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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摇 要] 摇 对八种《濂溪志》的版本进行整理校注的《濂溪志(八种汇编)》,内容丰富,比较全面的记载了宋元明清四代

人对周敦颐思想的诠释和歌咏,在继承先哲思想、宣传地方名人,推动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意义,也具有地方志修撰的一般意

义。 更重要的是,该书是弘扬濂溪精神的重要载体,启发当代人安道养心以寡欲、安贫廉洁以自律、深怀感恩以爱人,治修礼

法、尚学好贤,对丰富和矫正当代社会人文精神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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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摇 《濂溪志》的版本及主要内容

(一)版本简介

1、鲁承恩版《濂溪志》。 此本目前国内无存。
为“嘉靖庚子严陵鲁承恩同知本府刻冶,编修时间创

始于嘉靖已亥孟冬,续成于嘉靖庚子季秋。 据载,该
本校者为:“同寅渭北赵公儒,乡彦石北朱子衮冶,刊
刻者为周子裔孙五经博士绣麟。 另外得“同官于是

郡者寮属计若干人,生长于是邦者,缙绅韦布之士,
共若干人冶之助。

2、胥从化版《濂溪志》。 此本修订于明朝万历

岁癸已孟秋之望(1593),由时任永州市永明县(今
永州市江永县)知县胥从化编订,由道州儒学署学

正事举人谢贶编校,训导刘报国同校。 此本共十卷,
目前仅存六卷。

3、李桢版《濂溪志》。 此本修订于明朝万历二

十一年冬十月(1593),由时任“赐进士第嘉议大夫、
户部右侍郎、前都察院协理院事、左副都御史、北地

李桢冶刻印,当时李桢正 “镇抚三楚冶。 此本共九

卷全。
4、周沈珂、周之翰版《周元公世系遗芳集》。 周

沈珂、周之翰父子为周子后裔,此本刻印于明朝万历

丙辰仲冬(1616),共五卷全。 此本在《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史部 86》有存,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图书

馆藏的万历刻本。
5、李嵊慈版《宋濂溪周元公先生集》。 由舂陵

拙吏龙城后学航普李嵊慈元颖父纂修,刻印于明朝

天启四年(1624),共十三卷全。
6、吴大镕版《道光元公濂溪周夫子志》。 此本

为康熙二十四年(1685)刻印,凝翠轩藏板,由三韩

知道州事吴大镕、吴重鼎先生主修,同修者为:道州

州判丁士达,号德卿,京口人;儒学学正王遵度,号次

同,齐安人;参订者为:儒学训导石国纶,号颙章,鄂
城人;督刻者为道州吏目张成福,号获社,博陵人;校
正者为:郡入后学,何大晋,号退然;许魁字,介五;同
校者为:何鸣凤,字梧生;陈龙飞,字际五;陈宣,字广

