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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4 日一早，永康市陈亮研究会会长
章锦水一睁眼，立马打开微信，映入眼帘的是
一幅书法卷轴：“茫茫莫道鲸波阻，芳草天涯若

比邻；正是浙东好风景，烟花三月初逢君。”
发送此条信息的是万里之遥的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

学历史、哲学教授田浩（Hoyt Cleveland Tillman）。
虽然经历几次搬家，这幅跨越 40 年、来自永康的书法作
品至今仍挂在他家中。

今年金秋，年逾八旬的国际著名汉学家田浩第四次
来到南宋爱国主义思想家陈亮的故乡——永康。作为陈
亮远在大洋彼岸的“铁杆粉丝”，他又一次拜谒了陈亮墓，
对着心目中的英雄深深作揖。

“很高兴每一次来浙江，看到经济越来越繁荣，而且当
地人对陈亮文化研究的兴趣也日益浓厚。”田浩感慨道。
是的，他的四次永康行，恰恰见证了近 40 年来宋韵文化
的传扬、“浙学”的兴盛，以及这片土地上的蓬勃发展。

2024 年 10 月 26 日，雨后

的五峰书院更显空灵缥缈。

百余名来自全国高校、科研

机构的专家学者撑着伞缓缓前

行，边走边交流，队伍中最特别

的当属那位白发苍苍、身材高大

的“老外”。没错，他就是第四次

踏上永康大地的田浩。

看着似曾相识的五峰书院，

田浩心情激动，拿出手机拍个不

停。他不禁回想起40年前在石

洞中度过的那一晚，并激动地向

同行者讲述曾经的过往。

40 年后，方岩山如故，龙湫

飞瀑依然，但陈亮研究与永

康发展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这次在永康召开的研讨

会参与者众多，是规模最

大的一次，和队伍一样

庞大的，是陈亮研究日

渐扩大的专业力量。

参加这场由浙江社会

科学院主办的“浙学与

当代：陈亮思想的当代

价值”学术研讨会的，有

包括来自清华大学、南京

大学等 30 多所海内外知名

高校、研究机构的专家学

者。他们齐聚一堂，

循迹先贤文化，

溯源“浙学”传

统。

研 讨 会

间隙，田浩无

疑是备受关注的“红人”，围在他

身边的人可谓是“里三层外三

层”。不少学者拿着他所著的

《功利主义儒家——陈亮对朱熹

的挑战》一书，请其签名留念。

“陈亮研究让我有机会尽量

客观地研究中国，并向西方世界

介绍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

性。”田浩说。他曾多次在公开

场合表示，南宋以来的“浙学”对

中国社会的影响很大。因此，他

曾表示自己“一直尝试将陈亮的

立场解释给欧美学者，一生致力

把中国的历史介绍给西方。”

新的观点和论断在思想碰

撞中不断升华。章锦水很认同田

浩所说的，“陈亮的‘功利主义’其

实是为社会为国家的利，而不是

个人财富的积累。”他总结为“社

会之功，民生之利”，这让陈亮思

想更具有现代性与当代价值。

“当我们了解了宋代社会

思想多元性的时候，就不会狭

隘地理解中国的传统，并更加

对这个东方大国心生敬意。”第

四次来到永康的田浩，站在亿

万年前形成的丹霞胜境方岩山

上，不禁感慨万分。世事沧桑，

风物长存，而这个秋天他又回

来了，正所谓——

“正是浙东好风景，天下谁

人不识君。”

融媒记者 程德胜
王洁航 胡锦

1985 年 5 月，漂洋过海来

到中国的田浩辗转来到永康。

在陈亮讲学的五峰书院，他

向永康的文史研究者竖起大拇

指说：“陈亮是世界的英雄，是你

们故乡的骄傲。”

此前一晚，田浩住在五峰书

院的一个石洞里，仿佛听着 800

年前陈亮的谈经论道声入眠。

一个“老外”怎么会对一名南

宋思想家产生这么浓厚的兴趣？

用田浩自己的话说，对陈亮

的研究动机，源于他为这位南宋

思想家、文学家“鸣不平”——在

哈佛大学研究生学院学习的第

二年，宋代儒学成了田浩研究的

兴趣点，他对这位敢于向传统儒

学发起挑战和批判的永康人，产

生了不一样的感情。

“陈亮的观点，向朱熹所认

为的‘经典价值是永恒绝对’的

思想，发出了挑战，其中讨论的

问题在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或许因为陈亮自己身处家庭、社

会的关系，他很注重商人的立

场。我赞同陈亮的说法。”——

这就是陈亮吸引田浩的所在。

那时候尚处于改革开放初期，田

浩已经看到了陈亮思想在源流

上客观上对浙江工商业产生的

影响。

他很敏锐地发问：“陈亮思

想在你们家乡有没有传承下

来？”

