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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韵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程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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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宋韵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成长于两宋经济和技术上的斐然成绩，脱胎于宋元时期哲学与文化上的思

辨气质。其不仅对后世中国产生影响，也塑造了10至13世纪的东亚社会。宋代繁荣的社会生活为宋韵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提供了丰富

的资源，但其也面临着师资、课程编排等方面的难点。本文通过对宋韵文化可用资源的评估，探讨宋韵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原则和

措施。

关键词：宋韵文化；高校思政

两宋国祚延续三百余年，当代学者对其赞誉颇多，日本学者

宫崎市定将宋代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1]，黄纯艳教授认为

宋朝是东亚诸国中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宋代取得的经济成就和技

术成果，形成的哲学思想和文化气质，对后世中国产生了举足轻重

的影响，经济重心的南移也完成于这一时期。与此同时，宋朝也广

泛地影响了 10 至 13 世纪的东亚社会。鉴于两宋在古代中国乃至东

亚地区的重要地位，以及浙江对两宋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从宋代

历史文化中凝练而成的宋韵文化，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

重要标识。推动宋韵文化的研究和教学，促进宋韵文化融入高校思

政课程，是提升浙江文化软实力，打造文化金名片的重要途径。

浙江拥有的宋韵文化资源为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而当前学界缺少对宋韵文化的研究。运用好宋韵文化资源，有助于

提升高校思政课的思想性，有助于加强学生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认识和自豪感，对提升社会对浙江文化的认同和理解具有重要现实

价值。

一、宋代繁荣的社会生活

2007 年，南宋沉船“南海一号”出水。据学者估计，整船金、

银、瓷器等文物可能达到 6 至 8 万件 [2]。南海沉船的发掘，从微观

层面呈现了宋代社会生活的繁荣景象。

社会生产的蓬勃发展，是宋代繁荣生活的基础。以江浙地区

为例，“南宋时期，杭州早已是闻名遐迩的‘丝绸之府’，不但有官

营的绫锦院、文思院、染院等织造机构，民间私营丝织业的发展也

盛况空前。”[3] 江浙也是重要的瓷器产地，越窑、龙泉窑的瓷器得

到广泛青睐，“有些外国商人，如南宋后期阿曼人也在爪哇专门收

购中国瓷器。”[4] 造船业的发展从另一侧面反映宋代繁荣生活。“南

宋浙东路仅明、温、台沿海三州在籍的民船就近两万艘。”[5] 通过

港口与宋贸易的地方数量众多，“北宋时期与我国通商的海外国家

和地区有约 20 余处，主要集中在中南半岛和印尼群岛，而与南宋

有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加至 60 个以上，范围从南洋（南海），

西洋（印度）直至波斯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6]

当代考古发掘使我们得到更多例证，“印坦沉船中，越窑瓷器

占出水陶瓷器的 20% 至 30% ；而井里汶沉船中出水的 49 万多件器

物中，中国瓷器占了 75%，约 367000 余件。”[7] 即使是由于辽金的

政权而未与宋建立宗藩关系的朝鲜半岛，两国之间的私人商业贸易

依旧繁荣。“熙宁七年（1074 年）开始，高丽人来到中国从明州登岸、

到达明州后沿姚江进入浙东运河，再走钱塘江进入大运河，北上到

达汴京。”[8]

在这种基本稳定的国际交流中，江浙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

宋时期，“日本在博多港设立鸿胪馆招待中国商人。因为浙江沿海

港口距日本相对较近，所以很多商人从杭州或明州出发，到达日本

的博多。”[9] 南宋时期，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平清盛支持海外贸易活动，

中日海外交流开始双向互动。从博多至明州的海上航线成为中日交

流的重要航线，在长期的发展中，形成了以杭州、明州为代表的主

导型口岸，以温州、江阴、镇江、台州等为代表的辅助型口岸，以

及沿海市镇的补充型口岸。

文化学术在宋代也达到极高水准，“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

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10]，北宋诞生了洛学，关学，至南宋

形成了“朱熹为代表的道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以叶适为代

表的永嘉事功之学，以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

学派”[11]。宋实现了对东亚的文化输出，对东亚文明产生了深远的

影响。在宋代儒学的发展下，东亚世界产生了朝鲜儒学，日本儒

学等东亚儒学 [12]。在众多流派中，浙东学派在宋代独树一帜。浙

东路均以经世致用，实事实功为基本践行的准则。“陈傅良将陈亮

的思想归结为‘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13]

