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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 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

央，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

出的重大战略思想，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

新成果， 对我国人文科学研究有长期的指导作用。
徽学研究是当代中国人文科学研究中涌现出的 重

要学科之一，唯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才能

实现徽学研究在新形势下的创新与发展，才能对徽

州传统文化，弘扬其精华、摒弃其糟粕，进一步打造

徽学研究精品。

一

科学发展观是统领徽学研究的强大思想武器。
任何人文学科都有其理论基础，徽学研究也不

例外，然而在徽学研究中很少有学者专门著文论述

其理论基础的。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因为徽学

本身尚属一个新兴的学科，其内涵和外延尚缺乏明

确的定义，研究者对其学科性质看法亦很不相同。 ①

同时，徽学研究自诞生之日开始，就以独特的资料

优势成为学术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不断有新的资

料被发现， 同时还有不计其数的资料等待发现，或

者虽已发现但尚未来得及解读。 在此种情况下，发

掘资料、 解读资料成为徽学研究中的一大学 术特

色，从事理论基础研究多少显得曲高和寡。 徽学研

究缺乏对理论基础的深入探讨，此种独特的现象引

起了若干学者的关注，并提出了加强徽学研究理论

基础的若干意见。 ②笔者认为，加强徽学研究理论基

础，最重要的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发展

观是统领徽学研究的强大思想武器。
徽学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绝

不仅仅因为它是徽州地方史的研究，而是因为宋代

以后徽州地区经济文化发展达到了全国先进水平，
并保存了遗留至今的大量原始资料，使它能够成为

中国传统社会后期的典型代表，对它的研究能够为

洞察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历史发展的一般状 态和基

本规律提供有效的依据。 因此，徽学研究的主体，首

先是对中国古代社会后期历史的研究。 迄今为止，
构成徽学研究主要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如徽商研

究、宗族研究、土地关系研究、佃仆制研究、新安理

学研究、徽派朴学研究、艺术史研究、科技史研究，
等等，无论其具体研究对象差异如何巨大，都是对

历史上的徽州的研究， 而不是对今天徽州的研究，
即便是众多学者在今天进行的实地调查，并不是为

了研究今天的徽州，而是为研究历史上的徽州提供

必要的资料。 徽学研究具有鲜明的史学研究特色，
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 作为对中国历史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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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科学总结，科学发展观是唯物史观在新的历史

条件下的创新和发展，对徽州历史社会的研究具有

不可替代的重要指导意义。
胡锦涛同志非常强调尊 重历史规律， 他曾指

出，“人类社会是按照历史的规律和法则前进的。 ”[1]6

科学发展观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础上，
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新总结。 马克思主义的创始

人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强调生产力在人

类社会发展中的主导作用。 科学发展观在此 基础

上，进一步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其核心是以人为本，
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发展作为一切

发展的基础，这些论断都是对唯物史观的坚持和发

展，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

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 ”[2]科

学发展观体现了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思想，强

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

建设，把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
和谐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看成是有机联系、互相促

进的整体，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

类历史发展规律的理论。 因此，当前徽学研究的一

项重要任务，就是深入学习科学发展观，以科学发

展观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分析和解决问题，在

研究实践中丰富和发展徽学研究。

二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弘扬徽州传统文化，加

强对徽州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
胡锦涛同志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也非常重视以

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他曾指出，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优秀文化，
以众多的创新成就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 巨大贡

献。 ”[3]22 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中， 胡锦涛同志把

“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作为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项重要战略

任务，明确肯定“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

结奋进的不竭动力”。 [2]

