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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没有人想到，

著名历史学家邓小南

会“走”进我们的日常

生 活 —— 她 关 于“ 宋

学”的分享，成为过去

一周朋友圈被高频谈

论的话题。

在由中共浙江省

委宣传部主办，杭州市

宣传部，上城区委、区

人 民 政 府 ，浙 江 图 书

馆，浙江省新华书店集

团有限公司、浙江古籍

出版社承办的首届“悦

读宋韵节”上，除了难

得一见的宋刻本展、首

张 宋 韵 书 单 的 发 布 ，

“宋学大讲堂”也在浙

江图书馆开启了首场

分享。

我们该如何看待

宋朝？北京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邓小南，以《转型时代：

宋代政治文化面面观》

为 题 ，给 出 了 她 的 答

案。

邓小南教授的这

场分享视频，在钱江晚

报·小时新闻客户端上

线（你也可以扫本版左

边的二维码提取）。重

温与转发，成为大众热

爱宋韵文化最为直接

的表达。

“宋学大讲堂”登场，首位嘉宾邓小南的讲座已上线小时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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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学大讲堂”缘于一套书

“宋学大讲堂”缘起于浙江古籍出版社与浙江大

学宋学研究中心合作策划的一套书：《宋学研究丛

书》。

这套即将于 2022 年陆续出版的大部头，竟然是

偶然间聊出来的。

2020 年的一天，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王旭斌和

同事一起拜访浙江大学古籍所教授、宋学研究中心学

术委员会主任龚延明教授。本来，他们此行是想请龚

教授为社里的其他项目出出主意。其间，想到龚教授

在宋学研究领域的影响力，王旭斌脱口而出：“能不能

把‘宋学’做一套书？”

“当时龚老师也一愣，他说，自己从来没有往这个

方面去想过。”王旭斌说，他当时就邀请龚延明教授领

衔这套丛书的主编，组织海内外的一流学者进行撰

写，“龚老师的兴趣很大，他说，浙江古籍出版社有这

个魄力做这件事情吗？因为这个要投入很大的精力，

还要人力、财力的投入。”

“我说，我没问题。”之所以如此笃定，是因为王旭

斌知道，全国其他出版社还没有专门以“宋学”作为主

题的学术丛书，而在他的规划里，这会是浙江古籍出

版社未来发展一个非常重要的板块。

南宋的政治中心在杭州，浙江大学有宋学研究中

心，王旭斌觉得，《宋学研究丛书》基于浙江，但影响力

一定是全国甚至是国际的。

龚教授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下来。随即，他就开

始物色团队成员。到2020年12月，也就是距今一年

前，项目正式启动。等牛年春节过后，龚教授已约好

了十位顶级专家。

在王旭斌的笔记本里，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学者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包弼德、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

长路育松、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剑、日本大阪市立

大学文学研究科教授平田茂树、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赵冬梅、浙江大学考古与艺术学院教授缪哲⋯⋯自然

也包括开启“宋学大讲堂”首讲的北京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

“这可是‘宋学’研究领域的天团。”这份名单，让

我们共同冒出这样一个形容。

如今，这套丛书已经约到了 12 位顶级专家的稿

子，包括包弼德教授最新的学术著作；而龚延明教授

更是第一个交了“作业”——150 万字的《宋代科举

史》，是他十余年的研究新成果。

开讲的学者名单已列好

做“宋学大讲堂”的想法，萌生于 2021 年 9 月 18

日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王旭斌向相关领导进行

了汇报，返杭之后，他马上与龚延明教授就此进行了

讨论。

“龚老师一听非常兴奋，他说这个点子好。讲堂

能让专家换一种方式参与进来，《宋学研究丛书》出来

以后，也要通过这个平台来进行发布。”

在省里与出版集团同步推动下，以及整个社会氛

围的需求之下，这件事就紧锣密鼓地做了起来。

在原来有的《宋学研究丛书》学者团队的基础上，

龚延明教授把“宋学大讲堂”的学者阵容进一步扩大。

而大家的支持度，也超出了王旭斌的预料。

“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教授王水照先生已经是

87 岁了，龚老师与他联系时，他说这是个好事情，只

要我身体没问题，我都会来参加。他还介绍了另外

一位学者：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朱刚。朱刚也非常

支持。”

就这样，“宋学大讲堂”虽然刚刚开启，但是愿意

参与其中的学者名单，已经可以列到很长很长。

除了学者的个人意愿，“宋学大讲堂”也获得了各

大学术机构的支持。在极短的时间内，中国历史研究

院，北京大学历史系，清华大学国学院，复旦大学哲学

院和中文系，中山大学历史系，四川大学古籍所都成

为讲堂的后援单位。

这给“宋学大讲堂”形成了一个非常强大的学术

支撑体系，同时，它意味着，主讲嘉宾的候选也有无数

可能。

在大家的计划中，“宋学大讲堂”每年四讲，一季

度一讲。王旭斌说，在理想的状态下，这个节奏会一

直持续下去。

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宋学研究丛书》以及衍生的“宋学大讲堂”，为什

么能获得学术界大咖的鼎力支持？

王旭斌说，不仅仅是策划单位的热情打动了他

们，更多的原因是浙江省委对宋韵文化建设的重视，

使其影响力深入各界，深入百姓的生活。

“如何让‘宋学研究’的学术内容走入更广阔的大

众领域，也是学者们所期待的。我觉得，真正打动他

们的是这个点。”王旭斌说，基于这种结合，“宋学大讲

堂”的推动就非常迅速。

如同《宋学研究丛书》不仅仅是出版一套书，“宋

学大讲堂”也不是讲完就结束了。

作为大众难得听到的优质“宋学”课程，邓小南教

授的首讲视频，钱江晚报·小时新闻面向全网做了现

场直播，并整理后上线了小时新闻客户端，开设了“宋

学大讲堂”专栏，方便更多听众随时提取。随着专家

的不断开讲，这些课程还会回归纸质出版。

出一本或者一系列“宋学大讲堂”的书，仍然不是

终点。

“宋学大讲堂”还计划走出去。近年来，海外对

“宋学研究”非常关注。学者在讲堂之中，以相对精炼

的方式，展现自己的最新“宋学”研究成果，就比较适

合走出去。

“把宋韵故事讲好了，就是讲好了浙江故事，也是

讲好了中国故事。”王旭斌认为，这是走出去的价值和

意义。

邓小南教授在“宋学大讲堂”中的首讲所收获的

好评，王旭斌并不意外，他在朋友圈中，也刷到诸多

——有来自出版同行的，来自学者的，也有来自读者

的。

“邓小南教授已经七十多岁了，她的娓娓道来，可

见那些知识全部都在脑海中。这些学者是真正有学

问的人，而且，他们高度的研究能力能够转化一种生

动的语言表达。”正因如此，我们也对“宋学大讲堂”接

下来的进程，非常有信心。

这种信心绝大部分来自顶级学者与机构的全力

支持，还与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支持之下的高质量发展

的古籍出版新思路有关，而聊开去，这又是另一个很

长的话题，留待再讲。

仅仅将目光置于“宋学大讲堂”，正如王旭斌说的

那样——

我们在有意或无意间已经做了很多基础工作，所

以，它于今天的呈现，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

宋学大讲堂

每年四讲，一个季

度一讲。

从专业角度，全方

位解读、阐释宋代政治

思想文化。

邓小南教授讲座现场

邓小南

北 京 大 学 博 雅 讲

席教授、北京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