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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
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
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
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
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
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
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
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
文化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
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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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巍，男，1974年生，历史学博士，副教授，现任职于浙江省委党校。
本书系作者第一部独立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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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一、近代的学术文化家族现象像周钱两家这样跨越三代，而不断发生联系的现象，对于近代学
术史和文化史背后无数相互交错的家族网络来说，其实尚只是冰山一角。
读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的东西渐多以后，总会有这样的感觉，随便找个人物往往都可以发现上下左右
，层层叠叠的家族背景。
家族联系通过婚姻、师承、同年、同学、同事等诸多关系扩展成了庞大的关系网和明显的传承脉络，
这样的网络和关系一直存在于知识分子特别是中上层知识分子当中。
而这一现象的背后则是千余年来，中国历史上的学术文化家族的体制与精神在近代历史上的不断延展
、蜕变和解体的过程。
自陈寅恪以降，家族视角成为分析中国传统社会学术文化的一条重要路径。
特别是近十余年来这一研究视角在文学和史学领域都有蔚然大观之势。
其中以中古和明清两个时段的研究最为集中。
比如，经过陈寅恪、唐长孺、田余庆、内藤湖南等几代中外学者的筚路蓝褛，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世族
与文化问题的研究文献已堪称汗牛充栋。
近年相关著作与研究论文仍不断推陈出新，与此题目相关的文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每年都会有数篇。
明清时期江南的家族与文化问题同样是明清史学与文学研究的热点。
与20世纪40年代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相遥望，90年代以来严迪昌、江庆柏等对明清江南
世族文化的研究已显周到深入。
而大批的涉及士人、士绅、绅商的社会史著述中，家族向度也是基本研究内容。
美国学者艾尔曼的关于明清常州庄氏今文学派的著作，更是树立了将家族视角、思想史、社会史融为
一体的研究典范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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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是在我2005年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两年前在论文的后记中我曾写道：“在今天为自己的这篇论文写最后几句话时，我早已经十分深刻地
体会到了学无止境的含义，诸多未曾寓目的资料和有待深入疏理的问题让我一次次地感受自己的浅陋
和渺小，而材料占有的不足，理论学养的匮乏更使我难以对自己的论文安然敝帚自珍。
”如今再写后记时，我不得不承认上面一段话于本书仍然有效。
学术是技术，也是艺术，“遗憾”这样的修饰词也许注定将和作品同行。
两年的断续修改，既有点滴收获的喜悦，也有面对不断燃起的研究企图的无力。
随着修改计划的一再蹉跎，为学兴趣的渐次转移，只好让这一题目带着遗憾先行了断。
也许终有一日我会回到这个题目附近继续品尝耕耘的辛苦和快乐。
众多研究者都不能免俗地将自己著作的后记安排成鸣谢清单，我也不能例外。
超然点看，这是学术交往礼仪的一部分，而作为身在其中者，不在此时向那些在自己问学之路上给予
指引和帮助的师友真诚致敬，确会结结实实地于心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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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兴钱家:近代学术文化家族的断裂与传承》：浙江望族家族史研究系列丛书，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
果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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