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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文化

3 月 22 日，之江饭店，浙江省政府新闻办举行了“深入实

施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的新闻发布会，宣布第二期“浙江文化

研究工程”正式启动。

发布会上，有一个被频频提及的词——“浙学”，浙江哲学

社会科学这 10 多年的迅猛发展，早已让“浙学”二字深入人

心。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第一期自 2005 年开始实施，围绕

“今、古、人、文”四大研究主题，精心设计方案，组建研究平台，

首次系统梳理、考订浙江历史文化、文化名人及其学术思想和

著述，对濒临失传的传统文化经典进行抢救性整理和发掘，全

方位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浙江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及其成就。

10 多年来，财政专项投入超过 1 亿元，设立研究项目

811 项，共组织全省哲学社会科学界 1000 多位专家学者参

与课题攻关，出版学术专著达 1000 余部。2021 年前，第二

期工程将基本完成全部研究项目，逐步形成有中国气派、浙江

特色的当代“浙学”品牌。

第二期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正式启动

“浙学”品牌将进一步打响

本报讯 最好的人生是什么？这是杭州

女作家郑锦杭在《最好的人生》一书中苦苦思

索和探讨的。该书的出版人郑重说，这个时

代缺少真正现实主义题材的作品，《最好的人

生》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

这本书也得到了著名建筑师黄印武的支

持。因为小说中，有在云南茶马古道的沙溪

一呆十五年“造梦”的黄印武的人物原型。

昨天傍晚的钱报读书会，除了以上3位，

情感专栏作家鲁瑾、作家孙昌建也都来了，台

下是浙江工业大学的学生们，他们也在寻求

着“最好的人生”、“诗意的栖居”到底是什么。

读书会开始前，鲁瑾先让郑锦杭拥抱了

郑重，又让郑锦杭和黄印武来了个拥抱。现

场气氛一下子就上来了。

书封面上有一句话：最好的人生，是一辈

子只爱一个人，从年轻貌美的时光，到白发苍

苍的暮年。

郑锦杭说自己对身边的人生悲欢捉摸得

比较多，听过很多人的故事，观察这些年城市

的大迁徙后，就萌发了写书的念头。“我访谈

那么多人，无论老少，阶层高低，一谈感情就

收不住。这是我们内心最柔软的部分。爱情

应该是我们文学创作的母题。至于房子和建

筑，我们身处这个时代，每个人都无法忽略

它。所以开始创作时，我就选取建筑学这个

切入点。投入展开后，我感觉到这是全社会

的关注点。”

那怎么样才是诗意的栖居？

建筑师黄印武离开大都市去云南沙溪乡

村生活、劳作了 10 多年，被郑锦杭作为原型

写进书中。在他看来，栖居有物质的一面，也

有精神的一面，房子只是一部分。

黄印武说：“我们走得太快，忘了为什么

要出发。买了大房子，背上贷款，心境也变

了，这是理想的栖居吗？我在农村里建筑一

个空间，我就要想清楚，我是为村民去做这件

事，那就要他们喜欢我的设计才行。村民需

要的是房子和他的生活方式贴近。现实的背

后，建筑师其实有能力去做很多事，给出更好

的栖居。”

鲁瑾说：“我觉得诗意的栖居是内心的，

最好的人生也是内心的。按我的脾气，我没

准有可能还住在出租房里。我认为任何一种

工作都要真诚地面对。比如有老人的房子，

应该考虑到老人方便，这是良心也是初心。”

小说中有一个细节：房产商张氓把杜卷

耳带到农村老家，跟她说，这个房子很破，但

有我的记忆和气息，所以最好的房子要让人

买得起住得进才行，于是他打动了杜卷耳。

郑锦杭说：“我是教育工作者，我常想大

家在选择专业和职业之前，首先要了解你应

该过和这个专业相当的生活，住相当的房子，

才是正常的。我也想改善住房，但看完房子

之后觉得，以我们夫妇的收入，在杭州有一个

住的房子已经很好了，于是我还是最爱现在

的家。黄印武老师选择古镇 10 多年。城市

和乡村各有利弊，最后还是取决于自己的判

断。” 本报记者 张瑾华

本报通讯员 马正心

昨天的钱报读书会，5位文化人探讨什么是《最好的人生》

读书会开始前，他们彼此拥抱

说到二期工程的重点，首先是，突出当代

发展的研究，重点总结提炼浙江的实践，体现

浙江样本的一个中国意义。

其次是突出历史文化的研究，从浙江历

史文化、历史文献、史前文明，以及近现代浙

江特色的历史文化这几个方面着手。比如，

我们要系统研究历史文化，梳理浙江的历史

文献，探悉浙江史前文明对中华早期文明的

贡献，所以对浙江文化的这种中国意义、当代

意义要进行研究和深化。

第三个特点是，突出“浙学”品牌的建构，

科学概括内涵，系统阐述它的历史形成，以及

思想脉络，探索对当代和未来发展的意义。

二期工程也会在一期的基础上加大指导

和扶持力度。说到扶持，肯定首先就会想到

钱。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来颖杰介绍：“但

光给钱还不够，更重要的一个是规划，有助于

把分散在民间和各个部门的各种自发研究力

量、内容整合起来。”

其次是对研究的重点、架构、脉络做一个

明确，在板块内容脉络、结构上一开始就把顶

层设计做好了，明确按照这种架构研究下去；

第三个就是注重成果的应用——怎样服务决

策，怎样大力推广，怎样让史料保存下去。

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副主席盛世豪

介绍，一期工程中，有一批学术成果获得了多

项国内高水平奖，如《郁达夫全集》等获得中

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宋画全集》、《元画全

集》填补了中国宋画、元画整理汇编的历史空

白，开创中国绘画历史大型断代集成的先河；

《吕祖谦全集》、《沈括全集》等首次辑全古代

思想家的存世之作，被世界各大图书馆收藏

⋯⋯

但林林总总的“浙学”研究成果，如何向

大众普及？浙江省社科联副主席邵清说，工

程启动之初，就非常关注这个问题，他举了一

个例子，就是浙江人文大讲堂。

浙江人文大讲堂开始于 2005 年 4 月 8

日，是由浙江省社科联和钱江晚报共同主办

的大型公益讲座。发布会前一天，2017浙江

人文大讲堂由清华大学教授彭林开启首讲，

主题是“学礼、立德、树人”。

邵清接着说，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毛

泽东在浙江的 785 个日日夜夜》，“作者之一

金延锋同志就上了人文大讲堂，座无虚席。”

本报记者 孙雯本报记者 孙雯

钱报读书会·文化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