徽州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

的发展历程是中国古代社会后期文化发展的缩影。
徽州地区原本是南方开发较晚的地区，东汉末至六

朝时期，由于北方的战乱，有一定数量的中原汉族

移民进入徽州(当时称为新安郡)，徽州土著的山越

文化逐渐与中原汉族文化融合。 唐末五代时期，中

原移民再次大量涌入徽州(当时称为歙州)，为徽州

的进一步开发提供了重要的人力、技术资源，徽州

地区逐步建立了具有区域特色产业群， 如墨、 漆、
纸、砚等等。 徽州文化教育也加速发展，开始摆脱了

文化落后的面貌。 ③宋元时期，徽州经济有了进一步

发展。 这一时期，随着外来移民的持续增加和人口

的自然增殖，到南宋，徽州已经是地狭人稠了，开始

出现了向外移民的记载：“力作重迁犹愈于他郡，比

年多徙舒、池、无为界中”。 [4]宋代，徽州出现了有明

确记载的第一批大商人， 如祁门善和程氏的程 承

海、程承津兄弟、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等等。 宋代徽

州文化出现了“井喷式”的迅速发展，教育发达、著

述繁富、学者辈出。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儒学大

师朱熹与其弟子开创了新安理学，对徽州文化产生

了深远影响。 在宋元时期徽州文化繁荣发展的基础

上，明清时期徽州文化达到了鼎盛。 明代中期以后，
徽州商帮掌握了两淮盐业这一财政经济命脉，成为

全国最大的商人集团。 万历年间，谢肇淛认为，“富

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 新安大

贾，鱼盐为业，藏镪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

中贾耳。 ”[5]在徽商这个“文化酵母”的物质基础支持

下，徽州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并在众多领

域走在了当时全国的前列。 仅歙县一县，清代即有

状元 5 人，榜眼 2 人，武榜眼 1 人，探花 8 人，传胪 5
人，会元 3 人，解元 13 人，进士 296 人，举人约近千

人。 [6]348-355 徽州派朴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州刻

书、徽 派 版 画、徽 剧 等 等，都 在 这 一 时 期 达 到 了 顶

峰，并在全国范围内有重要影响。 徽州村落建筑也

显示出自己的独特风格， 艺术品位有了明显提升。
可以说，徽州文化以其丰富的内容、辉煌的成就和

巨大影响，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因此，
弘扬中华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就是弘扬徽州文

化。
弘扬和保护徽州传统文化，得到了党和国家高

度重视。 2001 年 5 月，江泽民同志在视察黄山期间，
对保护徽州文化提出了明确要求：“如此灿烂的文

化，如此博大精深的文化，一定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让它永远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7]2008 年初，胡锦涛

在视察安徽期间，明确强调：“中国的文化，特别是

徽州的文化要发扬光大。 ”[8]2008 年 1 月，国家文化

部正式决定，建立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该实

验区通过采取有效的保护措施，修复非物质文化遗

产和与之相关的物质文化遗产互相依存，与人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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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生产紧密相关，并与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

环境和谐共处的生态环境。 通过实验区的建设，将

民间文化遗产原状地保存在其所属的区域 及环境

中，这是国家弘扬和保护徽州传统文化的一项重大

举措。
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善于做好新形势下的传统

文化保护工作，“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

文化丰厚资源。 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
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做好文化典籍整

理工作。 ”[2]目前，对徽州传统文化资源的挖掘和保

护工作已经取得了不少成绩， 以徽州文书为例，作

为当代徽学研究的基本资料来源，受到政府有关部

门和学术单位的高度重视，目前已经整理并出版了

一大批徽州文书资料，主要有：《明清徽州社会经济

资料丛编》第一辑，安徽省博物馆编，点校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8 年版；《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

料丛编》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点

校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版；《徽州千年

契约文书》，40 卷，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
影印本，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1 年版；《徽州文书》第

一、二、三辑，共 30 卷，刘伯山主编，影印本，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 2005、2007、2009 年版；《中国徽州文

书》民国编，黄山学院编，影印本，已出版 10 卷，清

华大学出版社 2010 年版。 在徽州典籍的整理与研

究中，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组织编辑了“徽学研

究资料丛刊”，先后整理出版了《太函集》、《新安文

献志》、《新安名族志》、《休宁名族志》、《茗洲吴氏家

典》等一批典籍文献资料。 张海鹏、王廷元等徽学研

究者，从徽州史籍、方志、谱牒、笔记、小说、文集、契

约、文书、碑刻、档案中，摘录近 40 万言，编成《明清

徽商资料选编》，黄山书社 1985 年点校本。 另外，黄

山市及其下属各县人民政府花费了大量时间和 精

力，进行文物普查，申报了一大批国家和省级重点

保护文物。 这些保护成绩的取得，为推动徽学研究

的发展和徽州传统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奠定了重

要基础。

三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总结徽州传统社会和谐

稳定的历史经验，促进当代中国和谐社会建设。
构建和谐社会， 是落实科 学发展观的 重要要

求。 胡锦涛同志指出，“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

统一的。 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

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 ”[2]构建和谐社会，必须

要注意借鉴历史经验。 徽州社会自南宋以后，保持

了相当长时期的和谐稳定，虽然在不同时期曾经有

过一些战乱，但基本上是外地战乱溢出和波及的结

果， 很少有徽州本地人为主体的内生型的社会动

乱，其中的经验值得总结。
首先，在思想上，徽州受传统儒家思想 和程朱

理学影响极大， 建构了强大的思想意识 形态的支

柱。 徽州是朱熹的故乡，又被考证为程颢和程颐的

祖籍地，有“程朱阙里”之称，受儒家正统思想和程

朱理学的影响非常深。 早在元代，休宁人赵汸即称：
“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 当

