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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徽州: 人才与经济社会发展”
学术研讨会综述

汪菁华

2012 年 7 月 27 日至 29 日，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安
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安徽大学、黄山市人民政府、中
国明史学会、安徽省历史学会联合主办，安徽省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中共黄山市

委宣传部共同承办的“千年徽州: 人才与经济社会发展”

学术研讨会在黄山市举行。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安徽省社会科学院院长陆勤毅教授主持开幕式，黄

山市人民政府市长宋国权致辞，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副院

长施立业研究员做会议学术总结。中共安徽省委宣传

部副部长、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徐东平，安徽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洪永平以

及来自海内外徽学研究名宿、新锐共 60 余人莅会。与

会专家学者提交学术论文 40 篇，主要就徽州人才的总

体风貌、徽州人才千年兴盛的发生学图景、徽州人才的

分布状况、徽州人才与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内在互动的

历史轨迹、徽州杰出人物等议题以及相关个案展开了多

维度、多视角、多方法与深层次的历史揭示和理论阐发。

一、徽州人才的总体风貌

缘于徽州文化历史的长期性，徽州人才除分享人才

一般的概念内涵外，更拥有着突出的地域性与历史性的

丰富具体内容。

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叶显恩研究员在《徽州人才杰出

繁盛探秘》一文中指出，从徽州的历史可以看到，明清时

期徽州人才，“无论在杰出超凡、多样性、广泛性，抑或人

才总体结构的合理性，都居全国的前列。”安徽大学徽学

研究中心刘伯山副研究员的《徽州人才的整体特征》，借

助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总结概括出徽州人才的四大特

色: 一是“人数的大规模性”，二是“行业的多样性”，三

是“人才的高质量性”，四是“时间的长期性、持续性”。

与叶显恩研究员的观点不谋而合。安徽大学徽学研究

中心徐道彬副研究员在《论明清徽州实学与经世人才的

涌现》一文中特别强调了徽州人才强烈的实践性品格。

他指出，徽州人才以学术求实与通经致用为特色，体现

出匡时济世的思想倾向以及对社会政治与民众生活的

深切关怀。

二、徽州人才兴盛的发生学图景

千年徽州，人才辈出，璨若群星，正所谓: “商成帮，

学成派，名人成群。”要对如此重大、独特的历史文化现

象获得理性的认知，进而汲取历史的启迪，尤其需要进

行具体细致的发生学考察与揭释。或许职是之故，会议

论文则集中指涉这一论域。

叶显恩研究员的《徽州人才杰出繁盛探秘》系统、全
面论析了徽州人才成长的社会历史因缘。他指出，“‘崇

文重教’和‘徽骆驼’精神是徽州英才繁盛的两个文化基

因”，“徽商是明清徽州人才的孵化器”，“徽州大族是抚

育人才的摇篮”，“流动的文化是促进人才成长的温床”，

一言以蔽之，徽州精英人才的繁盛是徽州社会所产生的

“文化基因、道德动力、经济条件和社会结构等因素合力

铸就的”。黄山学院方利山研究员的《为有源头活水

来———徽州人才辈出缘由初探》，从人才学的视野，运用

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就徽州人才成长与环境、实

践以及主体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的关系进行了具

体、深入的揭示。他认为，徽州“山的相对封闭与水的相

对开放”的特殊自然环境孕育了徽州人才勃发的“徽骆

驼”精神动因，徽州钟灵毓秀的山水催发了徽人的艺术

才情。他尤其剖析了“徽州重视育人的社会氛围，掌控

有力的宗族社会，影响终生的家庭教育，相对优越的崭

新平台”等独特的人文环境对徽州人才成长的深刻构成

力。除客观条件外，他还指出徽州人才成长更是徽州人

敢于实践、善于总结经验以及勤奋拼搏所彰显的主体创

造精神之结晶。安徽省博物馆汪庆元研究员的《山水文

化与徽州人才述论》，论析了徽州特殊的自然与人文地

理环境对徽州人才成长的境域化影响力。安徽省新闻

出版局徐学林编审的《徽州文化与精英辈出的徽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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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通过充分的第一手史料的发掘，分析了徽州深厚纯

