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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活动 
 

“江浙沪宋史青年学者沙龙”第七次学术研讨会成功举行 
由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与长三角地区高校宋史教研机构联合举办的“江浙沪地区宋史青年学

者沙龙”第七次学术研讨会于 2016 年 3 月 27 日在浙江大学西溪校区人文学院行政楼 229 会议室

举行并圆满结束。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浙江大学宋学研究中心龚延明老师与周佳老师参会，并

就会议论文发表评议。会议由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博士生汪潇晨主持。 
首先，由龚延明教授致辞。龚教授充分肯定了沙龙的举办形式与学术水准。其次，龚教授介

绍了其在宋代官制史、科举史以及明代登科录等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最后，龚教授回忆了自己

的学术道路，并对与会青年学者予以鼓励以及对沙龙举办提出了新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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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学术信息分享环节，与会学者互相交流了各自研究领域信息以及近期研究重点，增

进了学术信息互通。 
最后，本次研讨会评议、讨论了五篇论文，主题兼跨宋代文、史、哲领域，分别涉及北宋文

武转化、宋代人物辨析、宋末地域学术传播、礼论文献编纂等方面的问题。 
本次学术沙龙活动另设“研究动态”单元，用以分享与会学者研究的前沿成果，所讨论的议

题跨领域、跨学科，讨论热烈，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冯国栋应邀在“钱塘公众史学讲座”做讲座 
2016 年 3 月 13 日，由浙江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举办的第十一期“钱塘公众历史公益讲座”

在浙江图书馆初阳书院举行，我中心冯国栋教授应邀做了“浙江与宋代佛教——以阿育王塔、上

天竺观音和宋代的四川僧人为例”的讲座。 
讲座认为：作为重要的佛教文化区，宋代浙江佛教与全国佛教有着非常广泛的联系与互动，

本讲以阿育王塔的北上、上天竺观音与汝州妙善信仰的结合、游历于浙江的四川僧人为例，从佛

教实物、信仰、人员三个方面的流动为切入点，展现宋代浙江佛教与全国佛教的互动关系。阿育

王寺的佛舍利塔、上天竺的观音为何在当今的佛教信仰中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也许通过对历史

的观照，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所处的当下。 
浙江佛教自五代开始，在吴越钱氏的支持下全面兴盛。北宋建立，钱氏纳土，吴越佛教随之

汇入全国佛教的洪流之中。而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吴越佛教传统在宋初佛教文化复兴中起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阿育王塔进入汴梁，正是这一趋势的一个体现。北宋时期，南北一统，文化交流日

益深入，北方佛教也渐与两浙佛教相融合。上天竺原有观音信仰与北方汝州香山观音信仰的结合，

是北宋南北佛教信仰交汇的例证。南宋定鼎临安，两浙成为全面的佛教中心，对全国佛教产生了

辐射与汇聚的双重作用。四川僧人入浙，是宋代佛教发展中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川僧与浙僧

的对立与抗衡，促进了南宋禅宗的东西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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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 
 

 

束景南教授的《朱子大传——性的救赎之路》增订版正式出版 
 

束景南教授的《朱子大传——性的救赎之

路》增订版于 2016 年 2 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

出版，此次增订一是补充了朱熹的新资料，对

原来一些写得比较含混或写错的地方作了补

充或改写；二是写进了三十年来作者对朱熹的

新思考、新认识。《朱子大传》是第一部、也

是最完备的一部朱熹传记，乃相关领域公认之

作。全书规模宏大，史思深沉，它从南宋儒佛

道三大文化交融的宏大社会背景中，采用文化

还原的研究方法，多层面地探讨了朱熹的一生

与思想发展历程，对朱熹及其思想作了全新的

评价，并从而展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代景

观。作者掌握了大量新资料，全文单征引古籍

在一千余种之上，多有独到的新发现，纠正了

各种流行误说。《朱子大传》曾获中国图书奖、

世界太极科学金奖等，并得到张岱年、邓广铭、

潘富恩等先生的高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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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平教授发表在《哲学研究》上论文《“差等之爱”与“博爱”》的概述 
 
“仁”是孔子学说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基础性的核心概念。“仁”的现实表现可以多样, 但其本

