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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岭南大儒-陈澧》

前言

中共广东省委、省政府提出建设广东文化大省的发展目标，体现了顺应时代潮流把握广东未来发展的
战略思维和远见卓识。人类文明的发展，有赖于先进文化的引领和支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
省是否强大，不仅取决于经济实力，而且取决于文化实力。文化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一个地区
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为民族复兴、祖国统一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文化发展
是提高民族素质的基本途径。经济发展之后，如果没有文化发展做后盾，不仅不会持久，而且难免滑
向邪路，甚至导致社会的畸变。因而，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发展成为经济大省，在此基础上提出
建设文化大省的号召，是非常正确、非常及时的。  建设文化大省任务艰巨，因为这项社会系统工程
具有丰富的外延与内涵。建设文化大省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继承和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把中华民族
优秀文化作为先进的社会主义文化的深厚根基。

Page 2



《清代岭南大儒-陈澧》

内容概要

《清代岭南大儒:陈澧》用丰富的资料，平易通俗的文字，叙述了陈澧一生的主要经历。此外，对陈澧
的交游和师友之谊、东塾学派的发展概况、在汉宋调和方面的独特贡献，以及在晚清学界的地位和影
响，都有详细描述。陈澧，广东番禺人，学者称东塾先生，著名学者、教育家、校勘家。陈澧学问广
博，多才多艺，在诗词、古文、骈体文、书法、篆刻诸方面独树一帜；深邃于经学、小学、音韵、地
理、乐律，造诣精深，著作等身，跻身清代一流学者之列；长期担任学海堂和菊坡精舍学长，培养了
大批学生，创立闻名遐迩的东塾学派；曾主持广东书局和学海堂刻书，校勘书籍达万卷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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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岭南大儒-陈澧》

作者简介

李绪柏，1950年生，湖北武汉人。广州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政协第十一届广州市委员会委员、广东炎
黄文化研究会理事，现任中山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历史、中国古代史学史、岭南
文化。曾先后主持《清代广东朴学研究》、《陈澧评传》、《东塾学派研究》、《广州大典·天文算
学研究》等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广东省社科基金、广州市社科基金课题项目。著有《清代广东朴学研
究》，合著有《近九十年史学理论要籍提要》、《中国历史》、《广东省出版志》、《先因后创与不
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广东通史》、《广东省社会科学志》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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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岭南大儒-陈澧》

书籍目录

第一章 少年时代　一、家世　二、私塾读书　三、肄业粤秀书院第二章 漫长的会试之路　一、初出
岭南　二、洋商的女婿　三、科考场上的失意者第三章 早期的学术探索　一、学海堂的后起之秀　二
、广泛的兴趣爱好　三、多头并进的学术著述　四、师友交游之谊第四章 困境中的坚持　一、避难萝
岗洞　二、身处围城之中　三、寓居横沙村　四、丰硕的学术成果　五、学术思想的转变第五章 繁忙
的文化活动　一、重开学海堂　二、总校舆图局　三、掌教菊坡精舍　四、主持广东书局第六章 晚年
岁月　一、与疾病顽强拼搏　二、《东塾读书记》的写作　三、逝世及其遗稿　四、余论大事年表主
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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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岭南大儒-陈澧》

章节摘录

插图：私塾第一位老师是他的表兄徐达夫，授读《论语》、《唐诗》。徐达夫是一位科举考场不济的
失意文人。他第一次院试不理想，一气之下竟有10余年时间不参加童试。10余年后再参加应试，又未
考取，又一气之下远离广州，跑到徐闻去。徐闻位于雷州半岛，在广东属于僻远贫穷之地，徐达夫在
此居住长达7年，穷困潦倒，意气消沉，反映他个性有些乖张倔强。徐达夫授读半年后离去，继任者
为尉继莲，浙江山阴人。尉先生也曾是陈澧父亲、叔叔的授业老师。此时陈澧侄子陈宗元也一同读书
塾中。陈宗元，字小峰，他比陈澧长一岁.叔侄二人年龄相仿，同窗共读，关系亲密。尉先生当时年
已70余岁，秃顶，双目近视，家境贫穷，衣服又破又旧。但尉先生毫不在意，每日以吟诗为乐，是一
位性格开朗、乐天知命的老学究人物。有一次，陈澧叔叔陈大纶与尉继莲聊天。闲谈之中。陈大纶问
道：  “先生有没有需要用钱的地方？”尉先生摇摇头说：“我不用钱，你不用费心。”陈大纶只好
无言而退。陈澧父亲知道此事后对陈大纶说：  “你不知道尉先生的性情吗？我不敢问，你为何这么
冒失地问他呢？”这件小事给陈澧的印象十分深刻，令他对尉先生肃然起敬，他后来在《书尉先生》
一文中回忆说：  “先生一老诸生，狷介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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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岭南大儒-陈澧》

后记

陈澧是清代广东最负盛名，也是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教育家，后人将他与明代广东大儒陈白沙并称
为“岭学二陈”。他是岭南文化的代表和骄傲，而且跻身全国一流学者之列，是名副其实的大宗儒师
，受到学界普遍尊崇敬仰。今人王元化认为：“清自乾嘉之后，陈澧、朱一新辈，皆着力阐述治学态
度与治学精神，倡导一种优良学风，为前人所忽略，亦未为后人所关注。当时学术界偏重政治之改革
，无暇顾及学术自身之问题。康、梁、严复诸人，变法维新之书。世相争阅。陈澧、朱一新之论虽精
，关系中国学术文化发展虽巨，但风尚所偏，终为所掩。”新中国成立以来，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
因，大陆学界对陈澧重视不够，研究比较薄弱。最明显的是，直到今天为止，仍未召开过一次纪念他
的学术讨论会。相反，在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有关他的研究却相当可观，但多集中于研究他的音
韵、书法及诗词方面.显得比较褊狭。现在，情况开始有所改变好转。如他被选为广东省首批“南粤先
贤”之一；他的代表作《东塾读书记》收入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之中；规
模部帙较大、内容比较齐全的《陈澧集》也终于出版发行；此外还有像《陈澧思想研究》等专著的问
世等等。这些都是值得欣慰的可喜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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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岭南大儒-陈澧》

编辑推荐

《清代岭南大儒:陈澧》：广东历史文化名人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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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岭南大儒-陈澧》

精彩短评

1、资料翔实，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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