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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福建考察期间，来到武夷山九

曲溪畔的朱熹园，了解朱熹生平

及理学研究等情况。朱子学说由

此再令世人关注。

作为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

朱熹被称为孔孟以来儒学的集大

成者。他所创立的学说，被称为

“朱子学”，是孔子儒学的发展，也

丰富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

1999 年，武夷山被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时，一项重要评定依据就是，

它是朱子理学的“摇篮”。武夷山

也留下了朱熹一生讲学、著书立

说的许多足迹。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

一，“朱子学”曾经传播到东西方

许多国家，对当地都产生了不同

程度的影响，可以说，它是具有世

界影响的思想学说。

走向世界的“朱子学”
“朱子学”这一术语，曾被认为

由日本学者发明。但有中国学者用

大量史籍证明，这一词语最早的出

处，应当是南宋理宗时期（1241—

1252），江西上饶郡守韩补在城门

外旧尉司衙的门庭立柱上写的一

副对联：“四海共宗朱子学，万山环

绕紫阳祠”。元朝以后，“朱子学”成

为儒者思想认同的符号。

“朱子学”向海外传播，最早

从中国的邻邦开始。

南宋宁宗嘉定四年 (1211年)，

来中国参禅学法的日本僧人俊艿

携带中国书籍 2103卷回国，其中

就有不少朱熹著作。一些学者认

为，这是“朱子学”传入日本之始。

但对于当时的日本学者来

说，禅宗和神道是思想的主流，

“朱子学”是因其有助于参禅，而

被许多来中国学法的僧人们兼

修。直到江户幕府时代，经过藤原

惺窝(1561—1619)和他的弟子林

罗山的努力，“朱子学”才摆脱了

禅学，开始独立发展，此后还成为

江户时期的官学。

与日本相比，“朱子学”在朝

鲜半岛的传播，与中国移民关系

更大。南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

年)，朱熹的曾孙朱潜携子女和七

位门人东渡，在高丽全罗道建书

院讲学，成为朝鲜半岛“朱子学”

传播的始祖。此后，“朱子学”逐渐

被以佛教立国的高丽王朝统治者

所接受。

继高丽王朝之后的李氏朝

鲜，更是以“朱子学”为建国理念，

“朱子学”也成为李氏朝鲜的官

学。被称为“朝鲜之朱子”的李滉

还创立了独具特色的退溪学。即

便到今天，韩国也还有成均馆大

学这个崇拜孔子和朱熹的最高学

府，许多大学也都开设有儒学相

关的课程。

此外，“朱子学”在越南的传

播，也是从南宋理宗时期开始。后

黎朝(1428—1789)时期，“朱子学”

一度取得独尊地位，成为社会正

统思想。

与东亚相比，西方对“朱子

学”的了解，要晚至 16 世纪。随着

基督教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

西方人开始通过他们的媒介了解

东方的儒学，“朱子学”也由此走

入西方视野。

有学者认为，以魁奈为代表

的法国重农学派，就受到朱熹思

想的影响。据说，魁奈的一个弟子

认为，魁奈在 1758 年出版的《经

济表》就是继承朱熹思想的。法国

启蒙思想家伏尔泰也曾盛赞朱熹

理学是“理想宗教”的楷模。

“东亚普遍知识形态”
尽管“朱子学”在世界范围内

都有回响，但其最初也最为集中的

回响在东亚。可以说，在“朱子学”

活跃的时代，它曾是东亚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在这里，它不是知识

人摆在书斋里供奉的偶像，而是渗

透到知识人日常生活中的实践。

日本学者吾妻重二曾指出，

朱熹学说之所以在东亚被广泛接

受，与其核心主张———“理”有着

很重要的关系。“理”是所有人生

来都具备的东西(用朱熹的话说，

“人、物之生，必禀此理”)，由此所

有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性。“朱

子学”也由此建构起一个谁都能

学习、谁都能接受的结构。

“朱子学”在东亚的广泛传

播，也跟朱熹主张的教育体

系———书院有很大关系。朱熹一

生致力于书院教育，复兴白鹿洞

书院，并为其撰写《白鹿洞书院学

规》，被后来中国、朝鲜半岛以及

日本许多书院院规所效仿。

在朝鲜半岛，“朱子学”的传

播和书院关系密切，有学者统计，

朝鲜奉祀朱熹的书院有 25 所，占

整个奉祀中国先贤的书院的

43.8%。而在日本，面向庶民的乡

学、寺子屋的大量出现，也是得益

于“朱子学”的传播。

“礼”是儒家的核心概念之

一，也是儒家思想实践层面的体

现。朱熹一生十分注重整理传统

儒家的礼学，最著名的就是后世

流传的《朱子家礼》。

可以说，在礼仪层面上，“朱

子学”影响着那个时期东亚人生

活的许多方面。

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事实，

吾妻重二将朱子学称为“东亚普

遍知识形态”，另一位日本学者岛

田虔次则将其成立称为“东亚世

界史性事件”。

东方文明与现代化
尽管东亚各国对于“朱子学”

