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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评述

  “朱熹与宋代历史”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

日期：2009-3-22 11:50:00 稿件来源：西北大学文博学院 相关会议： 

相关学科：文学,历史学

    2005年12月9日至11日，在西北大学举办了“朱熹与宋代历史”学术讨论会。此次会议由西北大学文

博学院和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联合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武汉

大学、四川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暨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苏州大学、河北大学、河南大学、湖南大

学、首都师范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日本京都大学和西北大学等17所院校及研究机构的三十名学者参加

了会议，并提交了发言提要。 

    会议的参加者中，既有中国古代史、中国思想史专业的研究者，也有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会议内

容涉及领域广泛，学者们就朱熹的评价，朱熹本人学术和思想研究，相关的儒学研究和文化现象，宋代

历史研究，史学研究方法等方面展开了热烈和深入的探讨。纵观此次会议探讨的问题，呈现出以下几个

特点。 

    一是学者们探讨的问题广泛，在对朱熹本人研究方面，与会者对朱熹的学术和思想的方方面面多进

行了探讨。在对朱熹的评价上，陕西师范大学赵世超教授认为朱熹用哲学阐释儒学，对封建专制主义的

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暨南大学的张其凡教授认为作为一代理学宗师的朱熹，不仅集“理学”之大成，

而且集“宋学”之大成。在哲学方面，陕西师范大学的丁为祥教授，认为朱熹在对“天理”的理解和阐

释上，只落实在“普遍性”上，而没有达到“超越性”的高度。西北大学博士生宋玉波则探讨了朱熹哲

学与佛教哲学的内在关系。在朱熹对《诗经》的研究方面，陕西师范大学的李裕民教授认为，朱熹揭示

了《诗经》中爱情诗的本来面目。西北大学博士生陈战峰认为朱熹的《诗经》的诗经学受到了宋代其他

学者的重要影响。在朱熹的政治思想方面，北京大学的张希清教授探讨了朱熹的科举思想。首都师范大

学的李华瑞教授考察了朱熹对本朝历史进行反思的各个方面。四川大学的刘复生教授探讨了朱熹的土地

思想。西北大学的张明博士，则探讨了朱熹的一些军事思想。四川师范大学的张邦炜教授则论述了朱熹

的妇女观。湖南大学的朱汉民教授提交了论文《朱熹的实践功夫——身与心的互动》，从道德实践层面

对朱熹进行了探讨。 

    在相关的宋代历史研究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曾瑜对周敦颐的姓名和“道统”这一概念做

了考证，认为非朱熹首创，并对理学在宋代走向兴盛的过程做了概况性的阐述。苏州大学的蒋国保教授

对宋代知识分子在理想人格上的分歧做了探讨，认为就其类型划分，可分为“英雄”和“纯儒”两大

类，并归纳了二者的特征和区别。西北大学的陈峰教授对宋代主流军事思想进行了探讨，陈峰教授还从

宋朝的治国方略和处理文武关系的角度，进一步阐述了宋王朝的政治选择和宋代士大夫政治地位确立的

过程。中国政法大学的李晓教授从朱熹本身经历入手，探讨了宋代的“遏籴”现象。湖北大学的葛金芳

教授对南宋出现的义役做了探讨，肯定了义役的作用。河南大学的程民生教授则注意到了宋代的公债问

题。在史学史研究方面，西北大学的方光华教授对中国思想史研究的方法提出了见解，认为应该深化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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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思想史学科范畴的理解，加强对中国思想史多样性研究方法的探索。暨南大学的范立舟教授提交了

论文《两宋理学家关于历史学性质与功能的思考》，对两宋理学家的历史观做了分析和批判。在文化现

象上，武汉大学的杨果教授以报纸为文本，考察了二十世纪朱熹形象的变迁过程。 

    二是对海外历史学界的研究进行了关注和回应。美国华裔学者余英时先生的新著《朱熹的历史世

界》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此次会议上也体现了出来。浙江大学的何俊教授通过比较钱穆的

《朱子学案》和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阐发了余英时的儒学观，认为钱穆是从朱熹的论说来分

析宋儒的“补其缺”，故注重“理气混合一元论”的彰显，余英时则从朱熹的行动去讨论他们的“大传

统”，故特别显现出“内圣外王连续体”的事实，两者在儒学观上一脉相承，后者是对前者的进一步证

实。浙江大学的包伟民教授对美国学者韩明士的《政治家与绅士》一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认为韩

著存在明显的论证错误、论证对象典型性欠明确，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一些长期趋势认识不足、全局观