正的人文文化传承对徽州人才培育的基础性作用。黄

山市地方志办公室翟屯建研究馆员的《从五代北宋时期

徽州人才郁起看越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一文提出，伴

随着五代北宋时期连续的中原移民与山越土著融合的

社会历史进程，越文化与中原儒家文化交融激荡，由此

生发出新质的徽州文化，从而构成徽州人才成长的精神

源泉、文化基因。可以说，徽州人才代代兴盛，实质上就

是徽州文化繁茂的主体体现、确证与实现。南开大学中

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常建华教授的《故家文献: 程敏政的

宗族论与人才观》认为，徽州大量的“故家文献”类型家

族所秉持、推扬的重世德、文行的道德蕲向与精英意识，

对于其人才的不断涌现有着深层的、持久的动力机制功

效。安徽师范大学王世华教授在《徽商: 人才培养的催

化剂》一文中，深入全面地分析、阐释了徽商对于明清徽

州人才蔚成大观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他将徽商对人才

培养的作用同时也是其培育人才的具体方式、基本路径

归结为: 一是“重教兴学，奠定成才文化基础”，二是“以

饶养学，确保成才多方需求”，三是“藏书刻书，提供成才

丰富营养”，四是“惺惺相惜，帮助人才排忧解难”，五是

“贾而好儒，刻苦自励力学成才”。安徽大学历史系江小

角教授的《清代徽州宗族重视人才培养及其影响》，通过

对清代徽州宗族人才教育、人才开发与激励等促进人才

成长的全程化措施的历史阐释，揭示出徽州宗族在人才

培养过程中担负了社会化、组织化与制度化的保障功

能，是徽州人才成长的真正摇篮。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

社会学院徐彬教授在《徽州家谱与徽州人才教育培养研

究》一文中提出，徽州家谱对于徽州人才兴盛产生了特

殊的积极贡献，具体表现与作用途径是“敦本以御末”的

人才教育功能、《家礼》所彰显的教育指导思想、“扬善隐

恶”原则所推行的培养方式、家训家规所规范的培养手

段以及家谱对商业人才充分的价值肯认。安徽大学徽

学研究中心赵华富教授的《游四方、闯天下———明清时

期徽州人才产生的第二条道路》，根据大量史实提出，徽

商“游四方、闯天下”的社会人生历练，广阔丰富的实践

磨砺，大大加速了他们的成长，增强了他们的才干; 而寄

籍异乡的“大徽州”则十分有利于他们吐故纳新，汲取新

的养份，从而更加茁壮成长。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胡

中生副研究员的《明清徽州商业人才辈出的原因———以

放贷商人为例》，则以徽州放贷商人的成功案例揭示出

徽州人才尤其是商业人才辈出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徽州

地区多元、开放、宽容与务实的价值行为取向以及长期

浸润的重商文化。安徽师范大学李琳琦教授在《明清徽

州政治人才的分布特点、群体品质及形成原因》一文中

论析徽州明清时期政治人才形成的原因时指出: “我们

认为经济的繁荣和教育的发达为明清徽州政治人才的