体则是唯一的。在孔子那里,“仁”即是“中”,即是“极”,是谓大中至正之体,是每一个人都从天

那里所秉赋的“天之德”。“仁”的表达即是个体之生命本质的体现,“仁”之实践的境界即是个

体之现实的意义世界与价值世界。在如何实现“仁”在日常生活之中的切实体现这一点上,具体涉

及到“爱有差等”的问题。本文鉴别出“差等之爱”的二重内涵,提出了全新解释,且认为在“恕”

的意义上,“差等之爱”即是“仁”的不同实践境界,是通达于“博爱”的根本途径。“差等之爱”

的最终境界,即是无限宏大的博爱境界。 
“爱有差等”当有两层内涵。个体在伦理关系情境中基于其伦理责任之“义”的规范性制限

而对不同的对象表达其恰当的“爱”的情感,无相夺伦,是即为“爱有差等”的第一层内涵。由“亲

亲”而至于“仁民”、由“仁民”而至于“爱物”,即是“爱有差等”的第二层内涵。第一重含义

要求个体作为道德实践的主体在其生活所处的对象性关系情境之中,依据其“仁”之性来恰当地实

现其本原性之德的现实表达,依情境及对象的差异,这种“性之爱”的表达便自然是各有差异的。而

这种差异性的合理性,其内在的层面由作为“中体”的仁本身来确保,其外在的层面则由作为公共交

往的规范性制度的礼来保证。这一意义上的“差等之爱”,不妨被理解为个体之“仁”在经验意义

上的“横向”展开。第二重含义的“差等之爱”,则是“仁”之实践境域的不断转进与开廓,便不妨

被理解为“仁”之实践境界的“纵向”推进。这二重含义不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在个体的生活实

践之中是相互统一的。“差等之爱”的当然性,本质上是由人的实际生存状况的基本事实来决定的,
而作为“仁”的实践境界,则是随着个体之生活实践领域的不断开廓而显现其境界之渐次宏大的。

人的群体生活起始于家庭,因此家庭就成为个体之“仁”的实践的初始境域。“亲亲”只是“为仁”

的起点,而远不是其止境。随着个体之实践能力的提升及其境域的扩大,“仁”的实践境界也随之扩

大,本原于仁之性的爱所呈现的境界也随之转进,而终至于天下万物一体之仁。这样的“差等之爱”,
岂止不与“博爱”不相违背而已,实在是较源于西方观念之所谓“博爱”的境界要更为宏大得多的!  

“爱有差等”问题讨论的直接来源,大抵源于孟子对墨子“兼爱”的批评，这也是导致今天通

常关于儒家“差等之爱”之误解的源头。但从孟子学说的整体来考察,他恰是把“仁”作为人的本

原性之“爱”的表达推衍到极致的人，先秦儒家的所有基本文献之中,都从来没有把“至亲之爱”

与“众人之爱”对立起来。以“兼爱”、“博爱”释“仁”在汉代相当普遍。唐代韩愈撰《原道》,
首以“博爱之谓仁”，可谓对袁宏之说的继承。随着理学研究的深入,概念辨析渐入精微,韩愈“博

爱”之说始受诘难。自程、朱以后,几乎所有宋明理学文献都不再把“仁”的意义与“兼爱”相联

系,“兼爱”被完全排挤到了墨子“异端”一边。虽仍为“博爱”保留了些许余地,却大多依据程氏

“仁性爱情”或朱熹“仁体爱用”的观点而对韩愈“博爱”之说进行理论辨析或辩驳。而所谓儒

者的“爱有差等”,便大抵以朱熹之说为据,强调“至亲之爱”与“他人之爱”的区分。儒家文化传

统中固有的“仁以博爱”的思想资源遂渐趋浅淡。  
笔者撰写本文的目的,全然无意于加入学术界关于儒家“亲亲”问题的争鸣,而只是想就儒家文

献的固有内容来重新梳理“差等之爱”与“博爱”的关系,借以说明“博爱”作为人类生活的基本

美德,中国文化对它不仅是并不陌生的,而且原是深刻地内在于中国文化本身的,是作为一种本原性

价值而居于其价值体系结构之核心的,从而来重新彰显“博爱”之为德性之爱的普遍价值。  
参考文献：古籍:《大戴礼记》《汉书》《礼记》《论语》《孟子》《尚书》《诗经》《孝经》

