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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台州历史源远流长，文化底蕴深厚。自下汤发祥，东瓯建国，秦始皇置闽

中，汉武帝设回浦，东吴建郡，唐初置台州，绵延七千余年。历史上多次人口迁

徙，促成了台州较早的文明开化，特别是东晋以来，文化渐兴，至南宋而鼎盛，

一度赢得“小邹鲁”之美誉。

多元的文化在台州广袤山海之间交融激荡，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富饶

美丽土地上的人民，勤劳、质朴、向善，创造了富有个性又兼容并蓄的台州

文化。千百年里，台州大地 诞 生 了 项 斯、戴 复 古 等 一 批 历 史 名 人，留 传 了

天台济公传 说、台 州 乱 弹、台 州 刺 绣 等１００多 个 省 级 以 上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李白、杜甫、陆游、白居易、韩愈等都在台州留下了足迹或佳作。钟灵

毓秀的天台山，儒、释、道三峰并峙，“和合文化”影响深远，成为台州文化

的金名片。

文化是历史赐予我们的宝贵财富，更蕴藏着引领未来的不竭能量。作

为文化挖掘、传承、融汇和发展的必有之举，台州文化研究素有传统。南宋

著名永嘉学派传人、史学家陈耆卿撰写的《嘉定赤城志·辨误门》，揭开了台

州文化研究的序幕。此后历经元、明、清，直至民国，台州文化研究代有闻

人，佳作迭出。正是这些孜孜不倦的先哲前贤，卷帙浩繁的著作论集，向我

们徐徐展开了台州文化的瑰丽图景，为我们寻绎台州文化精神提供了重要

路径。

国民之魂，文以化之。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如今我们加强文化研究，

既是对台州历史文脉的系统梳理，也是对城市品质的全面提升，有利于推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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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惠民，建设文化强市，打造魅力台州。经过台州文化研究者多年的精心耕

耘，《台州文化研究丛书》即将陆续出版发行。丛书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围绕

台州当代文化发展问题研究、台州历史文化专题研究、台州历代名人名家研究

等板块，进行了深入而系统的梳理，挖掘了台州人文亮点，富有历史纵深感和

时代创造性。这些精品力作，对于接通文化断层、保护文化遗产有着较高的学

术价值，对于提升台州文化内涵，推动“一都三城”建设更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这套丛书，打开了一扇展示台州文化魅力的窗口，让台州深邃而浓重的区

