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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朝庆是2001年进入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然后留校任教，所以八年多来无论在学问还是个
人生活上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作为他的指导教师，时常与他开展学术讨论与对话，所以对他的学
术观点与理路，应该说我比较了解。此番他将其博士论文做认真修订后予以出版，要我在篇首说几句
话，这是我乐意为之的。　　该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泰州学派的乡村建设思想。这个论题的出现大致
由两个方面促成：首先是由于他特殊的生活体验，及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感悟。朝庆在读博士之前曾经
在山东地方政府工作三年，很关注农村的发展问题，其中最为关注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农村发展的领
导力问题，二是农村富裕之后应该如何发展问题。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为地域不同，有很多不同的
类型、阶段性及特殊性。在农村经济落后地区，发展农村经济是核心任务，一切新农村建设要围绕这
个目标展开，但是在不少东部地区农村已经富裕起来后如何进行建设，也正在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前些年天津郊区大邱庄的禹作敏就是个发人深省的案例。其次，选题源于我对社会思想史研究的判
断和倡导。我在2000年以后反复提倡社会思想要关注下层。以往中国社会思想史的研究，均取材于历
代精英思想家的著作，以精英思想家的社会思想为研究对象。如果把社会思想分为官方的、士林的和
民间的三个层次，那么当时所有社会思想史著作基本上都是以“士林社会思想”为中心的。士林社会
思想界于上述两者之间，属中间层次。它既不完全等同于官方社会思想，也不完全等同于民间社会思
想。官方社会思想往往可以体现在官方政治思想与对实际社会的统治中，而民间社会思想虽十分丰富
，却很少能够用文献方式较系统地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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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泰州学派的精神世界与乡村建设》从当前农村社会发展中的基本问题出发，考察了16世纪的平民儒
家学派泰州学派在参与乡村建设中的思想及实践活动，认为平民可以通过汲取儒学等文化资源，担当
农村社会建设的主力，激发农村社区的活力，创造性地解决农村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泰州学派成员“
民间行道”的责任意识、“大人造命”的自由精神，以及他们在民众中着力培养的自治精神和互助合
作精神，都值得当代农村社会建设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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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何心隐　　何心隐（1517-1579），本名梁汝元，字柱乾，号夫山，江西吉安府永丰县人，
出身于“家世饶财”的大地主家庭。30岁时，郡试中第一名。不久，接触到王艮的学说，便抛弃科举
道路，从颜钧学习，背叛了自己的出身，立志为社会下层民众服务。37岁时，尽捐家资，以家族为基
础创办民间组织——“聚和堂”。1559-1579年四方讲会，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自命为圣人，而天
下群以圣人奉之。”②　　观其为人，志气超群、目光高旷、才情逼人，难以被保守的上层社会所接
受，因此在从事乡村建设活动时屡遭打击。观其自名“何心隐”，隐者之名，却有不得不隐之意。观
其著作，书名《爨桐集》，“爨”意为烧火做饭，杜甫有《空囊》诗云：“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
。”桐，树之一种，有通达之意；又为地名，《书·太甲上》记载“伊尹放于桐”。于穿衣吃饭、日
常所用间作大道理，正是泰州学派的风格，也是何心隐的志向；又以桐象征遭受追讨的生平，表现风
餐露宿的情景，对何心隐来说也是相当妥帖的。　　在治学上，何心隐回到了王艮治学开始的地方，
以社会下层民众的疾苦为己任，提倡“大仁大义”。他说：仁无有不亲也，惟亲亲之为大，非徒父子
之亲亲已也，亦惟亲其所可亲，以至凡有血气之莫不亲，则亲又莫大于斯。亲斯足以广其居，以覆天
下之居，斯足以象仁也。　　义无有不尊也，惟尊贤之为大，非徒君臣之尊贤已也，亦惟尊其所可尊
，以至凡有血气之莫不尊，则尊又莫大于斯。尊斯足以正其路，以达天下之路，斯足以象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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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书，找了很久
2、可以从图书馆借着看看，但是不值得买。一本社会科学系的历史作品。有借鉴华南学派，常建华
、郑振满、刘志伟等人，但总得解读还是很空乏大而化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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