的传承各有侧重，但都曾一度遵

奉朱熹重新阐释过的儒家思想，

将其渗透到教育、政治等各个领

域，渗透到日常生活的许多方面。

“朱子学”所蕴涵的强调“格

物致知”的理智精神，强调将天下

万物的道理弄明白的“穷理”思

想，强调人伦的伦理道德理念，强

调“国以民为本”的民本政治思

想，曾经对东亚思想产生过重要

影响。而他整理的儒家礼制，也曾

影响了东亚文明中不少人的日常

生活形态。

从这意义上可以说，“朱子

学”在东亚的传播，曾经对东方文

明独立发展的路径有巨大贡献。

而在西方，“朱子学”也曾一

度在启蒙时代大放异彩，启发了

不少启蒙时代思想家。其中最著

名的莫过于德国哲学家和自然科

学家莱布尼茨。

莱布尼茨从 21 岁开始研究

中国，他也是最早对朱熹思想要

旨作出评论的德国学者。他认为

中国文化、朱熹的自然哲学和人

文哲学都充满着理性；自然是合

乎理性的，社会也应是合乎理性

的；尊崇理性，是中国哲学家特有

的珍贵品格。

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

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思想史》

中，专门讨论了朱熹的科学思想。

朱熹的思想主张“格物致知”，就

是透彻地研究事物的规律从而获

取知识。

今天的中国正走在现代化的

道路上。与西方文明建立在 300

多年的殖民体系上的现代化不

同，中国的现代化，以民族复兴为

内涵。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民生活

幸福安康，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都诠释着中国式现

代化的理念。从这些理念中，我们

可以看到“天人合一”“民为邦本”

“大同”等中国传统思想的身影。

而回顾中西文明交流史，我们也

可以从中看出，这些思想也曾经

对西方思想家产生过很大影响。

（中国新闻社）

每逢佳节情思倍浓，身在海

外的华侨华人感触尤深。今日清

明，疫情下海外华侨华人们缅怀

故人的方式与往年不同，虽然不

能返乡祭祖，但他们通过“云祭

扫”、“代祭扫”、“居家祭奠”等方

式寄托哀思。

换种方式缅怀先人
为逝去的亲人点一盏香烛，

向家的方向撒一抔黄土，给孩子

讲述先人的故事……清明节当

天，瑞士苏黎世中国传统文化协

会会长陆金莲在家中用这样的方

式追忆先人。虽然已经旅居瑞士

多年，清明祭祖依然是陆金莲一

家人每年重要的家庭活动。

“行之愈远，乡情愈浓。往年

我们一家人会去瑞士佛光山祭

拜，今年因为疫情选择在家中祭

奠故人。”陆金莲接受记者连线采

访时说，清明祭祖是我们一家人

寄托对故去亲人思念、对故乡怀

恋的一种方式。

陆金莲介绍，生活在瑞士的

华侨华人大多仍保留着祭扫的习

俗，他们会在清明节带着孩子去

扫墓献花，或在教堂里为故去的

亲人祈祷，又或者登高遥望，请浮

云给故乡坟头上的嫩芽带去游子

的哀思。

阿根廷侨胞刘芳勇在清明节

前与在国内的父母通话，委托他

们去家乡的先祖墓前祭扫。“往年

清明节我都会抽空回国，专程回

乡下祭拜先人，今年因疫情不能

回国，只能让父母代为前往。”刘

芳勇说。

刘芳勇说，阿根廷的华侨华

人很重视传统节日，没有条件回

国的只能委托家中亲人按照乡下

习俗帮忙祭拜祖先。“还有一些侨

胞的亲属埋葬在阿根廷，他们会

在清明去墓园拜祭，献上一束鲜

花，还有些华人会在自家阳台上

烧些纸钱缅怀亲人。”

严格遵循防疫规定
在马来西亚，为了防范疫情

政府制定了严格的清明祭扫规

定，包括在义山扫墓的时间需控

制在 90 分钟以内、每个家庭不得

超过 6 人扫墓等。马来西亚华人

严格遵守规定，扫墓程序一切从

简，但祭祖的诚心依然不变。

家住马来西亚霹雳州实兆远

的华人周邦建，在清明节前夕就

前往霹雳州曼绒古田墓园扫墓。

他说，今年只有他与太太两人前

往，祭品的种类也有所简化，到达

墓园即开始清理墓地、摆设食物

及祭品，速速完成祭拜。“理解限

制扫墓人数的措施是为了防疫，

因此愿意遵守，完成扫墓的目的

就好。”

为让公众更全面了解华人清

明节的习俗和文化，新加坡华族

文化中心近日推出一系列线上活

动，介绍清明节起源、华人祭祖习

俗等。

虽然政府推出严格的祭祖防

疫规定，包括大家族同组扫墓时，

每个家庭最多派两人参与，每组

限八人等。华侨华人在遵循防疫

规定的前提下前往新加坡各公共

骨灰安置所和蔡厝港坟场扫墓。

在法国北部加莱省省会阿拉

斯市，法国侨胞和当地政要在清

明节前夕来到一战华工纪念碑前

举行纪念活动。

“他们不会像我们一样老去，

因为他们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在纪念活动中，中法友人们共同宣

读一战华工缅怀辞，并为新设的一

块华工事迹的牌匾揭幕，牌匾用中

英法三国语言介绍了华工为第一

次世界大战胜利做出的贡献。

祭祀在“云端”
西班牙巴塞罗那青田同乡会

会长周建虹则通过海外浙籍乡亲

清明网上祭奠平台“云祭祀”，通

过云献花、云上香、云点烛、写留

言等方式，抒发对逝去亲人的思

念。

在周建虹看来，这种“云祭

祀”的方式满足广大海外侨胞表

达思念的需求，方便大家随时随

地祭奠先人，绿色环保又不受时

间、空间限制。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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