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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浙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素称“文物之邦”，从史前文化到古
代文明，从近代变革到当代发展，都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众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勤劳智慧的浙江人民历经千百年的传承与创新，在保留自身文化特质的基础上，兼收并蓄外来文化的
精华，形成了具有鲜明浙江特色、深厚历史底蕴、丰富思想内涵的地域文化，这是浙江人民共同创造
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结晶，是中华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如何更好地使这一文化瑰宝为我们所用、为时代服务，既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一项艰巨任务，也是时
代赋予我们的一项神圣使命。
深入挖掘、整理、探究，不断丰富、发展、创新浙江地域文化，对于进一步充实浙江文化的内涵和拓
展浙江文化的外延，进一步增强浙江文化的创新能力、整体实力、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发挥文化在促
进浙江经济、政治和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历届浙江省委始终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早在1999年，浙江省委就提出了建设文化大省的目标；2000年，制定了《浙江省建设文化大省纲要》
；2005年，作出了《关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的决定》，经过全省上下的共同努力，浙江文化大省建设
取得了显著成效。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浙江文化建设“八项工程”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地方
文化研究项目之一。
该工程旨在以浙江人文社会科学优势学科为基础，以浙江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理论、现实
课题和浙江历史文化为研究重点，着重从“今、古、人、文”四个方面，梳理浙江文明的传承脉络，
挖掘浙江文化的深厚底蕴，丰富与时俱进的浙江精神，推出一批在研究浙江和宣传浙江方面具有重大
学术影响和良好社会效益的学术成果，培养一支拥有高水平学科带头人的学术梯队，建设一批具有浙
江特色的“当代浙江学术”品牌，进一步繁荣和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提升浙江的文化软实力，为浙江
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的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正确的价值导向和
有力的智力支持，为提升浙江文化影响力、丰富中华文化宝库作出贡献。
　　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开展三年来，专家学者们潜心研究，善于思考，勇于创新，在浙江当代发展问
题研究、浙江历史文化专题研究、浙江名人研究、浙江历史文献整理等诸多研究领域都取得了重要成
果，已设立10余个系列400余项研究课题，完成230项课题研究，出版200余部学术专著，发表大量的学
术论文，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
这些阶段性成果，对于加快建设文化大省提供了新的支撑力和推动力。
　　党的十七大突出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并对兴起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新高潮、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出了全面部署。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浙江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并坚
持把建设先进文化作为推进创业创新的重要支撑。
2008年6月，省委召开工作会议，对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浙江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进
行专题部署，制定实施了《浙江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纲要（2008—2012）》，明确提出：今后一
个时期我省兴起文化大省建设新高潮、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主要任务是，在加快建设教育强省、
科技强省、卫生强省、体育强省的同时，继续深入实施文明素质工程、文化精品工程、文化研究工程
、文化保护工程、文化产业促进工程、文化阵地工程、文化传播工程、文化人才工程等文化建设“八
项工程”，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化产业发展体系等“三大体系”
，努力使我省文化发展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在文化建设方面继续走在前列。
　　当前，浙江文化建设正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既面临千载难逢的机遇，也面对十分严峻的挑
战。
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始终保持浙江文化旺盛的生命力，更好地发挥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作用，是
需要我们认真研究、不断探索的重大新课题。
我们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全面实施“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以更深刻的认识、更开阔
