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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校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办的先秦诸子暨《子藏》学术研讨会4月7日在沪召开。会上，中国诸子学

会、中国庄子学会宣布成立，我校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子藏》工程负责人方勇教授当选为中国诸子

学会、中国庄子学会首任会长。与会学者均表示，传统文化研究与当代文化建设密切相关，古籍整理和古

文献研究是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的基础性工作。《子藏》的编撰不仅加强了对现有古籍的再生性保

护，还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华传统文化。 

大型古籍文献整理工程《子藏》的首批成果《道家部•庄子卷》已于去年12月份问世。中华书局原总

编辑、清华大学教授傅璇琮高度肯定了该项成果。他认为，《子藏》是一个全面、系统、深入的古籍整理

与文化研究工程，在把握传统文化基本命脉的同时，还综合了版本目录学和学术思想史，确定精确的文献

搜索范围和编撰体例，推动了古籍整理的规范化和理论建设。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子藏》工程正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事业，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学术壮

举。在中国历史上，古籍整理对当时的文化研究、文化建设都起到了相应的推动作用。如宋诗在中国诗歌

史上取得的辉煌成就与宋人对唐诗的整理、刻印密不可分；清乾隆时编纂的大型古籍丛书《四库全书》和

从学术角度撰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受到后世学者的极高评价，至今仍为学界所瞩目。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

略部署。弘扬中华文化，离不开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作为中国学术思想的活水源头，诸子学成为中华

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我们要为诸子学全面复兴而努力！”《子藏》总编撰、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方勇如

是呼吁。方勇指出，自秦代以后，诸子学的发展道路艰难曲折、歧路屡出，伴随后人的不断诠释与重建，

诸子学亦不断发展演变。文化繁荣、文化强国离不开诸子学研究，而在政治稳定、经济繁盛的当下，全面

复兴诸子学的时机已经成熟。 

对于此次中国诸子学会和中国庄子学会的同时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陆永品认为，

两个学会的成立，能够大力促进高校的学科建设，整合处于分散状态的科研力量，能够使学者在研究思路

上有所转变，朝着打破“九流”、“十家”的隔阂和重视各个学派的综合研究之路前进，能够为建立以传

统文化为本位且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一本多元的现代中华文化提供启示价值。同时，填补了诸子学及庄子

学没有学会机构的重大空缺，重树了百家争鸣、思想自由的学术精神，并进一步突出了诸子在中国古代文

化的重要地位。由此而建立起来的长久、规范的研究机制，必将推动中国传统诸子学和庄子学研究迈入新

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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