《新书》《荀子》《中庸》《周易》《朱子语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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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风采 

 

孔令宏教授出访意大利、梵蒂冈、法国、西班牙、捷克并讲学 
2016 年 1 月 10 日至 23 日，孔令宏教授出访意大利、梵蒂冈、法国、西班牙、捷克并讲学。 
1 月 14 日，孔令宏教授应邀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汉学系作了题为《道家的自由平等观》

的讲座。 
1 月 15 日，应法国欧华历史学会的邀请，在《欧洲时报》文化中心，孔令宏作了题为《道教

养生的原理与方法》的讲座，《欧洲时报》、《法国侨报》采访了两位演讲人并在它们的网站和

报纸上作了报道。报道见《欧洲时报》2016 年 1 月 30 日第 10 版《浙大教授巴黎举办道家养生讲

座》；《法国侨报》见 2016 年 1 月 30 日第 31 版《浙江道家名家来法讲座受旅法华侨华人热烈

追捧》。 
在法国期间，孔令宏教授会见了《欧洲时

报》前总编梁源法、法国欧华历史学会会长叶

星球、世界瑰宝艺术协会执行会长江敬世、西

班牙中华文化交流协会会长朱晶祥、《法国侨

报》社社长钱海燕、法国教育部汉学总督白乐

桑、法国华人进出口商会永远名誉会长蒋景深

等各界知名人士，与他们作了沟通交流。 
 

1 月 19 日，应西班牙中华文化交流协会

的邀请，孔令宏教授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华人

中心作了题为《道教养生的原理与方法》的

讲座，重点讲了饮食养生，并接受了《联合

时报》等媒体的采访。报道见《联合时报》1

月 23 日第 13 版《西班牙中华养生传统文化

交流学会举办﹤道教养生﹥讲座》; 《欧华

报》2016 年 1 月 30 日第 49 版《浙大教授巴

塞举办道教养生科普讲座》。 

1 月 22 日，应捷克旅捷华人联谊会的邀请，孔令宏教授在捷克首都布拉格布拉尼克酒店

作了题为《全球化的时代，道教应该做什么，能做什么？——道教养生的原理与方法》的讲座，

并与捷克旅捷华人联谊会会长唐云凌女士、捷克汉学家乌金教授、捷克华商联合会副会长郑明

明等作了深入的交流，接受了《捷华通讯》等媒体的采访。报道见《捷华通讯》2016 年 2 月 1

日第 15 版《道可道 非常道——记中国著名道教学者孔令宏教授道教文化传播捷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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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专家孔令宏教授到香港讲学 
受香港儒释道功德同修会的邀请，国际哲学学家联合会，国际宗教学会常务理事，浙江大

学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宋学研究中心研究专家孔令宏教授于 2016 年 3 月 20 日到香港演

讲并接受媒体采访。讲座由香港儒释道功德同修会创会会长黄维溢主持。50 多名各界人士出

席听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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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场演讲题目是《东方道藏项目进展》。孔教授介绍《东方道藏》是从《正统道藏》之

后道路文献编纂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将收录未正或出版过的道教文献，尤其是民间的众多手

抄本，对于认识明代正统年间之后四百多年来道教的历史至关重要，对于道教的规范化传承和

健全发展也将起到重要的作用。项目至今已经搜集近五多万字的六千多册道书，此外还有五万

多幅各类图片，今年力争出版第一期 17 册 600 万字左右的内容。与此相配套，项目组将筹建

全球第一个道教资源数字图书馆，以互联网的形式把海量的各类道教资源分享给全世界的宗教

界、学术界和社会公众。 

第二场演讲题目是《道教的饮食养生》。孔教授指出，道教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

成部分之一，是中国唯一的制度化宗教，热爱生命，养护生命是它的特色。道教养生的内容广

博，饮食是其中重要的方面。合理膳食是基础，在亚健康的状态下，依其严重程度从低到高可

依次配合药本，药粥，药酒。此外，辟谷的主要功能是排毒和扶持正气，可作为饮食养生的高

层次方法，供道教养生的受好者使用。总之，饮食养生要懂得在身内身外各种条件下回答好吃

什么，怎么吃，吃多少，吃完后做什么这四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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