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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人

马学庆，本科学历，现任宁陵县史志办主任，宁陵县
商务局党委书记、局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员、中
国范仲淹研究会理事、郑州大学穆青研究中心研究员、
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会员、河南
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商丘市优秀青年科技专家、
宁陵县政协常委、宁陵县专业技术拔尖人才。先后在
国家、省、市级媒体发表论文、文学等各类文章千余
篇，著作有《范仲淹与商丘》《寻踪梁园》《古宋七子》

《殷宋五泽》《一岭十八岗》《大明名贤吕坤》《宁陵通
史》《厚重宁陵》《古葛探源》《己吾考略》《老坚决》《马
学庆文集》等十余部。

开启宋学新思潮

【阅读提示】

◆“历史上的繁星”系列之一百八十二

■京九晚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贾若晨

范仲淹塑像
何为宋学

在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历史长河中，出
现过三座巍巍高峰：一为先秦诸子百家，二
是宋学的兴盛，三乃清末民初的大师辈出。

宋学，一般指称宋代的儒家学术，其又
称理学、道学、新儒学。宋学是在融合佛道
思想精粹的基础上，以儒家伦理、礼法为核
心，区别于汉唐时期以章句、训话、文字、
音韵、典章、名物等为研究对象，而对义理
不太重视的儒学，故而被称为新儒学。

宋学是与汉学不同的一种研治经学的方
法，旨在以阐发儒家经典所蕴含的义理为
主。宋学最早以中晚唐时期的儒学复兴为先
导，以李翱、韩愈开创的将儒学思想由外转
而向内，并且援佛道以证儒理，后来经过两
宋理学家的不断探索研究、多方共同努力创
建而成的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最为完备、最为
精致的理论体系。

宋学这一思想体系以“理”作为宇宙最
高本体，以“理”为哲学思辨结构的最高范
畴，故被称为理学。宋学是汉学的对立物，
形成与汉学迥然不同的新思路、新方法和新
学风，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宋学博大
精深，涵蕴广大，学派众多。到了清代，由
于考据学的大兴，大部分清儒又推尊汉儒，
对宋代理学家空疏解经的弊病进行了肆意攻
击并将其称之为“宋学”，以示与汉唐时期
学术主流的区别。

宋学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第
一个是酝酿阶段，在宋真宗咸平二年至宋仁
宗天圣元年以前；第二个是开创阶段，在宋
天圣元年至庆历三年间，代表人物有范仲
淹、胡瑗、孙复、石介、欧阳修等；第三个
是发展繁荣阶段，始自“庆历新政”，至宋
神宗元丰八年结束，主要代表人物有王安
石、司马光、张载、“二程”、“三苏”等；
第四个是演变阶段，在宋哲宗元祐元年至宋
孝宗淳熙十六年间，这期间宋学走向沉寂，
由宋学派生出来的道学趋于兴盛。

作为“宋学开山”、士林领袖，范仲淹对宋学具有
当之无愧的倡导开创之功，其影响可谓深远。范仲淹
推动宋学勃兴，始自应天书院。他在掌教应天书院之
际，就对开启宋学新思潮的兴起，奠定宋代学术基础
和开一代士风、学风方面，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
用，作出了重大贡献。本期，马学庆重点关注范仲淹
推动宋学这一新儒学复兴的前前后后。

开启儒学复兴

宋学的兴起与教育有着密切关联，书院教育可以视为
培养宋学的温床。范仲淹在应天书院掌教，正是北宋前期

宋学开创之功

我们现在说范仲淹为“宋学开山”，但是在历史上，范
仲淹这个宋学开创者的地位一直没有被确认。

《宋元学案》所载将安定先生胡瑗，以及泰山孙复、徂
徕石介学案列为全书卷首，而以范仲淹的《高平学案》次
之。这是将胡瑗、孙复、石介视为宋学之始的处理，其深
受“二程”、朱熹的影响。黄百家《泰山学案》的案引中引
黄宗羲所言：“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
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
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全祖望在卷首《序录》
这样说明这个案序言的理由：“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
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于是，范仲淹于宋学
的开创者地位始终被“宋初三先生”所掩，甚至在20世纪
也没有得到学者的重视。

如果我们抛开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的编序，
以新的视角看待问题，会发现，无论庆历学术兴起，还是

“宋初三先生”的讲学，无不与范仲淹有关系。“宋初三先
生”，论年龄晚于范仲淹；论学识，石介为“高平门人”，
安定、泰山虽名列“高平讲友”，但都是为范仲淹所识拔的
后学。