化;何友兰,字芳若;编次者为:常在,字云石。 此本

共 14 卷全。
7、周诰版 《濂溪志》。 此本刻印于道光已亥

(1839)年,爱莲堂藏版。 此本七卷全。
8、周诰版《濂溪遗芳集》。 此本遗芳集作者与

上述《濂溪志》同,刻于道光已亥年(1839),现存二

卷,据底本看,内容不全,有遗失。
9、彭玉麟版《希贤录》。 此本署名为“衡阳后学

彭玉麟谨辑,桐城存之方宗诚、善化麓樵胡传钊分

校,芷江与吾李成谋、益阳燕山丁义方合刊冶。 刻于

光绪九年(1883),共二卷全。
其中《濂溪志(八种汇编)》 (以下简称《濂溪

志》)里面整理的是后面八种。
(二)主要内容

1、历代题咏。 这部分内容最多,从体裁上看,主



要是祭奠诗、文、赋、铭。 从主题上看,主要是:对周

子的祭祀、对周子遗迹的拜谒、在相关地方的交游、
对周子的忆念、阐发周子思想的哲理、与周子的赠

和。 这些诗文的作者大多是湖南、江西的地方官员,
也有一些为数不多的国内官员,还有一些作者是周

子后裔。 从诗文产生的地点来看,有在祠前,墓前,
故居前,书院前,遗迹前。 从产生的类型看,有在祭

祀中,在游览中,在读书中,在思考中。 从诗文的目

的来看,有发挥、传播濂学思想,抒发感慨,也有不少

是希望受到思想上的启发和指导。
2、濂溪祠堂记。 随着周敦颐在思想史上地位的

不断提高、理学思潮的兴盛和统治者关于祠堂制度

的改变等,从南宋开始出现濂溪祠堂,明清时期,对
濂溪祠堂的修缮各地一直都在进行。 濂溪祠堂的地

点主要分布在湖南、江西、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六

地,约 40 处,修建者主要是地方官员。 这些祠堂都

经过多次修建、毁坏、再修缮修建的过程,每次修建、
修缮,基本都有祠记,《濂溪志》是周敦颐可见研究

资料中,保留最为完整的。
3、濂溪书院记。 周敦颐曾在四川合州、广东广

州、江西赣州、湖南省永州、郴州、邵阳任职,期间他

重视教育,兴办学校,留名一方。 随着他在理学史上

地位的提高,据我们统计仅湖南省就有 17 个区县曾

建有濂溪书院,具体永州市有:道县、零陵、永州府、
东安、江永、新田、蓝山、江华、宁远濂溪书院。 郴州

市有:郴州、桂阳、桂东、永兴县濂溪书院。 另有:衡
阳市濂溪书院、邵阳市濂溪书堂、希濂书院、邵阳县

爱莲书院、娄底新化县濂溪书院。 这些书院的修建,
部分有记,《濂溪志》中也有收录,是周子教育思想

回音,也是周子思想传播的渠道之一。
4、诸儒杂论。 这部分主要是节选周子之后,各

理学明贤对周子思想的诠释和阐发,从字数上讲,并
不多,但却非常重要,这是周子思想流传的重要轨

迹。 《濂溪志》中对此有部分收录,应该并不全面。
5、志集序跋。 以各种形式来整理周子的思想,

是宋以后的人一直都在做的。 修撰各种形式的周敦

颐集,其序跋是对修撰的重要说明,也是后人考察其

志集修撰的依据。 目前所见的周子志集序跋主要

是:方琼《濂溪遗芳集序》、黄佐《道源书院集序》、王
会《濂溪集序》、鲁承恩《濂溪志序》、丁懋儒《刻濂溪

周元公集序》、胡直《刻濂溪先生文集序》、林山《刻
濂溪集后跋》、王汝宾《刻濂溪集跋》、宋圭《重刻濂

溪集跋》、侯廷训《道源书院集说》、胡直《刻濂溪先

生文集序》、李桢《刻周先生志序》、吴大镕《濂溪先

生志序》、《濂溪志后序》、李嵊慈《濂溪周元公志序》

和周浩《重修濂溪志跋后》。 这些序跋,体现了《濂
溪志》修撰的历史轨迹,也是考察周子思想兴衰的

依据之一。
6、官方褒崇。 周子思想能在后世影响深远,期

间也有一个高低起伏的过程,在官府提倡褒扬时,地
方上也会兴起对周子的各种宣扬,在官府冷漠不理

时,地方百姓也会杳无声息。 这些官府的褒扬和崇

奉,都是有据可资的,主要体现为皇上的各种册封,
基本完整的保留在《濂溪志》里。

如:宋宁宗嘉定十三年,赐谥曰“元冶;宋理宗淳

祐元年,诏“从祀庙庭冶,寻追封“汝南伯冶;仁宗延祐

六年,加封“道国公冶;明英宗正统元年,诏“修祠墓、
优恤子孙冶;武宗正德元年,崇祀元公于九江书院;
神宗万历二十三年,以元公父谏议大夫辅成从祀启

圣祠;国朝世祖章皇帝顺治元年,祀升先贤周子于阙

里庙庭、天下学宫;顺治十年,议授先贤周子后裔周

莲世袭“五经博士冶奉道州祀,赐御书“学达性天冶匾
额;康熙五十八年,以先贤周子后裔周枚承袭“五经

博士冶等。
7、周子后裔。 主要内容一是官府对周子后裔的

体恤、优待的具体情况,历朝历代的,来自皇上的,地
方官员的,都有政策体现。 二是周子后裔的生平事

迹情况,这部分内容主要体现在彭玉麟版的《希贤

录》中,是了解周子后裔情况的重要资料。

二摇 《濂溪志》修撰的学术价值

以地方志的形式来记录一个人的思想,这对于

周敦颐来说是非常合适的,因为他的著作影响深远,
在地域上的影响遍布全国,各地理学明贤,以及慕名

前来的瞻仰者,均对周子极力颂扬,《濂溪志》中均

对此有收录。 并且,附有周子画像、太极图、濂溪故

里、月岩、祠堂等相关图像,既是志体的特色,也增加

了后人对周敦颐了解的直观感受,是名人志传中不

多见的。 从明代开始,就陆续有人在修撰 《濂溪