当时的陪同人员大部分来

自永康县文管会，他们平时基本

上没见到过金发碧眼的外国人，

更想不到外国人对陈亮研究有

如此的热情。这一问，彻底激发

了 双 方 讨 论 的 欲 望 。

在书院石洞，宾主共同

探讨陈亮的思想、地位和对后世

的影响，一直畅聊到深夜。

事实上，陈亮的思想已经融

入了永康人的血脉，被很好地传

承下来。20世纪80年代，当改革

开放的春风吹来的时候，永康这

片土地焕发了新的生机与活力。

陈亮思想中“农商互藉、务实经

世”的理念深深根植于永康人的

基因中，而陈亮“推倒一世之智

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豪情激发

着永康人敢闯敢干。一个个“泥

腿子”投身工商业，特别是民营企

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此前

一年，永康的工业总产值首次超

过农业总产值，自此迈开了打造

“五金之都”的步伐。直至今天，

永商乃至浙商都将“义利并举、务

实创新”奉为圭臬。

田浩听闻有关情况后认为，

陈亮的思想和胸襟是他留给家

乡和后人最宝贵的财富。他的

儿子名叫田亮，正是要向这位

英雄致敬。

“正是浙东好风景，烟花

三 月 初 逢 君 。”聊 到 深

处，陪同的永康县文管

会工作人员陈寒川挥

毫写下了极为应景

的一笔。而这幅卷轴被田

浩 带 回 美 国 ，跨 越 世

纪，经历数次搬家，至

今挂在美国家中，见

证 了 两 国 学 者、文

人的亲切交流

和 宝 贵 友

谊。

烟花三月初逢君

BB 一年“二刷”故人来

宋韵悠长“浙学”盛CC

初逢有幸，更难得的是还有

重逢。

2004 年夏，时隔 20 年。田

浩又一次来到永康。这一次，他

携家人过来，颇有故人来访之

味。接待他的是陈亮的第 27 代

孙、时任永康市陈亮研究会会长

的陈广寒。

陈广寒带着田浩一家重游

了方岩、五峰书院。陈广寒回忆

说：“田浩兴致很高，我们走了将

近一天，他还感觉意犹未尽，主

动提出去陈亮墓拜谒。”

“当时，我向他介绍了本地

一些研究工作的进展，听闻线装

本《龙川文集》修订完成，还将召

开陈亮学术研讨会，田浩非常开

心。”陈广寒向田浩介绍，陈亮的

第 29 代孙陈向阳是一名企业

家，为陈亮研究会提供着资金支

持，目前正在开展面向全国的陈

亮诗词书法比赛。

尤为凑巧的是，当年，这位

陈亮后世孙创办的飞神集团出

口电动滑板车 40 多万台，出口

额超 1 亿美元，成为永康工业史

上首家出口额超亿美元的企

业。冥冥之中，陈向阳正在践行

着陈亮“义利并举、农商互藉”的

思想，并以实际行动反哺社会。

而浙中的这片土地，正在以“开

物成务、实事实功”的精神在时

代浪潮中激流勇进。

这一年，田浩还曾“二刷”永

康，因为当年10月，陈亮国际学

术研讨会于杭州、永康两地举

行。

这个研讨会期间，时任浙

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专门给

陈亮国际学术研讨会组委会发

来贺信，他在信中说：“陈亮是

我国著名的爱国主义者，杰出

的思想家、文学家。他创立的

永康学派，强调务实经世，为

‘浙江精神’提供了重要的历史

文化内涵。研究陈亮学说，就

是要探寻优秀文化传统，在研

究浙江现象、总结浙江经验、提

炼‘浙江精神’方面取得创造性

成果，为我省经济发展、社会进

步、文化繁荣，提供重要的精神

动力。”

田浩在这次研讨会上提出，

陈亮对中国思想史的贡献在于

其从自然主义的观点看人性，其

思想随着时代变迁不断演变，对

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

精神推动力。

2004 年两次来浙的他，显

然已经感受到陈亮的思想已经

从书本走向了现实，走向了浙江

大地，挺立在时代的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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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田浩在研讨会上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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