腾飞提供了两只坚实的翅膀，而宗族的文化传统和终极

追求则为明清人才的腾飞提供了强劲的动力。”这当然

也是徽州各方面人才勃兴的普遍有效的基本结构要素。

安徽大学历史系陆发春教授的《新学校、新知识与新人

才的锻砺———以 1906 年胡适澄衷学堂日记为讨论中

心》，通过胡氏的求学经历，揭示了近代新式学校、新式

教育对于徽州人才现代转型的历程及其完成所释放的

历史性、决定性影响，并进而指出正如胡适为典型代表，

徽州人才的生生不息则堪为他们与时俱进精神的客观

化外显态。

三、徽州人才的分布状况

徽州人才的显赫与茂盛内在地决定并相应地表现

为徽州人才广泛的、多元的分布势态，而深入考察徽州

人才的分布状况，显然可以加深我们对于徽州人才兴盛

的发生学理解。与会学者主要就徽州人才的时代性、地
域性、宗族———血缘性、行业性、文化空间类别性以及职

能性分布状况进行了具体的描述与评价。

叶显恩、方利山、徐学林与李琳琦等先生的文章，或

具体罗举出徽州从宋至清各朝文科进士及各界精英的

数目，或全面介绍了各代中央政府中的徽州籍政要，或

严谨统计了各代《人物志》、《儒林传》中徽籍传主数量，

显现了徽州人才雄跨千载、历久不衰的强大生命力。赵

华富、叶显恩等都注意到并考察了徽州人才“大徽州”与

“小徽州”的不同地域承载状况。徐学林、翟屯建则分别

详细述介了徽州六邑之间各个朝代科举中式的具体人

数与北宋时代进士人数的具体分布，直观地证明了“徽

州人才”的平衡性、整体性优势。翟屯建研究馆员在《从

五代北宋时期徽州人才郁起看越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

一文中具体叙述了北宋时期进士人数及其与徽州各大

宗族血缘脉络。李琳琦教授在《明清徽州政治人才的分

布特点、群体品质及形成原因》一文中对明清徽州政治

人才的家族血缘性分布也作了严谨的划分与统计。虽

然不少会议论文都关涉到徽州人才的职业分布情况，但

较全面论述这一问题的是刘伯山副研究员。他接受了

《徽州人物志》中职业划分的 18 个类别，并从历史事实

出发认为“讼师”、“风水师”等亦属徽州社会基本职业

范围。对于在历数、算学、军事、医学、造纸化学和印刷

术等科技文化，诗词、文学、绘画、雕刻、制漆和收藏等艺

术文化，哲学、朴学与古籍整理等学术文化方面徽州人

才各领风骚、蔚成壮观的灿烂历史，徐学林、叶显恩先生

的文章皆有相当篇幅的介绍。黄山学院徽州文化研究

所吴兆民教授在《徽州文学创作群体的特点与成因———

以〈清人别集总目〉为例》一文中，爬梳出了《清人别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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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目》中的徽州籍文学家，其人数占《别集》2 万总数之

2． 3%，而徽州府面积只占全国总面积的 0． 13%，数字对

比不仅给人以强烈反差的视觉冲击力，更可对认识徽州

人才之盛收蠡测管窥的效果。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陈瑞研究员在《明清时期徽州宗族内部的管理人