其时，自井邑田野以至于远山深谷，民居之处，莫不

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其学所本则一以郡先师子

朱子为归，凡六经传注、诸子百氏之书，非经朱子论

定者，父兄不以为教，子弟不以为学也。 是以朱子之

学虽行天下，而讲之熟、说之详、守之固，则惟新安

之士为然，故四方谓东南邹鲁。 ”[9]程朱理学在徽州

思想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朱熹《家

礼》一书在徽州广泛流传，对民间日常生活影响极

大。 由于思想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旨在破坏和推

翻当时社会秩序的思想因素很难在徽州找到市场，
即便是明清时期在下层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秘密宗

教和秘密会社在徽州也难站住脚，用清代徽州人的

话说就是“徽州独无教门”。 [6]607

其次，在经济上，徽商利润的大量回流，为社会

和谐稳定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明清时期徽州一

向以富裕著称于世，实际上，徽州本地的经济水平

并不高，粮食长期不能自给。 徽州当时的富裕，主要

是在外地徽商利润回流的结果。 徽州“硗确少田，治

生维艰，实最窭地。 所谓素封，皆乡人之业鹾于淮南

北者。 ” [6]186 徽州地方志中也曾这样描述徽商的经

营：“春月持饷赀出贸十一之利为一岁计， 冬月怀

归，有数岁一归者。 上贾之所入，当上家之产；中贾

之所入，当中家之产；小贾之所入，当下家之产。 ”[10]

古语云“仓廪实而知礼节”，徽商在经营中所获的巨

额财富，成为徽州社会保持和谐稳定的雄厚的物质

基础。
第三，在机制上，徽州民间的社会保障 较为发

达，契约意识浓厚，自我调节和约束机制强大。 徽商

利润回流徽州只是徽州商帮物质财富的初次分配，
回流到故乡的财富如何再分配，才是与普通徽州民

3· ·



黄山学院学报 2012 年 第 4 期

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大事。 回流到徽州本土的财富固

然有相当部分为徽商个人消费了，但也有相当大的

一部分通过各种渠道，通过祠堂等宗族组织的占多

数，用于扶危济困、恤孤赈寡等社会保障和公益慈

善领域，此类义举、义行可谓史不绝书。 以《明清徽

商资料选编》一书收入的资料为例，徽商助修祠堂、
书院的有 50 条、助饷助赈的 57 条、兴水利、筑道路

的 39 条、抚孤恤贫的 50 条，至于未曾收入而记载

于各类方志、谱牒和私人撰述的，其数量之大，无法

详细统计。 徽商利润大规模流入社会保障和公益慈

善领域，是一种值得关注的社会现象，它的产生，与

徽商深受儒家传统道德理念影响有密切关系，徽商

有“儒商”之称，绝非浪得虚名。 明代休宁人金声对

徽商这种危困相济、荣辱与共的特点即有过生动的

描述：“一家得业，不独一家得食而已焉，其大者能

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 ”[11]另外，徽州人

的契约法律意识浓厚，往往依靠“约”和“法”来维护

权益，有凡事“立字为据”的习惯，现存的大量徽州

契约文书，就是徽州人契约意识的遗存。 徽州宗族

组织、会社、乡约等民间社会组织相当多，有的还相

当强大，大部分的民间事务，如婚丧嫁娶、土地房屋

等等，能够通过民间组织自行解决，而不必通过官

府，这种民间社会的自我调节和约束机制也是徽州

社会能够长期维持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
古代徽州社会与现代社 会之间存在 着众多原

则性的区别，但是古代徽州维持社会和谐稳定经验

中的相当一部分，如加强思想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发展经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重视民间社

会的自我调节功能等等，在今天的和谐社会构建中

仍然是值得重视的。

四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摒弃徽州传统文化中的

消极因素，去芜存精，总结教训，更好地坚持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中华传统文化既是博大精深、 辉煌灿烂的，也

同样有多方面的复杂面貌，存在相当数量的与科学

发展观不相容的消极因素。 胡锦涛同志指出，“要全

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

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
体现时代性。 ”[2]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传

