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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实践推进理论创新 用新理论指导新实践

“张薰华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召开

由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主办、

复旦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学研究中心承办的“张薰华

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

新”（高峰）论坛12月18日召开。

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

江大学等校的 30 余位专家学者

参会。

从 1922 年复旦经济系建系

至今，复旦经济学科走过了近百

年历程。作为国内公认的经济学

理论教学和研究重镇，复旦在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过渡经

济学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方

面均做出了重要贡献。张薰华、

蒋学模、伍柏麟、洪远朋等老一辈

经济学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

治经济学发展贡献了复旦智慧。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一

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

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用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引领伟

大实践，本次论坛正是要结合新

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用新

的理论指导新实践，让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大地上展现

出更强大的真理力量。常务副校

长许征在致辞中鼓励经济学院师

生以张薰华先生为榜样，以学术

激扬提振理论底气、回应时代需

求，为形成建设“第一个复旦”新

气象、奋进“十四五”新局面，实现

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力

量。

会 议 分 两 个 板 块 进 行 研

讨。在“张薰华先生学术思想评

价与弘扬”议题中，专家们围绕

张先生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

学基础理论和对中国社会主义

实践的指导所做出的理论创新，

联系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系

统化理论”建设的现实意义进行

阐述。刘守英教授就中国土地

制度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与中国

共产党的“第二次理论飞跃”，总

结分享了张先生的学术贡献。

姚先国教授重点阐述了张薰华

先生在《资本论》研究中的“守正

创新”，以及他对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做出的杰出贡献，

评价张先生为名副其实、当之无

愧的“大先生”。朱国宏教授结

合我国经济理论界在积极推进

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创新方面

的代表性流派观点，指出张先生

在活用黑格尔辩证法方法

在“学习张薰华先生治学精

神、推进中特政治经济学创新发

展”议题中，专家们围绕张先生在

《资本论》研究中所做出的学术贡

献，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

济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基础性问

题、非公经济发展与共同富裕、商

品的社会使用价值及其意义、马

克思主义增长理论和数字劳动条

件下的“雇佣劳动论”等主题分享

心得。

会议充分体现出学术界从张

薰华先生治学风格中所得到的滋

养，即在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方法，将理论研究

扎根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土壤，

回应发展进程中所面临的新情

况、新问题，不断推出对中国建设

发展的新见解和新理论。

来源：经济学院

今天回顾张薰华先生人生经历，探讨其学术思想，正是对以张先

生为代表的复旦老一辈经济学家治学态度和实践精神的学习弘扬。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

字研究中心教授汪少华团队8年

磨一剑，整理《俞樾全集》，系统

呈现俞樾学术思想、文字作品，

新书12月25日发布。

被誉为“一代儒林宗硕，湛

思 而 通 识 之 人 ”的 俞 樾

（1821.12.25—1907.2.5）培养了章

太炎、吴昌硕等众多人才，既是

晚清汉学的绝响，又是清末民初

学术勃兴的前奏，对国学的传承

起到承前启后的作用，“蔚然为

东南大师”。晚年，俞樾命人在

杭州南高峰凿石壁，用洋铁箱密

封埋藏了近五百卷《春在堂全

书》，“藏之名山，以待其人”。如

今，在他诞辰200周年之际，包含

他毕生著述的《俞樾全集》得到

了精心整理出版。

《俞樾全集》由汪少华、王华

宝主编，江苏凤凰出版社出版，

全集 32 册、953 万字。中国训诂

学研究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出土

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刘

钊表示，《俞樾全集》是目前为止

收集俞樾著述最全、整理最深入

的丛书，补正和弥补了原来存在

的错误和缺漏。

“奉献一部后出转精的《俞

樾全集》优质整理本。”这是主编

汪少华主持整理《俞樾全集》的

目的。

2012年秋，中国训诂学研究

会学术年会期间，汪少华从研究

会同仁、东南大学王华宝教授处

得知一个消息，凤凰出版社申报

的《俞樾全集》列入“2011—2020

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王

华宝代表社方邀请他主持整理。

对这个邀约，汪少华欣然接

受。当时俞樾的部分著作已有

整理本问世，但尚无全集整理

本。在他看来，俞樾不可无全集

整理本，加上正在进行的《周礼

正义》点校颇有收获，且复旦不

轻视古籍整理，科研无量化考

核。

面对已有的点校本，某种意

义上其实是再点校。何为“再点

校”？“它是指在有条件的情况下

对已有古籍点校本的再次（重

新）点校，目的是对原有点校本

在标点、校勘两方面存在的错误

与缺漏进行订正弥补，所谓‘后

出转精’。”汪少华如此诠释自己

与团队成员所从事的这项“冷门

绝学”。

在 他 看 来 ，整 理《俞 樾 全

集》，关键在于，尽量做到校对不

错字、标点不破句。为此，以工

匠精神和精益求精的态度，将古

籍点校工作的质与量做到极致，

贯穿了《俞樾全集》整理的全过

程。

为求在质上取得成效，团队

不辞辛劳，反复校对，两位主编

分头再度核对底本，仔细斟酌标

点，改正错误，不放过一点瑕疵，

因《东瀛诗记》《东海投桃集》中

原有日本人名字号几处空缺，他

们特地请在京都大学做研究的

博士后查证资料，补出校记。

如此精益求精，“是为了给

大厨们提供尽可能好的食材”，

汪少华将相关学术共同体比作

一个厨房，其中，古籍研究者为

大厨，负责挖掘与烹调出各色食

材（古籍）的滋味，而古籍整理者

则是食材提供者，“我们的使命

是以工匠精神保证食材新鲜安

全无添加剂，让大厨们能用这份

食材作出更好的菜来。”

培养人才，则是《俞樾全集》

整理的另一重意义，“我指导的

两名博士生和一名硕士生以俞

樾著作研究为毕业论文选题，锻

炼古籍整理能力，顺利完成了学

位论文，各册整理者在点校的修

改 完 善 中 也 提 高 古 籍 整 理 水

平。”

《俞樾全集》整理的顺利结

项出版，除团队成员的密切协作

外，汪少华将之归功于复旦这个

平台，“是学校提供了充裕的空

间和宽松的氛围，没有量化考核

的压力，让我们能沉下心来专心

做古籍整理，从事冷门绝学。”

“所谓冷门绝学，也就是以

超常的时间与精力投入一般人

不愿或不能做的事情。”主持整

理出版《俞樾全集》期间，汪少华

点校的《周礼正义》获“致敬国

学：第二届全球华人国学大典”

国学成果奖，编著的《〈考工记〉

名物汇证》获“第五届中国出版

政府奖图书奖”。

文/李斯嘉 李琬

此次出版的新书，虽然以《春在堂全书》为底本，从量的方面来看已有突破，例如《曲园四书文》以光绪

十四年本为底本，增入光绪十九年本下卷与附刻的八股文29篇、试帖诗4首，增入《曲园拟墨》中的八股文1

篇、试帖诗8首，附录光绪二十三、二十四年《申报》发表的八股文2篇，这是同类整理本中没有的。

《俞樾全集》新书发布，不仅要通过纪念江南历史文化人

物传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更要适应时代发展要求，

秉承和倡导“学以致用”的精神，大力推动新时代中国优秀传

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服务新时代发展的需要。

在复旦土壤中在复旦土壤中，，以匠人精神治冷门绝学以匠人精神治冷门绝学
俞樾诞辰200周年纪念研讨会召开暨《俞樾全集》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