本次会议，他们同与会专家

学者围绕“君子文化与当代社会”这一主题，对于君子文化及其在当代社会中的意义和价值作了

多方面的探讨。 
    19 日上午，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金德水先生和光明日报社副总编辑李春林先生出席了开幕式并

先后致辞，开幕式由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卫东教授主持。 
金德水在致辞时指出，浙江大学作为中国人自己最早创办的新式高等学校之一，跨越三世纪、

兴学两甲子，历史悠久，一直致力于弘扬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君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很经典的

概念，君子文化是几千年来推动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正能量和主旋律，研究君子文化不管是过去，

现在，还是将来都很有意义，希望各位专家学者能够借着本次论坛相互交流思想，让君子文化广

泛传播。 

 

浙江大学党委书记金德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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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分为大会报告和分组讨论两个部分。在分组讨论中，各位专家学者一杯清茶，侃侃而谈，

以“君子”为出发点，多方面探讨了君子文化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大家以文会友、轻松自然，正

如《庄子》所言：君子之交淡如水。面对争议，学者们也敢于发表不同看法，但辩而不争，文质

彬彬，尽显君子之风，中场休息之时，也有学者就之前的话题相互交换思想，气氛热烈，不同思

想的碰撞，不同观点的激荡，引发了大家进一步的思考。 
人文学院院长黄华新主持了闭幕式，浙江大学君子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人文学院党委书记

楼含松做了大会总结，他肯定了此次论坛的成功之处，指出“首届君子文化论坛”，有其开创性

的意义，对本次论坛取得的成果，要认真整理，编辑出版，藉此更好、更广泛地传播与弘扬君子

文化。最后，浙江大学君子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宋学研究中心研究专家何善蒙教授宣布启动中

国古代十大君子评选活动，作为本次论坛的延续。 
在汪洋浩瀚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君子文化”是中华民族深层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

也是传统文化中最具感召力和认同感的人格典型。首届君子文化论坛的召开，呼应了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建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需求，对君子文化的深入探讨，势必对当代社会文化建

设和道德建设产生积极和深远的影响。 
 

 

  浙江大学君子文化研究中心秘书长、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研究专家何善蒙教授 

 
 
 
 
 
 



 

 5 

 

科研成果 
 

龚延明教授专论《唐宋官、职分与合》在《历史研究》上发表 

编者按：龚延明教授在权威学术期刊《历史研究》2015 年第 5 期上发表论文《唐宋官、职分与合》，

从动态视角，首次对唐宋 430 年职官分、合历史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与研究，被外审专家评为是“活”

的制度史研究，具有创新价值得的范例。现将文章部分内容转载如下： 

摘要：传统的职官制度史研究，一般以固定的官制为主要研究对象。但在制度执行过程中会

不断产生权宜官制，即“活”的制度。静态的、固定的制度与权宜的、“活”的制度是制度发展

过程中相互碰撞、相辅相成的两大部分。因此，研究官制需将固定制度与“活”的制度结合起来，

唐宋官、职分与合即可作为这一研究的对象。官与职分离，始于唐高宗朝；经唐中、后期使职差

遣逐渐取代职事官，产生名实不相符的“紊乱”局面。宋承唐制，官与职分离更甚，致“官、职、

差遣”离而为三，成为不成文法的常态；直到宋神宗元丰改制，“官复原职”，才结束了官与职

分离的“紊乱”局面，确立起以“职事官、寄禄官、职名”为核心的新官制。唐宋官、职长达 340

年的分合演变史，是固定官制与“活”的官制互动的典型。 

有关职官之制，史书有“名实混淆，品秩贸乱之弊……宋承唐制，抑又甚焉”之说。又云：

“唐制，省部寺监之官备员而已，无所职掌，别领内外任使，而省部寺监别设主判官员额。本

朝尚循唐制，六部尚书侍郎与左右谏议大夫等等官，皆空存其名而无其实。”宋初，其官职因

袭唐末五代之制，形成了北宋前期“官、职、差遣分离”常态化的权宜官制格局，也可视为“活”

的官制。 

至神宗元丰间，仿《唐六典》改革官制，结束了宋代前期官制“紊乱”的局面，使职事官

之官、职分而又合，即所谓“官复原职”；临时权宜之制、即“活”的制度对《唐令》这一固

定制度修补或改进的动态过程方告一段落，以令、式确定的元丰新官制颁布施行。“制度的形

成及 运行本身是一动态的历史过程”，从唐高宗与武则天始置检校官、试官、员外、使职差

遣，对 原有的官制形成冲击算起，历唐中后期、五代至北宋元丰改制（650—1082），这一

段长达 430 年的官制史，正可视为此种“动态过程”的一个典型案例。本文即是对这种动态

的制度史进行研究的一次尝试。     

该文正文分四部分：一、宋初官与职分离源于唐；二、北宋前期官、职分离常态化；三、

官、职分离推动了元丰官制改革；四、官、职分离推动了元丰官制改革。 

结语：元丰立新官制，以正名为重心。职事官“官复原职”，这是元丰官制改革的成果，

也是对名 不符实的官、职分离的“活”的制度的终结。 

元丰官制以正名为核心，对在官制动态演变过程中产生的合理部分，如差遣的行用，予以

有选择地吸收，通过对“官、职、差遣”分离进行改革，将“职事官、寄禄官、职名”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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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官制格局以《元丰令》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样，则“官”（职事官）不再用为本官阶，而

是 “官复原职”对“职”，罢去馆职，使三馆秘阁官人秘书省，保留殿职与阁职。 

元丰改制，将“官、职、差遣”为官员核心官衔的格局，一变为“职事官、寄禄官、职名” 
为核心的格局。故尔，在士大夫表述某官员身份时，必先列其“职事官、寄禄官、职”，如司

马 光在奏议中，把“职事官”、“寄禄官”、“职名”看成官员身份最重要的资格： 

应职事官，自尚书至给舍、谏议；寄禄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太中大夫；职，自观文殿大

学士至待制，每岁须得于十科内举三人。   

自唐以来的职事官名与实分离的局面，至神宗元丰官制改革，走向终结。元丰官制是一次

以职与官复合为特征的官制立法。循名责实、官复其职，从立法的维度，结束了自唐末乱政以

来职事官与职事分离的紊乱。哲宗朝右司谏王觌评论道：“夫自李唐失政，官制紊乱久矣……

至神宗慨然悯之，于是讲求历世之坠典，造新一代之成宪，正名百职，建复六联，上下相维，

各有分守。”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至于元丰改制之成败得失，学术界争议颇多。如刘后滨

称： “从‘正名’的意义上说，三省制的格局因此建立起来了。而实际运行中的最高裁决机

制，却与 《唐六典》表述的唐前期三省制相差甚远。”这已非属本文讨论范围，容后继续讨

论。 

总之，唐宋官、职分与合的历史过程，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史实例证，即某一时期的职官

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是一个“活”的动态过程，成文法必然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及因应时

局的变化而有所跟进，跟进的权宜官制从开始不符合成文法到逐步常态化，从而推动了官制改

革，制订出新的官制格目、官品令。制度史就是在这样一波接一波地动态地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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