域文化跃然纸上，必将唤起台州人的文化觉醒，激发无数在外台州人的家乡自

豪感，也可以让更多的读者从中了解台州、读懂台州、感受台州。

希望这套丛书能够让台州优秀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弘扬，惠泽未来。

中共台州市委书记　

２０１５年９月

·２·



驿亭灯火向人明

（代前言）

　　什么是理学？前辈学者们各有理论研究。详说有五：从理论上回答自然

与社会现象统一性；以“穷理”达到万物与我同体的境界；遵守“存天理，去人

欲”为教条；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己任；以发扬孔孟学说为宗旨。简说有二：

一是事物的一般观念，二是纲常伦理的道德。理学熔合自然、社会、人生为一

体，包括政治、哲学、伦理、人性、教育各个方面，既继承以前所有哲学范畴，又

提出新的内容，如辟佛、老，保持儒家重生轻死观点；辨异端，否定儒学“天命

论”和董仲舒“天人感应”，批判超自然的信仰。两宋时，儒学发展进入新阶段，

儒家真正有了自己的纯粹哲学，这就是理学，又称道学、新儒学。理学家认为，

人有道德行为，就意味克服自私。北宋程颢和程颐兄弟二人创立理学，南宋朱

熹以理、气并称，是集大成者，史称程朱理学。

理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有它发生、发展的历史。理学思潮兴起，必须具

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二是重建伦理纲常的需要。南

宋初期与中期社会，迫切需要改变北宋社会状态，因而全国出现以儒学为主体

的百家呈现学术良好时期，虽然中间遭到挫折，到了南宋晚期，终于确立朱熹

的学术思想地位。

台州农业生产，三国时开始种植水稻，一年两熟耕作，《临海水土异物志》：

“丹邱谷，夏冬再熟。”即夏熟是早稻，冬熟是晚稻（丹邱泛指台州）。五代三代

吴越王奉行保境安民休养生息政策，在今温黄平原开凿一条长１３０里的南官

河，又别为９条河，各２０里，支流９３６泾，计７５万丈，分设３０余埭。北宋大中

祥符间（１００８—１０１６），台州引种占城稻（俗名百日黄），水稻产量增加。北宋元

祐七年（１０９２），两浙提刑罗适改埭建闸，建有周洋、黄望、石湫、永丰４闸。南

宋朱熹于淳熙九年（１１８２）又议建回浦、金清、鲍步、长浦、蛟龙、陡门６闸，在７０



余万亩的温黄平原上建成完整的南官河水系水利网络，发展温黄平原水稻生

产，“一州四县皆所仰给，其余波尚能陆运以济新昌、嵊县之阙”。①

宋王朝建立后，结束自唐末、五代以来长期割据分裂的局面，为改变纲常

破坏和道德沦落，朝廷嘉奖死节，表彰气节和情操，强化伦理纲常。南宋政权

建都临安，台州为辅郡，注重重建纲常。《宋史·孝义传》记载两宋７０多位孝

义人物，其中台州有杜谊和郭琮（均是黄岩人），两人为台州入正史孝义之首。

以上两个基本条件，均发生在宋代黄岩县（含今温岭）。

台州南湖学派的产生，除了全国性的经济、文化大背景因素在台州得以实

现之外，还有两个基础和一个重要原因。两个基础之一是台州籍儒学宗师，名

列《宋史》的徐中行、徐庭筠父子。徐中行师从“宋初三先生”之一的胡瑗（字安

定，９９３—１０５９）。三先生是中国理学先驱，他们探讨“天理”与“人欲”，即理学

根本原理，《宋元学案·安定学案》有深刻的论述。徐氏父子原籍临海下白岩

村（今属沿江镇），与黄岩毗邻，后父子定居黄岩委羽山与桐屿等地长达６０多

年，言教身传理学，逝后归葬下白岩村（今存“二徐墓”）。“二徐”后裔分布在今

黄岩、温岭、临海等地。之二是北方“程门四大弟子”之一谢良佐之后谢克家、

谢伋父子隐居黄岩，尤其是谢伋居黄岩１８年所产生影响和作用。

一个重要原因是大思想家朱熹讲学于黄岩樊川书院，培育一大批理学人

才。北宋胡瑗等三先生之后，周敦颐（１０１７—１０７３）和张载（１０２０—１０７７）发展

了“宋初三先生”的思想，提出一系列新的基本概念，建立起理学的基本框架，

成为理学的奠基人，但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理学体系形成是由程颢

（１０３２—１０８５）和程颐（１０３３—１１０７）完成。他们批判地继承和发挥周敦颐、张

载的思想，同时深入地批判、汲取佛家思想，建立起一个包括自然哲学以及与

之相适应的政治伦理哲学、人性论和认识论在内的统一的理学体系，逐渐取得

正统地位并不断发展。

南宋朱熹（１１３０—１２００）是理学的集大成者，基本观点是以“天理”作为世

界观的根本。朱熹总结北宋以来的理学成就，建立包括天理论、人性论和格物

致知论（“格物”指与外界事物接触，目的是要透彻了解天理，以获得智慧，即

“致知”）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个体系既是对周敦颐、二程和张载思想的直接批

·２· 　台州理学南湖学派史

① 《朱子大全》卷１８《奏巡历至台州奉行事件状》。



判继承，又汲取某些佛道思想，融合儒释道思想于一体，因而朱熹是理学的集

大成者。《宋史》评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意，得统

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曾

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

著。”①此文大意：儒家道统等着后人传承，自周敦颐之后，能认识儒家真谛的

不过数人，能发扬光大仅有一二人。自孔子之后，曾子、子思继承其微，到了孟

子才得以弘扬。孟子之后，周敦颐、二程、张载继承，到了朱熹才昌盛。

台州旧志评述二徐和朱熹的理学在台州传布：“二徐父子能绍明安定之学

（指胡瑗），蔚然为一代儒宗。继而晦翁（指朱熹）传道江南，于是海陬彬彬庶几

哉！垺（相等）将邹鲁矣。”②喻长霖说：“吾台古称荒域，僻处海滨，三代之时人

物无闻，汉晋以来间有表见。迨至赵宋真儒始兴（指二徐）；南渡以还，群贤彪

炳。宋景濂氏言：晦翁传道江南，台为特盛，盖心折也。由元迄明，渊源未泯，

正士名臣，尚相接踵。近二百年风流渐歇，继起无人，深可太息。”③这一段议

论，既是囊括台州历史文化兴衰，又可理解为朱熹理学在台州支脉南湖学派的

传承。

元末明初文坛宗师宋濂原文：“自我文公绍伊洛之正绪，传道受业者几遍

大江之南，而台为极盛。有若潘子善氏（时举），林叔恭氏，赵几道（师渊）兄弟，

以及杜良仲氏（煜），皆见而知之。推原体用之学，重徽垒照，于斯为至。遗风

迄今未泯。”④

朱子门人来自全国，知名者共３７８人，福建最多１６４人，浙江第二８０人，

江西第三７９人。各地学子不顾僻地、不远千里到福建建阳考亭求学，有居数

月以至数年者。台州黄岩樊川书院是朱子执教之地，因而宋濂说：“晦翁传道

江南，台为特盛。”明中叶谢铎说：“宋太史公景濂有言，自晦庵朱子绍伊洛之正

绪，号为世适，益衍而彰传道，而受业者几遍大江之南，而台为特盛。当是时台

之从晦庵游者，若石公子重、杜公煜与其季知仁，以及赵公几道、林公恪、潘公

·３·驿亭灯火向人明（代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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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李滉，《宋季元明理学通录》卷３。