的思路、更得力的措施，大力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努力回答浙江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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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建设遇到的各种新问题，努力回答干部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问题，努力形成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
和社会效益的研究成果。
　　继续推进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
我们热切地期待有更多的优秀成果问世，以展示浙江文化的实力，增强浙江文化的竞争力，扩大浙江
文化的影响力。
　　2008年9月10日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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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介绍曾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译、中央大学史学系讲师、浙江大学史地系教授——陈
训慈先生生平事迹的专著，书中具体收录了：求学南高师、抢救文澜阁《四库全书》、图书文物工作
四十年、浙东史学研究等几部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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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慈溪官桥陈氏在明朝时由山西迁入，第一代为仁一公，字冲宇，曾任吏部尚书，当地里山庙供奉
的虚空菩萨其实就是仁一公。
自仁一公后，官桥陈氏家族似乎远离官道，世代务农，直到陈训慈祖父克介公，由于精通数学，善于
理财，方才外出经商，往返于浙赣之间，贩卖茶叶，兼营钱庄典当，辛苦备尝，自奉省俭，家道逐渐
殷实。
两个伯父均辅助陈训慈祖父经营茶叶，“仲父逾冠即逝，伯父亦随先祖父而殁。
祖父年六十，决意归里不复出，而赣人士与祖父感情极好，临别遮留，必欲祖父留一纪念于其地，乃
与南昌熊氏合设公和典于义宁州。
祖父之意，谓典当所以便民，非寻常商业比也。
其后逐渐发展，有同和分典，永和钱庄，并在山口镇以本典名义与人合设咸和典、鼎和钱庄。
”光绪八年（1882），祖父克介公捐出百亩土地，创办陈氏义田会，用以救济家族中鳏寡孤独、贫困
无告者，一时轰动乡里，引为美谈。
　　《光绪慈溪县志》曾对此加以记载，略谓：义田者，所以济王道之穷而维宗法于不敝也。
宋范文正公创义田以赡族，至忠宣公广之为三千亩，十七世孙允临续增千亩。
迄今八百余年，海内闻风而兴者踵相接，吾邑如叶氏、董氏其著也。
顾惟有力者能为之，否则虽有文正之心而绌于资不得行。
邑西官桥陈氏，与叶氏、董氏邻，盖亦怀赡族之志而绌于资者。
后陈君士芳，营贾于外，节啬自立，缗府谷册，视昔有加，慨然捐百亩为义田，以赡族之贫困而无告
者。
虽施薄而规隘，不足与古人抗埒，而出于中人之家，尤难能而可贵。
为善无大小，亦量吾之所能为而已。
　　而君且日：‘吾何能为善，皆吾祖父志也。
’盖此一举也，而仁与孝兼之矣。
⋯⋯陈君有子三人，儒珍、振家、鸿逵，复续增田八十六亩。
为善之事，推而靡既，行之数十年，安知更无如文正之后人者，扩而大之，则益为陈氏幸。
引文中的“鸿逵”即陈训慈的父亲依仁公。
因为二子早丧，除了长子儒珍遗有一独子陈屺怀外，次子无子嗣，所以陈训慈祖父克介公于亲自主持
手创的义田会、义学和家族其他公益事务外，还为三房析产，认为大房长孙陈屺怀生性好学，当使其
求学上进，决定由陈训慈的父亲依仁公主持家族中的公益事务。
祖父克介公临终时对依仁公留有遗命：“以继承父志管理家族事务为先，功名非所望，但入学明义理
可也。
”依仁公秉承父命，致力于家族农利、教育、义田救恤及其他地方公益等事务，改义塾为鸡山初等小
学堂，还命长子陈布雷出继为二哥之后。
陈训慈父亲依仁公于1914年6月19日因肺病不治去世，年仅49岁，而其母柳氏则于1905年5月9日因产后
症逝世，距离陈训慈之弟陈训恕出生仅2小时，年仅39岁。
对于母亲和父亲的先后离世，兄长陈布雷在其回忆录中都有相关记载：月初，余以陈氏义母某孺人之
丧，奉父命请假往送葬。
事毕将回校，到家一转，禀辞母氏。
母氏卧楼上，女佣传母命止勿上楼，仅谓好好读书留心冷暖而已。
予凄然心动，欲一见母。
女佣谓汝母腹痛无大病也。
到校之第三日，老仆邹氏自家来迎余兄弟归，谓母病甚矣，遂与三弟徒步归。
过皇桥值大雨，狼狈甚，心知不祥，忧急无似。
至里门遇承志族叔祖，询母病如何？
日不起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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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三弟惊痛大哭而入，则母氏已移灵于堂。
吾母柔嘉淑慎，好损己益人，佐吾父拮据持家二十年，以勤将俭，爱令誉甚于其身，思虑绵密而治事
周至，育五男六女，卒以产殒，年仅三十有九。
邻里悼泣，出于至诚，吾父之痛，更可知矣。
　　先考近年精神渐衰，常自忧不寿。
去年除夕，召余兄弟及诸妹告之日：‘昔者谓余年四十，汝母将辞世，又谓余年四十八岁甚不吉，过
此则寿至六十余。
汝母逝世为三十九岁，其言竟验，故余近年常恐一旦弃汝等而去。
今已除夕，当无他患，故为尔等言之也。
’余兄弟闻言，方自欣幸，不意今年乃遭此奇变。
吾父之病，自六月五日起，仅略有寒热而已。
顾是年天气酷热，勿宜于调摄，乡间又无良医，至初十以后，始延保黎医院吴莲艇医士逐日诊治，断
为伤寒。
至十七日以后乃日益加剧，是夜余朦胧中梦有人以草索遍缚余身，大呼而醒，自兹惴惴，不敢复睡。
及十九日夜九时许，气促痰塞，余趋呼榻前，父握余手，瞠目直视，发音模糊不可解，盖舌已僵木矣
！
观其睫中，泪迹荧然，大痛几哭出声。
父握余手，屈余之拇指及食指者再，余再三揣度，不解父意，最后高声语父，谓家事及宗族事耶？
儿毕辍一切事业，锐意承之，勿贻吾父忧也。
父微颔首而殁。
呜呼！
自兹余乃为无父无母之人。
　　父丧之后，陈布雷“以长子承家，除了次姐、次兄先故、长姐早嫁外，以下有弟妹共十人，时最
长的三妹二十二岁初嫁，以此递减两岁，至十六岁者共四人，我（陈训慈）十四岁，五弟训恕十岁，
以下是八岁歪四岁的三个异母弟，最幼的季妹初生才两月。
多是稚弱无知的一群。
”更为不幸的是，父亲去世不久庶母也病故，一大群弟妹繁重的教养之责就落到了兄长陈布雷夫妇身
上。
由此可见，陈训慈的童年乃至少年时期是不幸的，母亲和父亲的过早去世，使得他的生活缺少了很多
温暖，在陈训慈晚年的回忆自述中并未提及自己的童年生活就更不难理解了。
幸运的是，兄长陈布雷为了完成父亲遗命，对诸弟妹的衣食、教养等尽心操持，陈训陈训慈手足合影
。
右二为陈训慈、右三陈布雷。
慈方能继续求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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