如果按照后来清道光十四年优贡王梓材在《宋元学案
补遗》中所指，宋初儒学的脉络，不是由胡瑗、孙复、石
介三先生并睢阳戚氏发轫，而范仲淹次之，而应是睢阳戚
氏、范仲淹、“宋初三先生”。范仲淹为北宋前期儒学复兴
的中心人物确然无疑。如以胡瑗、孙复、石介三先生为宋
学之先河，那么范仲淹实为宋学先河之先驱。从事实上
看，范仲淹正是以一个先驱者的地位和角色，通过掌教应
天书院、识拔后学与奏请天下州县皆立学校，领袖群伦，
推动了北宋前期的儒学复兴运动。

儒学复兴的开始。钱穆曾经将“宋学精
神”归纳为“创通经义”和“革新政令”两个
方面，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

范仲淹以应天书院掌教为始，及其
后庆历兴学、创通经术、书院讲学、办
教育才、改变士风、陶铸人才，为宋学
开端引绪，引领群伦，开拓了学术的新
天地。而他在应天书院期间，推动未学
新思潮、复兴儒学的活动尤为重要。

在应天书院掌教这一时期，范仲淹
倡导重教，兴儒学安邦定国。他在《上
执政书》中提出，大力发展教育，以儒
家经典教学，彻底改善预备官员的素
质，并提出主要措施，比如：重视“策
论”和“明经”，选拔有真才实学的人为
官，“深思治本，渐隆古道”，兴科举，
等等。这些复兴儒学切实可行的措施，
此后在“庆历新政”中都得到了实施。

“庆历新政”中的州县兴学，奠定了我国
900余年的地方教育体系基础。庆历兴学
是宋代学校的启蒙，范仲淹是兴学的倡
导者。教育发达，书院昌盛，不仅是复
兴儒学的直接实践，又有益于学术思想
的创新。门派各异的宋学“百家争鸣”，
进一步推动了宋学的发展。

范仲淹在应天学院时主张治经世致
用之学，其主张以 《诗》《书》《礼》
《乐》《易》《春秋》作为主要教材，培养
能通达儒家、经邦治国之术的有从政能
力的人才。他本身不作心性之空谈，倡
治学致用之说，更为儒学注入了新生命。

这一时期，范仲淹执教育才，还为
宋学勃兴打下了基础。比如，范仲淹一
再向朝廷推荐胡瑗。在庆历四年，1044
年，建太学时，范仲淹又推荐取胡瑗的

“苏湖教学法”，著为“太学令”。可以
说，胡瑗的教育思想和实践能推行于全
国，离不开范仲淹的推荐之功。也可以
说“宋初三先生”的兴教之根在范仲淹
执教的应天书院。这充分说明，范仲淹
对宋学之兴起有很大的贡献。

范仲淹还注重革故鼎新，以精神引
领士风。范仲淹是宋学初期把兴学育才
和振兴宋朝革新政治的现实需要相结合
的首位政治家。在丁忧期间，他冒着获
罪的风险“逾越典礼”，冒哀上宰相书，
并在 《上执政书》 提出具体“革新政
令”的思想，为国家安危弹精竭虑。士
大夫勇于负责、敢于担当的“以天下为
已任”的精神在他身上首先体现出来。

宋朝士大大逐渐接受范仲淹的这种
精神，并不断发扬光大。政治上，他们
不断掀起变革创新的思潮，并付诸实
践；学术上，则以此精神为动力破旧立
新，积极构建新的理论。著名思想家劳
思光也高度评价了宋代士大夫这种积极
负责的精神：“此种心态投射于学术思想
一面，遂使宋代学术特种创建，对于道
德文化之规范，礼乐刑政之措施，无不
欲作积极性之努力，其立言行事，固常
以既有之文化成绩为基础，但其治学之
基本梢神，则是欲在此种基础上作积极
之建立，非步趋墨守一类态度。此是宋
代学风特色之一。”朱熹称颂范仲淹说：

“至范文正公方厉廉耻，振作士气。”《宋
史》称：“一时士大夫厉尚风节，自仲淹
倡之。”

范仲淹在掌教应天书院期间，对宋
代儒学复兴的开拓地位是不容否定的。
他倡导重教，兴儒学安邦定国；创通经
书，治经世致用之学；执教育才，对宋
学勃兴奠基；革故鼎新，以精神引领士
风，开启了宋学兴盛的新思潮，功不可
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