子善、郭公磊卿辈，皆林立异起，以有闻于世。”①清末民初王舟瑶说：“吾台自二

徐父子闻洛学，克斋诸贤获交考亭，自是以后著籍朱门凡十余人，一时儒术，号

称邹鲁。”②

朱熹是应杜煜、杜知仁邀请执教樊川书院，朱子后来离开书院重新从政时

间不长，回福建考亭，直至晚年一直讲学授徒，杜煜跟随朱子十余年，深得真

传，被后朝研究“朱学”的学者列为重要的弟子之一。杜煜之后杜范为再传弟

子，登上右丞相之位，南湖学派有了一位德才兼备的传人。南湖学派代代相

传，被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黄宗羲，以及后来的著名学者全祖望等确认，被列为

朱子学派的一个重要支派。

元代，理学从江南传向北方，受到朝廷重视，恢复科举钦定以朱熹《四书集

注》试士。明初朱元璋、朱棣尊崇理学，科举取士以《四书集注》，再加朱熹《五

经》命题，理学成为官学。南宋至元明，南湖学派名人籍贯，以黄岩、太平两县

为主，延伸到乐清和临海（章安，今椒江）。按明成化五年（１６４９）黄（岩）、太

（平）分县后的籍贯划分，南宋时以黄岩为多，如杜煜、赵师渊、杜范、车若水；元

代有黄岩黄超然、陶宗仪，乐清李孝光，临海泰不华、朱右（元末明初）。明代以

太平县为多，有谢铎、郭樌等６人，黄岩有黄绾、王启，临海有陈璲、陈选等。

明中期之后，因朝廷以朱子学为正统，其他学派为异端，朱子学引发人们

的反思，于是产生王守仁的心学，主张“心即理”，再分化出一种学术思想，称明

清实学。宋明理学本身具备经世传统和实学思想，王守仁“范围朱陆而进退

之”，其思想体系也是有人格修养和经世实学两方面。王守仁子弟中，王畿片

面发展王守仁心性之学，使王学堕入末流；黄岩黄绾原出于南湖理学，后入王

学之门，努力发展王学经世实学，成为经世致用学说的首创者。

史学家认为，明清之际是理学的解体阶段和总结阶段。明亡使一批学士

对历史的反思，开始对理学进行总结性批评，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方以

智等，继而转为经世实学。明中晚叶主张济世的学者，除较早的黄绾外，还有

黄绾好友哲学家王廷相，以及万历间的张居正、李贽、顾宪成等，明末清初有黄

宗羲、顾炎武，之后有戴震、章学诚、阮元、龚自珍、魏源等一大批名人学士。后

·４· 　台州理学南湖学派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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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弘治《赤城新志》卷４。
王舟瑶，《默庵集》卷８。



人把他们思想体系称为明清实学，这是理学发展的历史形态。

台州在清初时，经历所谓“理学体解及批评”阶段后，师承关系在地方志记

载中模糊不清，明代王启、黄绾的后代和弟子均无建树。直到清末咸丰至民国

中期，经王棻倡导，南湖学派又有复兴。王棻家传朱子理学，本人“尤有志于振

兴台学，其宗旨兼宗汉宋。左交许郑右程朱，要使海滨变邹鲁”。① 王棻所谓

“台学”，是台州唯一的南湖学派，“程朱”即北宋二程与南宋朱熹，王棻为南湖

学派传承人，有远淑或私淑的成分。王棻的学识明显包含经世实学，其弟子

中，尤以王舟瑶、章梫、王彦威在清末社会中，认识到实学价值，做了许多实事，

但与宋元时期的南湖学派相论，大为不同。

自南宋理宗认识到朱熹理学思想是一种既包罗万象又十分精致的哲学理

论的重要性，之后历代朝廷对理学高度重视而推崇并提倡，成为中国主要的哲

学思想。理学不仅统治了宋元明清至民国八百年思想文化领域，而且成为政

治、法律、道德、艺术等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指导原则，成为巩固社会秩序的强

大精神支柱。

朱子学派中的一个支派———南湖学派人物，是朱子学派重要组成部分。

明中叶谢铎认为，南湖学派代表人物是杜范、车若水和黄超然，“道德文章固亦

相伯仲，历考吾台先哲，诚未亦有过此三先生者”。② 南湖学派从南宋时期诞生

发展，至元明时期继承深化，明中叶以后逐渐转向经世实学，直到清末民初不

绝如缕，代代相传，对于台州地域文化，产生积极推进作用，并对中国历史文化

有一定的影响。《宋明理学史·后记》说：“宋明理学的学术思想影响，如水银

泻地，渗透无遗。哲学、历史、文学、艺术，都深受影响。哲学谈天理、良知；历

史传孝义、忠烈；文学歌颂高人雅士、才子名媛；艺术塑造飞天药叉，绘制胜水

佳山。”这些在本书都有记述，尤其是忠烈、良知更具突出，本书对南湖学派重

要传承人物在各个朝代作简述或评述。南宋诗人陆游《别建安》诗有“驿亭灯

火向人明”之句，用来借喻南湖学派薪火代代相传，旨在呈现台州人文精神和

行为传统。

·５·驿亭灯火向人明（代前言）　

①
②

喻长霖，《王棻墓志铭》。
（明）谢铎，《谢铎集》卷８３《与黄大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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