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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烨烨斯文：杭州洪氏人物作品》是“杭州洪氏文化遗存”之一，该书阐述了以南宋洪皓和洪适
、洪遵、洪迈父子、明代洪钟、洪根祖孙、清代洪等为代表的杭州洪氏人物的家族文化史。
具体内容包括杭州洪氏家族源流考述、杭州洪氏家族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为、杭州洪氏家族的文化建
树、杭州洪氏家族对西溪湿地的影响、杭州洪氏家族的家族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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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第一篇 杭州洪氏家族源流考述一、杭州洪氏家族姓源与族源二、南宋杭州洪氏家族世系三、明代
洪氏家族世系四、清代洪氏家族世系第二篇 杭州洪氏家族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作为一、保全国家与苏武
气节二、“忠义节孝”与“道高于君”三、任怨革弊与论道经邦四、宽人荐贤与论例赏罚五、整饬边
备与和战度势第三篇 杭州洪氏家族的文化建树一、南北文化交流二、多建绝学三、戏曲史高峰四、语
意两极其妙之诗体五、文言小说之丰碑六、藏书刻书世业第四篇 杭州洪氏家族对西溪湿地的影响一、
明代洪氏家族与西溪湿地地域文化的形成二、洪钟与西溪湿地三、洪瞻祖与《西溪旧志》第五篇 杭州
洪氏家族的家族传统一、以扶善爱民为做人标准二、德化自己与德化士风三、读书而明志四、重作为
轻名利附录 杭州洪氏家族主要世系表后记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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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杭州洪氏家族历经宋、明、清三代，几百年辈出人才，对中国文化和政治做出杰出贡献，也形成
具有丰富内涵的家族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其中南宋的洪皓和洪适（kuo）、洪遵、洪迈父子、明代的洪钟、洪榧祖孙、清代的洪？
等历来为学界关注：他们的学术成就或文艺创造在许多方面至今难以逾越。
自南宋迁居杭州以后，洪氏家族即以这里为家族居聚地。
南宋以来杭州进入繁荣期，作为朝廷重臣和思想风气的代表，洪氏人物和洪氏家族对杭州的发展发挥
了非常关键的历史作用。
不仅如此，洪氏人物还在浙江、北京和其他许多地方为官或游学，与各时代的思想、学派、名流、官
员或普通百姓广泛接触，用他们的真知灼见和真诚善良影响了当时的朝政，也打动了每个时代。
洪氏人物几乎对历史都有特别灵敏的知觉，有的本还是皇家史官，又因为身处变乱和转折时期而有丰
富的人生经历，因而用自己的著述对宋代至清代这一十分重要的中国历史长时段进行真实、全面、准
确的记录，更增添了我们今天阅读和研究他们的神秘与魅力。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洪氏人物和洪氏家族的命运折射了中国社会的一些内在动因，其家族文化的变迁
见证了几百年中国文化的兴替。
学界对洪氏人物的研究一直不断，但从家族文化的角度进行整体性研究仍在开山中。
目前有心于是的学者对洪氏家族的文化地域、历史地理缺乏了解，较之洪氏人物的知识丰裕度来说知
识准备也相对欠缺，所以这方面的研究尚缺乏深度和强度。
近几年在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的保护建设中，我结合实际工作涉入洪氏人物和洪氏家族研究，感悟
到这样的家族文化在地域文化研究和重建中十分关键的作用。
浙江或杭州出现过许多名门望族，如以钱？
为代表的钱氏家族、以谢安为代表的谢氏家族等，但没有任何一个家族像洪氏家族那样经历几个朝代
的兴盛。
其主要原因是洪氏人物始终在中国文化的主脉上思考与追问社会问题和人生问题，他们都不是简单的
行动者或作文家。
每一代洪氏人物都曾经浮浪于富贵与权威的顶级，也差不多都经历了最为深切的时代痛苦，他们一次
次为难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判断、选择、归属、批判和维护。
两宋之际，统治者以纲常名教作为立国之本，并以“尊君”为“天地之常经”。
南宋的洪皓父子虽则非常强调“忠义”、“民本”思想，但其所指“忠义”并非无条件的忠君，而是
忠于国家民族。
因此他们所说的“忠义”是理性意义上的“忠君”，并包含了一般世俗人际意义上的忠诚关系。
他们认为，为君之道与具体的君主是相分离的，且超越君主，高于君主。
君主应当是“道”的代表或化身，如果二者分离，祸乱就要发生。
君主违背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便不再是抽象意义上的代表国家利益的君主，人臣不必再行忠君的义务
。
爱国也不是简单地维护国家政权，如果以“浚民”的手段维护官僚统治，是祸国殃民。
洪迈在《容斋随笔》卷一六《宋齐丘》中指出：“今之君子为国，唯知浚民以益利，岂不有？
于偏闰之臣乎？
”意思是说，现今那些所谓的正人君子治国，只知道榨取民脂民膏以增加国家财富，他们面对偏安一
隅的小国之臣，难道不感到羞愧吗？
洪皓父子以这种理性精神对待当世不大能怀疑的社会原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不过，在那个时代，他们批判了当下的理学精神，企图回归于理想中的思想文化，却终究无法有所归
依，而只能为难于精神分裂之间。
明代的洪钟祖孙几代，仍然无法回答他们的祖先遇到的问题。
由于没有生活在战乱时期，他们所持的政治主张在统治圈的认可度比南宋要低，进入权力中心的机会
更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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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钟在法理、军事研究等方面颇具才华，也担任过一些要职，但一生不得志，几经打压。
其子孙多有隐逸情怀，许多移性于文化事业。
清代的洪？
早年在功名上怀有大志，但经历了“文祸”与“家难”以后，长期陷于难言的身心痛苦之中。
洪？
最终在戏曲以及诗词曲等方面达于艺术史高峰。
虽然在政治上的作为不如前辈，但洪？
对人生、人性的认识相对于其前辈来说却大有超越。
洪皓父子、洪钟祖孙的治国理念或学术思想总体未出封建意识形态，他们之于治学也尚属“课余”，
而以治政为主业，因而于人性的把握偏属外在；自明代以至清代，洪氏人物于治学制艺逐渐专业化，
但不失治政的丰富内涵和宏大气格，对社会和人性的文化理解与描述极有作为。
而洪？
之于人性的透辟析理，即以当代标准来衡量也不轻浅，可谓臻于极致，当代水准的中国文学艺术也很
难与之媲美。
由政治、学术而文艺、由外在而内在，洪氏人物对文化的把握不断在转换，但洪氏家族的文化传统并
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从南宋以至清代，洪氏家族一直以“民本”这个主脉或要素在发展其家族文化，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
同。
洪皓父子重于民生方面的考虑，洪钟祖孙重于文化方面的考虑，洪？
则重于人心、灵魂方面的检讨。
民生问题最终要归结为万万民心之问题。
民生问题、人心问题仍是当今时代面临的主要问题，洪氏人物于此进行了极具价值的探索，为当今时
代、为杭州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和文化遗产？
？
杭州要重构具有归属性、凝聚力的地域精神或地域文化，洪氏家族文化应是一种寻找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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