才及其管理活动研究》一文中，通过充分再现明清时期

徽州宗族内部宗事、族长、房长、家长、尊长与执事人员

等主导或参与的族内日常公共事务的管理活动，凸显了

徽州人才独特的职能化分布情形。

四、徽州人才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内在互动

的历史轨迹

人才、人才培养、人才昌盛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层内

在、双向互动的正向关联性，尽管只是一个浅显的理论

常识，但其现实意义却值得充分关注。不少与会专家显

然抱有服务现实、古为今用的学术旨趣，就徽州历史进

程中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入考察。

就徽州经济社会文化发展对人才成长与兴盛先在

的决定性作用及表现这一维度而言，在前述徽州人才强

盛之发生学理解与揭释的文章中有着全面的表达。因

为两个论域结构间存在着一定的交叉与重叠，为避免重

复，仅择取会议论文中徽州人才对经济社会文化影响之

一维来介绍。

江小角教授在《清代徽州宗族重视人才培养及其影

响》一文中剖析了清代徽州宗族人才培养对徽州社会的

影响。他提出“清代徽州宗族人才培养继承并弘扬以往

的读书传统，营造了好学向上的良好风气，创造了科举

史上的奇迹，对宗族和社会影响极大”，“为徽商发展和

徽州社会进步，提供了人才保障”，“增强了宗族内部的

凝聚力和向心力，进一步完善了宗族管体制”，有利于徽

州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健康发展。“总之，徽州宗族崇儒

重教，注重人才培养，源于振兴宗族、光宗耀祖的目的，

但在实际过程中，收到了益于自身，功在宗族，惠及社

会，利被后世的作用。”厦门大学历史系王日根教授的

《明清徽州人才对扬州文化的影响》一文认为，寓居扬州

的徽商在其社会活动中彰显了他们道德文化的崇高性，

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文化的进步，而徽商在私人生活空

间里所展现出的优雅文化品位则直接引发了扬州地区

社交文化、家居文化、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与园林文化臻

于雅致化。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张小坡副研究员的

《青年学生与近代徽州社会变迁》一文指出，从近代徽州

社会走出来的青年学生，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洗礼，思想

活跃，视野开阔，勇于担当，富于理想。他们洋溢着拯救

徽州社会经济于衰敝的强烈使命感，成立同学会，创办

会刊，抨击地方政府颟顸无能，直陈社会陋俗之危害，探

索振衰起弊的方案，为徽州社会的发展变化打开了一个

通道，成为推动近代徽州社会变迁的一支重要力量。徐

学林编审指出，不仅在中国的四大发明中有着徽州人才

的突出贡献，在古代中国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艺术

文化、古籍收藏整理编纂出版等文化传播事业多个领域

的进步与发展道路上也都矗立着徽州人巨大的身影。

五、徽州杰出人物

在中华民族人才发展史的灿烂星河中，徽州人才绽

放着夺目的光芒。对此，与会学者给与了深情的关注。

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周晓光教授在《朱熹

与严州理学的发展》一文中指出，由于浙江严州与徽州

地缘相接，血缘相连，严州学界魁首或受朱熹亲炙，或披

其教泽，皆得理学精髓，并笃持广播，最终促成了严州地

区理学学者群体的涌现、“习理”之风的兴盛。由此以

降，严州学术思想宗崇程朱理学，掊斥心学、朴学，严州

风习也得其浸润，千百年规整纯正，斯文不辍。淮北师

范大学学报编辑部余敏辉教授的《试论俞正燮对俄罗斯

研究的贡献》，全面考察了俞正燮俄罗斯研究的内容、方
法、特点、学术成就与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

张研教授的《徽人王茂荫简介》，深入解析了王茂荫货币

思想产生的社会经济背景与具体内容。安徽财经大学

历史文化研究所曹天生教授的《王茂荫的军事思想研

究》，详细分析了王茂荫关于反抗列强侵略、镇压太平军

与捻军等农民起义的军事谋略思想以及有关军队建设

的军事理论思想。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王振忠教授的

《上海徽商余之芹的生平及其时代———近代徽州重要史

料〈经历志略〉研究》，以《经历志略》为中心，生动再现

了徽商余之芹曲折丰富的生平经历，从而折射出晚清民

国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变迁。安徽古籍整理出版基金会

诸伟奇教授的《论许承尧及其对徽州文化的重要贡献》，

全面介绍了徽州近代著名诗人、方志学家、书法家、藏书

家、文物鉴赏家许承尧的生平与革命、爱国事迹及其丰

富的文化活动和杰出的学术文化成就，并附录许氏所藏

古籍善本书目，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讯。安徽省社会科

学院历史研究所方英副研究员的《传统与趋新: 晚清外

交官崔国因的心路历程》，详细考察了崔国因的洋务活

动与外交生涯，展示了他面对清廷颟顸昏慵、官场糜烂

而报国无门的复杂内心世界。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

研究所员吴元康副研究的《胡适、辜鸿鸣与北京大学》，

对胡适迫使辜鸿鸣离开北大的史实进行了信实的考证，

并对胡适的这一行为作出了道德与政治上的双重批评。

安徽日报鲍义来高级记者的《汪世清关于徽州人物研究

的通信》，缅怀了汪世清先生关心《徽州历史人物》编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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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往事，并介绍了汪先生有关徽州人物研究富有指导意