察欠缺等问题，因此该书结论需要进一步论证。 

    三是研究视角提升到新的高度，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提供了一些新的学术信息。一些学者在对朱

熹本人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开始把朱熹置放在宋学的大背景之下，显示出学术界已经自觉接受“宋学”

这一概念和提法，开始走出理学视野的局限性。河北大学的姜锡东教授提出了“真理学”的概念，认为

宋代真理学由物理之学、义理之学和性理之学三大部分为构件，但自宋元明清以来，学术界将宋代真理

学缩小了，当今学术界已经把理学扩展到宋学，现在需要再进一步拓展到“真理学”。先秦史专家、清

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出席了本次会议，担任评议人和主持人，他介绍了新出土的战国竹简《孔子诗论》一

书，希望能由此推动对《诗经》的研究。日本京都大学的石立善博士介绍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发现的

《晦庵先生语录大纲领》一书，并做了考证。 

    与会者对参会讨论的各篇论文进行了严肃和认真的评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在一些问题上

形成了争鸣，加深了对问题的研究。对余英时的《朱熹的历史世界》一书的讨论上，有的学者针对余的

观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朱熹也没有拿出更好的改革主张。有的学者对一些提法提出异议，认为

“精英”一词不宜使用，阶级分析法依然适用；“诗经学”的提法不太合适；有的学者对包括朱熹研究

在内的儒学研究中出现的一边倒和泛化现象提出了质疑。此外，学者们对国外中国史研究的状况也予以

了关注，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认为大陆学界和海外的交流和互动不够，对于国

外史学界提出的一些重大观点，面临着如何回应的问题。 

                               

   

附：参加本次会议代表名单（以首字音序排名） 

一、西北大学校外代表 

1. 包伟民，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2. 程民生，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3. 丁为祥，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4. 葛金芳，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5. 何俊，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6. 姜锡东，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教授； 

7. 蒋国保，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 

8. 李学勤，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9. 李裕民，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10. 李华瑞，首都师大历史系教授 

11. 李  晓，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教授 

12. 刘复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13. 石立善，日本京都大学在读博士 

14. 王曾瑜，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 

15. 王学典，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 

16. 杨  果，武汉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17. 张希清，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 

18. 张邦炜，四川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19. 张其凡，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教授； 

20. 赵世超，陕西师大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21. 仲伟民，清华大学学报编辑部教授 

二、西北大学代表： 

22. 陈峰，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 

23. 陈战峰，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博士 

24. 方光华，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25. 黄留珠，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 

26. 贾志刚，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讲师 

27. 宋玉波，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讲师 

28. 谢扬举，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29. 徐卫民，西北大学文博学院教授 

30. 张茂泽，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31. 张明，西北大学文博学院讲师等 

  

相关会议新闻

· 东北师范大学“净月名家论坛”举行首场报告 [2007-4-16 9:18:00] 

· 2007年历史学高级论坛会议在兰州大学召开 [2007-6-19 10:17:00] 

· 第二届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开幕 [2007-7-20 12:38:00] 

· 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第九届年会即将在四川外语学院举行 [2007-10-24 19:59:00] 

· 中国非洲史研究会第八届年会举行 [2007-10-26 15:31:00] 

·
《原创、原典、原生态——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艺》学术研讨会在同济大学召开 [2007-10-28 

15:37:00] 

· 第七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桂林召开 [2007-10-31 15:07:00] 

· 第七届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在厦门大学召开 [2007-11-8 20:17:00] 

· 首尔大学－北京大学韩国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2007-11-13 22:22:00] 

· 第四届“全国世界史研究论坛”在复旦大学举行 [2007-11-19 23:47:00] 推荐 

· 第七届“文学遗产论坛”在湘潭大学召开 [2007-11-21 21:23:00] 

· “陕西新时期文学30年学术研讨会”在陕师大召开 [2007-11-22 13:03:00] 

· 《儒藏》主编会议暨儒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深举行 [2007-12-10 19:24:00] 

· 第六届东亚学者现代中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汕头大学召开 [2007-12-10 19:48:00] 

· 2007年江苏省博士生学术论坛在苏州大学隆重举行 [2007-12-23 22:33:00] 

· “当代中国影视批评现状的批评”学术研讨会召开 [2007-12-28 23:49:00] 

· 惠州学院协办并参加第五届中国宋代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2007-12-30 20:00:00] 

· “余光中与二十世纪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之一 [2008-3-26 22:25:00] 

· “余光中与二十世纪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之二 [2008-3-26 22:24:00] 

· 上海历史学会2008年年会在复旦大学召开 [2008-4-5 21: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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