志》,目前国内尚无一个比较全面的版本。 鉴于周

敦颐思想的重要性和可资研究的资料的缺乏,我们

历经六年多时间,整理了这部古籍。 这在各个方面,
都很有意义。

(一)记录周敦颐思想流传的轨迹,也是对先哲

思想的继承和传播

“窃计欲正人心,当明道术,欲明道术,当崇真

儒。冶 [1]周敦颐是真儒的典型,周子自己作品在后世

的流传情况,我们可以从《濂溪志》中见到,也可以

在其中清晰地看到各级、各时的文人墨客歌咏周敦

颐的各类诗文,这是周子思想流传的轨迹,也是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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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子思想演变的重要资料。 此外,《濂溪志》中记录

了其他众多人的诗文作品,虽说是围绕周子立意取

象,但也是其本人思想的体现,这些思想也很有价

值,值得我们思索和学习。
(二)宣传地方贤人,推动经济发展

周敦颐在整个中国哲学史上是不可忽视的人

物,在宋明理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当代社

会中,对如此重要的人物的宣传,不仅具有思想史和

文化史等学术意义,更具有推动一方经济发展的意

义。 将地方文化名人与经济发展相结合,以此树立

经济增长点,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一种经济发展方式。
宣扬周敦颐,对于发展道县、永州以至于湖南省的经

济,都很有意义。
(三)为濂溪精神的发扬提供良好的载体

目前国内也有各种周敦颐的研究著作,如梁绍

辉先生的《周敦颐评传》、《太极图说通书义解》,周
忠生先生的《道学宗师周敦颐》,毛宽伟先生的《周
濂溪学说发微》,杨柱才先生的《道学宗主———周敦

颐哲学思想研究》,陈郁夫先生的《周敦颐》、王立新

先生的《理学开山周敦颐》、周建刚先生的《周敦颐

研究著作述要》、彭达池先生的《大家精要周敦颐》,
等。 也有几部周敦颐集,如:梁绍辉、徐荪铭等先生

点校的《周敦颐集》,陈克明先生点校的 《周敦颐

集》,谭松林、尹红整理的《周敦颐集》,湖南省濂溪

学研究所整理的《元公周濂溪先生集》,范立舟的

《周敦颐》,周文英、李才栋主编的《周敦颐全书》等,
都对周敦颐的作品以及后人与之相关的作品进行了

整理。 以上著作,当然都非常有价值。
《濂溪志》不是研究类著作,价值也是在文献资

料上,相对以上周敦颐集一类整理作品来说,《濂溪

志》的资料收集和保存是最全面的,会给研究者提

供很多方便。
(四)具有地方志修撰的一般意义

关于地方志的价值,学界已研究得很深入了,如
社会史资料价值、文化资源价值,如《中国地方志的

史料价值及其利用》 [2]、《试论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

资料价值》 [3]、《浅析地方志资料的社会功能》 [4]、
《地方志文献的特征、价值及开发》 [5] 等,都对地方

志的价值有了较为深入的讨论,我们就不赘述了。
同时,对地方志资料的当代社会价值,如何开发利用

好地方志,也有学者进行了研究,如:《地方志与地

方文化建设》 [6]、《略论地方志资源的开发利用》 [7]、
《论编修地方志与发展旅游事业》 [8] 等。 《濂溪志》
作为地方志的一种,同样具备上述文献资料价值和

当代社会开发利用价值。 不仅对濂溪学研究有文献

资料方面的贡献,而且对于濂溪精神的传播,提供了

比较全面的物质载体。

三摇 《濂溪志》对当代社会人文精神建设的启示

先哲的思想,在历代的不断诠释中,会变得深刻

细致,也是一个系统化的过程。 《濂溪志》中保存了

大量历代围绕周敦颐而作的诗文,其中绝大多数都

从各个侧面,或深或浅的对周子思想进行着诠释。
这些思想值得历代后人继承,“乃有司与诸生或假

设、剽猎,不能究心先生之学,而徒以俎豆事先生,则
不惟无政与教,且先生辱矣。冶 [9] 因为周子光辉的思

想贯通天地,“盖尝窃谓先生之言,其高极乎无极太

极之妙,而其实不离乎日用之间;其幽探乎阴阳五行

造化之赜,而其实不离乎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之

际。冶 [10]可超越时间之限,假如“人心可亡,则先生

之道亦可亡也;天理可灭,则先生之道亦可灭也。 苟

人心天理无容亡灭,则学者修其辞,明其道,百世以

俟圣人可矣。冶 [11]所以,这些深化和细化了的濂溪思

想,对当代社会的人文精神建设,依然很有借鉴和

启发。
(一)安道养心以寡欲

周子在《通书》中明确表明了自己的价值观:
“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 而铢

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冶自己认为贵的,
自然会去趋之;认为富的,自然会去附之;认为不贵

