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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鸡文理学院“横渠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张波 ：

横渠书院开园推动了陕西文化的发展
本报记者 麻雪

宝鸡文理学院政法学院教授王世荣 ：

张载文化对教育发展意义重大
本报记者  麻雪

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艺评论家孙新峰 ：

敬仰横渠先生传承张载文化
本报记者 麻雪

孙新峰是一位文艺评论

家，几十年来从事文学研究。在

孙新峰看来，张载是一位思想

家、哲学家、教育家，不仅受到

哲学研究者的推崇，也受到文

艺文学研究者的敬仰。

“张载在我心中是一位真

正的中国大先生，对我们文学

研究工作者的影响也很大。”孙

新峰说，“每一年，我都会和众

多做文艺评论的人，以及文朋

诗友，一起去眉县拜谒张载祠，

到迷狐岭为张载先生扫墓，从

不例外。”

孙新峰介绍，张载先生的

学说与宝鸡文理学院也渊源

颇深，宝鸡文理学院高新校区

有两栋教学楼，其中一栋就是

“立心楼”，这个名字取自张载

“四为句”，学校里还有“四为

园”等，这么多年，学校一直在

自觉地传承、传播张载的思想

和文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

宝鸡文理学院 2019 年设立了

‘横渠学者’这样一个人才岗

位，首批入选 48 位老师，其中

有 47 位博士。作为宝鸡地区唯

一一所本科高校，这也是我们

突出地方文化特色的一个表

现。”孙新峰说。

听到眉县新建的横渠书院

开园，孙新峰感到非常高兴。他

认为，张载作为历史文化名人，

不仅是眉县的、宝鸡的，更是陕

西的、中国的。宝鸡从此多了一

个新的文化地标，对于宝鸡文

理学院的师生来说，更多了一

个可以去研学的文化胜地！ 

宝鸡文理学院语文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王渭清 ：

把张载文化融入青少年教育
本报记者 麻雪

张载第 29 代世孙张勇刚 ：

把四为思想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张晓燕

12 月 13 日，在横渠书院

开园仪式结束后，记者见到了

张载第29代世孙张勇刚，他说：

“今天在我的家乡眉县举行纪

念先祖张载诞辰 1000 周年学

术研讨会及横渠书院开园仪

式，作为张载后裔，我的心情无

比激动和高兴。看着刚建成的

气势磅礴的横渠书院，我想全

国62万张载后裔都欣喜万分。”