义的学术思想。

六、相关个案研究

会议主题论域的宽广决定了丰富的个案研究具有

着内在必然性与必要性。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某部原政委汪承兴的《徽

州汪氏宗族千年人才群体研究》，根据详实的史料，全面

考察了汪氏宗族有史以来尤其是唐宋以来人才的构成

类别、历史分布、根本特质等状况，指出了汪氏家族千年

人才群体成长的特点、规律及其主要启示。南京大学历

史系范金民教授的《从分家书看徽商培育子弟之道》，以

明后期至清末 40 例徽商的分家书为分析对象，着重考

察了徽商进行职业教育与伦理道德规范建设的特殊方

式与基本内容。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卞利教授的《明

清时期徽商的职业道德和技能教育———以〈生意手册〉

为中心》，以新发现的徽商商业书《生意手册》为中心，结

合其它文献史料，对明清时期徽商在职业道德培养和经

商技能教育中贯彻德才并重、以德为先的育人之道及其

在徽商成功中的重要意义进行了系统论述。安徽大学

历史系徐国利教授的《20 世纪上半叶徽州家谱的族规家

训所见职业观的革新与保守———兼论 20 世纪上半叶中

国基层社会传统职业观的变迁问题》，通过对 20 世纪上

半叶徽州家谱中的有关家规家训进行梳理分析，揭释了

徽州地区职业观变迁的多元性与复杂性特点及其成因，

进而暗示了这一考察在研究近代中国社会转型、文化变

迁方面所具有的学术意义。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臼井

佐知子教授的《宗族组织扩大化之样态研究———“扩大

系统化型”族谱的考察》，详述了徽州族谱的收藏现状以

及主要族谱编纂的历史面貌，深入分析了“扩大系统化

型”族谱编纂的政治与社会根源及其重大意义。安徽大

学历史系周致元教授的《明代徽州籍进士出身的官员的

地域特征》叙述了明代徽州进士出身官员宦海沉浮的具

体事迹，从而朗现出他们所秉承的徽州山民特有的鲠直

纯介的气质风貌，宁折不阿的干云豪气，尤其是宗族文

化化所塑造的忠贞爱国、清正廉洁、为民请命、舍生取义

的政治人格。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朱万曙教授的《明清

文学中的徽州图景》，在文艺理论、文学批评的视域内对

徽州图景大量出现于明清文学作品这一文学现象所折

射的丰富人文意义进行了深度释读，无疑是对徽学研究

的丰富与充实。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馆长陈琪的

《郑之珍〈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产生的思想根源及其

影响》，分析了郑之珍根据目连救母之事编写的《新编目

连救母劝善戏文》产生的思想根源、主要内容、研究价

值、传播影响。安徽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刘道胜教

授在《明代徽州程一枝与珍稀族谱〈程典〉的编纂》一文

中指出，明代嘉靖、万历年间徽州著名学者程一枝所纂

的《程典》，援用史例修谱，特色鲜明，成就很高; 《程典》

多涉徽州地方故实，极具学术研究价值。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会议收到的论文多是佳制力

作，充分反映了作者严谨的学风、深厚的学养。当然，千

虑一失，也在所难免。比如，关于徽州人才的总体特点，

给人的感觉似乎多从外延性、边缘性、表象性视角来概

括，忽视了分析徽州人才是否存在独特的内在性精神本

质特点，而如果有其本质内涵又是什么? 应该说，这一

维度更为根本。关于徽州人才成长兴盛的社会历史缘

由，微观、中观解析的精当令人击节，但国家政策、社会

思潮、时代兴衰乃至国际影响等宏观因素在学者的视野

中好像并没有占据应有的位置，而事实上它们的影响与

制约不仅客观存在，在一定时期甚至是基础性、方向性、

关键性的。

与会专家学者指出，人才是当今时代社会经济发展

的首要资源，加强人才研究是社会科学的时代任务。历

史学当然不能脱离时代。目前，徽州人才研究在徽学研

究中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领域，这也是徽学研究深入拓展

的内在要求，有理由相信它将日趋繁荣。“千年徽州: 人

才与经济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是学术界首次以徽州人

才为主题召开的高规格、高层次的学术研讨会，其学术

影响与社会意义非常显著，可以确定，它不但能有力地

推进徽学研究的纵深发展，对于当今我们如何将传统优

秀文化资源创造性转化为现实社会智慧动力，尤其是如

何科学培养人才、早日发现人才、合理使用人才与充分

激发各类人才的工作积极性与创造性都深有启迪，同

时，对于安徽省进一步加强保护开发、传承发展徽文化

的力度，加速实现文化强省、人才强省的重大战略也将

产生不可低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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