不富的,自己不会为之耗费心神。 在周子看来,道的

充实,是最贵的,身的安定是最富的,有此二者,则时

时都是吉祥安泰的,再也没有什么不满足了。 虚名

和财利,则是非常渺小轻微不必在意的。 对此,朱子

解释说:“内重而外轻,则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

之荣。 有以自安,而不狥乎外物之诱矣。冶已经有认

为最重要的东西,即为道,也心安于此,则不会为外

在世界中的人爵之荣诱惑。
心安于道,并以道养心,方法正如周子在《养心

亭说》中言:“养心不止于寡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

无,无则诚立明通。 诚立,贤也;明通,圣也。 是圣贤

非性生,必养心而至之。冶人若能如此,则“善学先生

者,自当有恬淡真味。冶 [12]这种恬淡正是欲寡的外在

体现,这种真味,正是内在道充的状态。
当代社会中不择手段、不计后果去追逐名利的

现象层出不穷,如果大家能够稍如周子所言以道充

身安为贵,看轻轩冕金玉,许多危害人们身心健康的

事情都会避免。 若能抽空阅读和思考周子之思想,
“读先生之书赋,求先生之心真,积力久,希圣希贤,
必有得颜子之所乐者矣。冶 [13] “能日究先生阴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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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之旨归,缅想先生光风霁月之气象,优游汲咏,溯
流寻源,于以明乎天地之所以覆载,万物之所以并

育,圣贤之所以为圣贤,愚不肖之所以为愚不肖,与
夫幽明之故,死生之说,鬼神之情状,无一不了然于

胸中,则卓然不为异端之所惑。 夫然后,知所以诵法

孔子以修其身,而推以及人者,为有本。冶 [14] 依本行

事,人人“求之先生之言而有悟,质之六经孔孟,无
弗合焉。 不外人伦日用,而通乎性与天道,不落言语

文字而非遗脱世事,不必求诸外物,而在我无所不

有。冶 [15]贵的东西就在个人的心里,只需要发现并遵

循它就行,不必向外费力扩张。 人已经有能够自在

满足之本,对外在的不合理欲望就会降低。 安于道,
不仅会让个人思想境界提升,个人思想的发展富足,
体现出来,即是整个社会的有理、有道、有所本,有
序、有度、有所求。

(二)安贫廉洁以自律

《年谱》中载周子“尝得疾,更一日夜始苏,友人

潘兴嗣视其家,服御之物,止一敝箧,钱不满百。冶在
宦邸,一日暴死,一定是无所准备的,而有人检敝箧,
竟无百钱,倘死,即藁葬,这对于一个在当地有一定

官职的人来说,在每一个朝代都是不可想象的。 因

此周子无出行之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先生素贫,
初入京师,鬻其产以行,止存十余亩。冶 [16] 自身如此

之贫,其后裔也承继先祖遗风,一贫如故,“环祠之

左右而居者,先生之子若孙,茹苦食贫,犹有赋拙之

遗风焉。冶 [17]