统文化中的所有因素在徽州文化中都能找到，这其

中，当然也包括某些消极因素。 这些消极因素中的

一些方面，在徽州表现得还相当明显，尤其是在压

迫妇女和封建迷信这两方面表现得相当突出。
中国古代社会是典型的男权社会，父亲和丈夫

是家庭生活的中心， 男性家长居于绝对统治地位，
男尊女卑是社会常态，三从四德成为对妇女的基本

要求，压迫妇女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徽州在宋代以

后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饿死事小， 失节事大”一

类的观念非常流行，对女性贞节的要求达到了非常

苛刻的地步，由此出现的一个现象就是徽州的节烈

妇女人数之多，到了令人惊骇的程度，民国《婺源县

志》共 70 卷，其中《列女传》多达 14 卷。 据建于清光

绪三十一年（1905)的孝贞节烈坊统计，截止至清末，
徽州有记载的节烈妇女竟然多达 65078 人!清代休宁

人赵吉士称徽州“闺阁节烈，一邑当大省之半”，[12]卷 三

绝无夸大。 徽州地方志和谱牒更详细记载了大量的

徽州已婚妇女在夫亡之后或以身殉葬，或终身守节；
未婚处女殉聘夫，或终身不嫁，其艰辛惨烈，实令人

不忍卒读。
明清时期的徽州，对风水宝地的追求也到了痴

迷的地步。 赵吉士曾说：“风水之说，徽人尤重之，其

平时篝争结讼，强半为此。 ”[12]卷 十 一他为了安葬自己

的父母，除了不惜重金求购坟地外，还曾先后请了

20 多位风水师查看点穴。 在这种社会风气下，很多

家族在亲人去世后，往往不立刻入土为安，而是厝

棺于浅土， 想方设法寻找到风水宝地后再进 行安

葬。 由于世事变迁，一些暂时厝基的棺木在长时间

风雨侵袭后，往往会被损毁，甚至有暴骨于外者。 直

至清末、民国年间，此一陋习还非常有影响，成为徽

州社会的沉重负担。 宣统年间，徽州知府刘汝骥所

做的调查中还称：“歙多浮棺，久且暴露。 半惑于堪

舆祸福之说，半为习俗所缚，中人之产，苟遇大故，
棺敛之费仅数十金，而僧道之追荐、冥器冥财之焚

耗、求神散福之食用，往往数倍于此，否则众訾之。
偶有心知其非者，亦震于物议，不敢居薄待其亲之

名。 ”[13]

对于徽州传统文化中存在的上述消极因素，要

以科学发展观加以正确认识。 首先，对存在的问题

必须正视，不能回避、更不能护短。 徽州文化中的这

些消极因素，属于与当代社会不相适应、与现代文

明不相协调的糟粕，必须摒弃，而不能维护。 其次，
对于这些消极因素也要有实事求是的分析。 明清时

期的徽州地狭人稠，为了生计的需要，成年男子往

往大量外出经商谋生，很多人甚至少年时代即外出

经商，所谓“生在徽州，前世不修。 十三四岁，往外一

丢。 ”由于男子大量外出，侍奉老人、抚育子女、经营

田园的重担往往落在妇女肩上， 对妇女贞节的要

求，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家族的稳定。 所以，明清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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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州妇女的节烈风气盛行，与徽商兴起、人口大量

外出有密切关系。 又如，徽州人追求风水，将子孙后

代的发达寄托于祖坟上冒青烟，这当然是没有科学

依据的，也达不到追求的目的。 然而，为了保护祖

坟，徽州人非常重视封山育林、保护水土，现存的文

书和谱牒上可以看到大量的严格规定，这些规定对

于保护徽州生态环境，在客观上是有利的。 今天，固

然不能因为产生这些消极因素有种种客观原因，或

者某些不科学的追求在客观上产生了有利的效果，
就可以无视这些消极因素，对徽州传统文化无原则

地唱赞歌，这样做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不符合科

学发展观的要求，更不利于当前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但可以因此对古人有更多的理解，而避免流

于一味的苛责。

五

徽学是一门新兴学科，它的全面发展，是十一

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改革

开放历史进程中的产物。 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 指

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坚持社

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发

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

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

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

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徽

学研究者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发挥学以致用

的精神，以徽学研究的大发展、大繁荣，为社会主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做出贡献。

注释：
①有关徽学学科性质的探讨，可参见赵懿梅：《徽学:一门新兴

的显学———“徽学的内涵与学科构建”研讨会综述》，《探索

与争鸣》2004 年第 7 期。
②有关徽学理论基础问题的探讨，可参见胡中生：《徽州人口

社会史研究的理论视野和概念创新》，《探索与 争 鸣》2004
年第 8 期； 卞利：《唯物史观与徽学研究的发展》，《合肥学

院学报》2004 年第 3 期。
③据[道光]《徽州府志》卷九进士表的统计，唐代 290 年，徽州

进士总共只有 9 人，平均每年 0.04 人。 五代时期，情况开

始发生改变，杨吴和南唐的 54 年中，徽州总共出现进士 6
人，平均每年 0.11 人，数量已超过唐代。 在南唐保大年间，
歙县人舒雅举进士第一， 成为徽州有史以来的第一个状

元。 这说明，五代时期，徽州的文化教育水平有了明显的提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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