目前，认祖归宗的张载后

裔分布在全国 15 个省，共有

24 支宗亲会。其中江苏省后裔

人数最多，有 6 万余人，其次是

福建、河南和湖北，各有后裔

3 万余人。此次纪念张载诞辰

1000 周年活动，各地的宗亲会

都表达了想参加的意愿，但由

于疫情影响，此次参加活动的

只有陕西境内的眉县、凤翔和

商州宗亲会个别代表。

张勇刚说，先祖张载是我

国北宋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

教育家，是宋明理学的奠基者

和代表人物、关学的创始人。关

学文化经世致用，千年不衰。

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的思想至

今在国内外被广泛推崇。先祖

的《正蒙》《东铭》《西铭》和“四

为”“六有”“十戒”不仅被所有

关学爱好者研习，也是所有后

裔言传身教、勤俭持家的家规

家训。此次学术研讨会的召开

和横渠书院的开园，一定能更

好地把先祖的思想文化传承下

去并弘扬开来。           

编者按 ：

12 月 13 日，在关学创始人张载诞辰 1000 周年

之际，新修建的横渠书院正式开园。张载的关学思想在

中华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世界哲学史上也有深

远影响。我们为什么要追念张载？如何挖掘张载文化

的时代价值？日前，我市张载后裔及相关学者各抒己

见，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12 月 12 日，记者在宝

鸡文理学院见到了张波教

授，身为宝鸡文理学院“横渠

书院”常务副院长、张载文化

研究的专家学者，张波认为，

张载及关学文化成为地域学

派全国化的典范。

宝鸡文理学院在 2011

年就成立了宝鸡文理学院

“横渠书院”。张波介绍说，宝

鸡文理学院“横渠书院”主要

承担三方面工作：在全校推

广关学文化，向大学生普及

关学文化；举办“横渠讲坛”，

邀请国内外学者前来讲学；

为学校乃至为宝鸡的文化建

设建言献策，比如，设立了具

有关学特色的“四为园”、建

设了张载像、将一栋教学楼

命名为“立心楼”等。

张波介绍，张载出生于

长安，祖籍大梁，也就是今天

的河南开封。可以说张载是

陕西的外来户，历史就是这

么有趣，一个河南人落户到

宝鸡，成为宝鸡文化乃至陕

西文化的品牌之一。张载的

思想文化是他一生的最大贡

献，在其代表著作《正蒙》的

《太和篇》中提出：“由太虚，

有天之名；由气化，有道之

名；合虚与气，有性之名；合

性与知觉，有心之名。”其中

的“天”“道”“性”“心”四大基

本概念，构成了张载理学思

想的纲领，展现了张载毕生

追求的天人之学的面貌，不

仅深刻影响了宋明理学的格

局和走向，也范导着陕西地

域文化乃至中华传统文化的

发展，成为地域学派全国化

的典范。 

张波还谈道：“我本人

参与了眉县横渠书院前期的

一些论证和明诚堂的布展。

从我个人的体会来看，首先，

横渠书院的价值与意义，不

能局限于宝鸡，必须提高到

全球化背景和国家文化战略

的高度。21 世纪的中国如何

面对全球化的挑战，在这种

大背景下，作为影响中华文

化近千年的关学也要应对全

球化，也要进行创造性地创

新发展；其次，陕西是中华民

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之一，陕西的文化资源不仅

灌溉着中华文明，也滋润着

世界文明。作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关学文化理应在国

家文化建设、传统文化复兴、

文化软实力提升的大潮中发

挥重要作用，尤其需要深刻

发掘其精神内涵；再次，横渠

书院开园推动了陕西文化事

业、产业发展。宝鸡正在建设

彰显华夏文明的历史文化名

城，如何彰显，就需要促进传

统文化现代化、文化资源产

品化。”

年过六旬的王世荣是

宝鸡文理学院政法学院教

授、宝鸡文理学院“横渠书

院”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出版的《文化复兴丛

书》主编。记者 12 月 12 日

在对王世荣的采访中感受

到，王世荣因自己是一个眉

县人而自豪。

“今年是张载诞辰 1000

周年，我是眉县人，对张载

和关学文化有一份特别的感

情。”王世荣谈道，“我从小

就知道，眉县历史上出了一

个了不起的人物。后来我在

高校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知

道了张载是宋代伟大的哲学

家、思想家、教育家。眉县横

渠书院的建设和开园，我最

近也在关注，规模很大，而且

其中有很多具体的内容和文

化内涵。我认为，这是一件非

常好的事情！”

王世荣继续谈道 ：“我

写过一本书名为《文明大走

向 ：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

革》，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其中谈到张载和关学

文化。我认为，张载的思想有

超时代的价值。如，他的弟子

普及‘乡约文化’，就是把儒

家思想普及到民间，教化百

姓，这种乡约村规文化至今

仍在沿用。现如今，弘扬张载

和关学文化对于眉县人、陕

西人、中国人来说，我认为都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记得，曾经我们去

参观眉县的张载祠，当时比

较简陋。现在，眉县的横渠书

院开园，这对我们的精神文

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陕西

的教育事业发展、民俗民风

的改进，特别是对我们的心

灵建设，都有非常重要的意

义！”王世荣说。

作为宝鸡文理学院语

文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的

王渭清，从事教育工作几十

年了，他对张载和关学文化

的研究更偏重于如何将其

融入到实际的教育工作中。

王渭清谈道：“张载作

为关学的创始人，无疑是宋、

元代以来，陕西历史上最为

重要的人物之一。在大力倡

导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的今天，我觉得，我们纪念张

载应该注重这两个方面。第

一，立功立事、躬行实践的精

神，从中培养我们尤其是青

少年的使命感，强化务实精

神。第二点就是学习张载勇

于造道的精神，破除封闭、保

守的心态，敢于开拓创新。”

作为教育工作者，王渭

清觉得，张载的“四为句”完

全可以作为青少年思想教育

的资源，培养他们树立远大

的理想。“我们知道，张载一

生官做得不大，但是有体系

化的著作造福乡里，在中国

历史上有深远影响。这对于

广大基层工作者来说，非常

具有励志意义。

我们只要心中

有梦想、行动

有力量，勇于探索、勇于实

践，我想也会最终实现自我

价值。”

宝鸡是中华文化的重

要发祥地之一，所以，讲好

宝鸡故事尤为重要。王渭清

说 ：“我们今天纪念张载诞

辰 1000 周年，其实就是为

讲好宝鸡故事、讲好中国故

事而服务。在今天这样一个

‘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应

该采取多种方式，利用新媒

体优势，把张载精神尽可能

地活化、活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