对于先生之贫的原因探讨,有人认为:“或者谓

先生贫不能归,非知先生者也。 先生雅志林壑,不为

世故所窘束。冶 “贫,固先生所素安也。冶 [18] 有所寄,
对于这些世故所誉之虚名蝇利,自然不会为之动容。
先生心所寄之处,前已述明,在道而已。 道之“理明

则见真力定,富贵、贫贱、生死,举不足以动其中,何
异端之能惑哉?冶 [19] 《通书》中云:“夫富贵,人所爱

也。 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 天地间

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

耳。冶“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贵

贫贱处之一也。冶天地间之至贵即为道,至贵之道是

先生至爱,已经有了至爱,且这个至爱亦正是天地间

的至贵,这至爱就是他心中最大、最重、最让他心里

安泰的,心里再无不足。 一个心里满满充溢着至爱

的人,自己就是一个自足的圆满世界,快乐安心,恬
然闲适,心里再也装不下其他无谓的事物,所以对于

外在世界中的事物也就不会有太多欲求,更何况外

在世界中的名利在他看来本来就是可以忽视的

渺小。

目前社会中多数人对金钱名利趋之若鹜,拜金

主义极端盛行,这带来了许许多多的社会问题。 在

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要有所改善,最重要的是个人自

身的发展和改变,《通书》中云:“治天下有本,身之

谓也。冶“是治天下观于家,治家观身而已矣。 身端,
心诚之谓也。 诚心,复其不善之动而已矣。冶个人的

改变必将带来社会的改变,个人身端,整个社会风气

必然端正。 而唯有心安于道,立其诚,身才能端。 心

安于道的人,必能身安于贫,明代李桢就提出:“今
之士有能清修励节,至不以死生贫窭动心如先生者

乎?冶 [1]若是今人能留心于道,大道重名利轻,自然

分明,人人以此自律,社会的许多问题都会自行

消失。
(三)深怀感恩以爱人

《年谱》中记载,郴州守李初平知周子贤,荐之。
待初平卒,其子尚幼,先生曰:“吾事也。冶遂护丧归,
往来经理其家,始终不懈。 这件事对后人极有启发

意义,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一直都是我们传统文化

中为人称道的,更何况这种知遇之恩,周子不仅一生

铭记不忘,而且在恩人去世后,还将这种感恩延及其

后人,这种宽厚的感激,真诚的谢意,无人不因之

动容。
而“今之士有能义不背恩始终如先生者乎?冶 [1]

现代社会诚信缺失已不是什么新闻了,以至于老人

倒地该不该扶这样一个在以前看来有毋庸置疑的答

案的问题,现在几乎人人都在审慎而行。 这细思一

下真是会让人感到无比凉薄和悲哀。 我们相信,人
人都喜欢深怀感恩的人,都希望别人记住自己的付

出,以待己之心待人,以恕己之心恕人,忘记人的恶,
记住人的好,推己及人,这个目标是可以实现的,目
前社会中无数的不诚信矛盾也会逐渐消逝的。

(四)治修礼法的法制精神

周敦颐非常重视法制治理,曾任分宁簿,“时有

狱,久不决,先生一讯立辨。冶 长久不决之狱,先生至

即立处,并且能处理得宜,受到各方赞赏。 后调任合

州判官、广南东路转运判官、提点广南东路刑狱,都
与法治有关,且都有事迹流传。 司南安,狱有囚,法
不当死,转运使王逵苛治之,先生力争,不得,投手板

去,曰:“如此,尚可仕乎!冶这种依法刚正不阿的风

度,至今让人怀想仰慕,钦佩不已。 不仅实践中如

此,他在《通书》中明确表示:“古者圣王制礼法,修
教化,三纲正,九畴叙,百姓太和,万物咸若。冶这是

他对礼法治国的肯定和支持。
依法治理,是确保公平公正的最重要途径。 在

确保人人平等的道路上,人类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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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但距离真正的人人平等,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只

有真正地在各个方面,社会能够在制度上在实际中

保证人人平等,才会避免许多社会隐患和危险事件

的发生。 先生能够凛然刚正的原因,大概是因为

“然庭前之草,生意我同;水中之莲,净植我似。 既

无一物非我,则居官之际,岂肯以人命轻用国法? 又

岂肯上下其手,以奉上官喜怒? 居是宫也,礼是祠

也,必尽心焉,以广天地好生之大德,则往哲之风可

绍冶 [20]。 自然会消灭当今社会的诸多相关问题。 当

然,这其中不仅是法制本身重要,执法人也极其重

要,“今之士, 有能持三尺法, 不依阿如先生者

乎?冶 [1]“为部使者,旦而瞻是祠,退阅未决之狱,必
思夫子之以刚得中,以动而明,敢不敬?冶 [21] 执法者

能如“夫子辨分宁不决之狱,争南安非辜之囚,所至

务以洗冤泽物为己任冶 [21],则真是生民之幸,国家

之幸。
(五)尚学好贤的教育精神

周子重视教育,这在学界是没有任何异议的。
教育至少包括育人和自我教育,在育人实践上,每到

一处即修学教人,“移郴州郴县令,至县,首修学校

以教人冶,并为李初平一人单独讲学,在邵阳时,亲
自择地东南,新修学校。 在南安时,收授有二程这样

重要出色的学生,人以群分,同气相求,先生“莅分

宁,被台檄摄袁州卢溪镇市征局,袁之进士来讲学于

公斋者甚众冶 [16],正是如此。
理论上,在《通书》中,先生认为:“人之生,不幸

不闻过,大不幸无耻。冶朱子解释道:“知耻是由内心

以生,闻过是得之于外人,须知耻方能闻过而改,故
耻为重。冶以无知愚昧为耻的人,必然会设法学习,
设法闻过,设法提高自己,这是周子对自我教育的态

度,他也认为圣人可学而至,办法是“一为要。 一

者,无欲也。 无欲,则静虚动直。 静虚则明,明则通;
动直则公,公则溥。 明通公溥,庶矣乎!冶

我们现在游览周子遗迹,“盖重其地,则先生

尊,先生尊而先生之教益尊。冶 [22] 提倡周子之学,再
读“先生之书,烂如日星,家藏而人诵之,岂无见先

生之心而兴起者邪?冶 [23]要体会周子先贤的光辉,在
重视育人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学会自我教育,这才

是陪伴一个人一生的长久发展之计,一个不断自我

教育自我进步的人,是力量无穷的。
(六)体恤爱民的为官之道

周子爱民,贯穿在他一生中。 在端州,“知端州

者杜谘,采端溪砚石专利,百姓咨怨,号曰 ‘杜万

石爷。 先生恶之为,请敕定禁令:凡仕端者,取砚石

毋得过二枚。 贪风顿息……虽荒崖绝岛,瘴疠之乡

皆必缓视徐按,不惮劳瘁。 故得罪者俱无憾。 “ [16]

看到危害百姓的恶行,能够勇敢抵制并解决,是廉洁

治贪,更是视民如伤。 “至于详刑广东,则仁流益远

矣。 天以春生万物,止之以秋,圣人法天以政,养万

民,肃之以刑。 此夫子之秋肃,夫子之春生也。 深溪

万仞,民死于石,为之减砚而著令。 黄茅张空,民死

于瘴,为之缓辔而徐行。 乡人候吏,惟恐奔走马蹄旗

脚之或后,而黠胥恶少,则凛凛然如快刀健斧之将

加。 仁之充广,形著如是夫。冶 [21] 在广东的治理,根
据仅有文献的记载,简直可称得上是一流好官了。
既有爱民如子,又有刑法辅佐,整个地区就是一副官

民互爱的典范,周子为民,日夜担忧,遇恶,横眉冷

对,对好的人好,对坏的人坏,这真是民对官的最高

期待了,周子实现了。 只有爱民,民在心里,才会为

民着想,才会想去确保公平公正,才会依法治理,以
合天地之道,

现在我们的官员,若有可能“瞻是祠,退决非辜

之囚,必思夫子之中正明达,烛及微暧,敢不敬?冶 [21]

“退而心行乎一路之间,必思夫子不惮出入之勤,虽
荒崖绝岛,而念虑不可不到也,敢不敬?冶 [21] 自然会

是很尊敬,以此先哲高尚言行为目标引导我们的行

为,如周子般,对天地生民心存大爱,必然会是群众

心中流芳百世为民做主的好官员。

综上所述,“凡读濂溪先生书,仰其人,当思踵

其迹;诵其言,当思践其行。 穷则身体先生所谓学颜

子之学;达则力行先生所谓志伊尹之志。 相与勉之,
何患圣贤之道不明、不行也哉。冶 [24]现在提倡濂溪精

神,发扬周子思想中跨越时间的精华,对于丰富、矫
正当代社会人文精神,颇有意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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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cademic Value and Inspiration from Checking and Annotating “Lianxi Zhi冶

WANG Wan鄄xia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China)

Abstract:摇 “Collection of Lianxi Zhi冶 is the systematically check and annotation of eight versions of Lianxi Zhi which are com鄄
prehensive records of people蒺s interpretation and songs of praises about Dunyi Zhou蒺s thoughts in Song,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y.
It has enormous implications in the carry鄄on of ancient philosopher蒺s thoughts, propagandizing local celebrity, and promoting the devel鄄
opment of local economy, and it is also meaningful in checking and annotating local chronicles. Most importantly, this book can serve
as the very basic medium in carrying forward the spirit of Lianxi, and enlightening people to set one蒺s heart at Tao, set one蒺s heart at
poor, so that people could control desire, and know thankfulness to love other people and the world, and know the law and courtesy,
advocate learning and adore oracle, which is valuable to rich and adjust the humanism spirit of the society.

Key words:摇 The compilation of Lianxizhi that annotation 8 versions;摇 Lore of lianxi;摇 Zhoudunyi;摇 set one蒺s heart at poor
tolve Tao;摇 control desire;摇 law and courtesy;摇 adore oracle;摇 Yongzh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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