在务实事功精神的推动下，浙东学派提出了义利并重，农商皆本的

观念，强调对人的关怀。

宋代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其展现的繁荣

的社会文化生活，成为当下浙江建设宋韵文化品牌，进行宋韵文化

教育的宝贵资源。

二、宋韵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程的难点和矛盾

宋韵文化属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宋代历

史文化的总结和凝练。其在融入高校思政课过程中，也会遇到传统

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程过程中相似的难点和矛盾。

其一，拥有历史或古汉语学习和研究背景的高校师资力量不

足与宋韵文化课程对教师的历史文化素养要求更高的矛盾。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程，从空间上着眼于全国，从时间上着眼于

整个古代中国，教师可选取的材料和资源更为庞大，且笼统的传统

文化在知识处理上更简单。而教师对宋韵文化的教学则明显在空间

上聚焦于江浙地区或者东南地区，在时间上则聚焦于宋辽金元时期，

且更多的史事不再那样笼统和宽泛。这对教师储备的宋代历史知识

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加大了将宋韵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程的

难度。

其二，宋韵文化课程本身编排的困难与高校缺乏历史类课程

编排经验的矛盾。宋韵文化课程在史料运用上存在四方面难题。一

是两宋国祚达到 319 年，可供记录的史事数量庞大，使得教师选取

和组织史料难度增加。二是汉唐时期形成的中枢和地方制度，由于

唐末藩镇割据和五代战乱而发生变化。唐中后期形成的两税法也成

为古代中国税制和财政变革的标志。唐至宋正式完成了从寓兵于农

到财政募兵的转变，兵制方面也发生了变革。三是宋代印刷业发展，

文人奏疏、笔记等存世较多，使得研究宋代历史文化的史料巨增。

四是两宋周边情况不同于前代，早于自身建立的辽，西北有西夏，

南方有交趾、而后有金元，此外，由于宋代贸易的发达，东亚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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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宋的贸易交往频繁，使得宋代外交事务更为庞杂。

其三，高校人文类课程严重不足与高校有待投入资源建设宋

韵文化相关课程的矛盾。由于各种因素，人文学科的处境和地位较

为边缘，历史文化课程较少出现在高校教学中。在尚存的历史人文

类课程中，课程内容较宽泛浅显，存在学科性、学术性不足的问题。

以传统文化课为例，课程内容不依据于基础文献而多依赖二、三手

资料，使得教学内容对历史知识把握不准。随着学生对知识需求的

不断提高，学生对于复杂知识的需求也在增加，高等院校应该逐渐

将学术研究下的宋韵文化课程引入高校思政课程。

其四，学生对于传统文化认知不足，缺乏成体系的历史文化

知识与学习宋韵文化需要学生拥有一定历史文化素养之间的矛盾。

由于学生学科背景不同，获得历史文化知识的途径不同。这些因素

使得教师在将宋韵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程中存在材料选取、课程编

排上的问题。服务于高校思政的宋韵文化课程，一方面不能完全依

照宋史研究来进行教学，另一方面也不能在高校教学中脱离宋史研

究成果而失去学术性。高校教师还需要根据不同专业的学生安排不

同的教材内容，也增加了宋韵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程的难度。

三、宋韵文化可用资源评估

浙江拥有大量与宋韵文化相关的历史文化资源，其随着经济

社会发展而存留下来，带有那个时期的鲜明风格。文化资源具有两

种形态，其建筑、绘画、音乐、服饰等的物质形态和思想、价值观念、

风俗习惯、信仰等精神形态 [14]。宋韵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将运

用这两类资源，其中精神形态资源是课堂上讲授的重要资源。建筑、

服饰等物质形态的资源是加深学生情景和体验的重要材料，在宋韵

文化课程建设中起到辅助功能，

从精神形态的历史文化资源上看，浙东学派可以展示宋韵文

化的思辨之韵。浙东学派并非是一个统一的学术派别，其主要代表

有永嘉学派、金华学派和永康学派。各学派各有特点，但总体上均

重视事功，博采众长，强调入世和重视制度研究。其代表人物有永

嘉学派的薛季宣、叶适，永康学派的陈亮，以及金华学派的吕祖谦。

浙东学派的思想也影响到其它生产生活领域，如在医学方面，形成

了辨证施治的永嘉医派和朱震亨为代表的滋阴派。

宋代的建筑、绘画、服饰等文化资源的物质形态，则为宋韵

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程起辅助作用。江浙城市均拥有丰富的宋元时

期古建筑，比如杭州六和塔、宁波慈溪的宋代古塔、丽水时思寺的

大雄宝殿，温州泰顺境内的仙居桥，三条桥等浙南叠梁木拱桥，义

乌古月桥、东阳卢宅部分建筑。收藏于博物馆的宋元时期文物也是

极为重要的可用实体资源。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义乌柳青乡游览

亭村发掘宋代银器窖藏，其中宋六出花口银台盏，盏沿有一圈鎏金

连枝花纹装饰带，盏心印有各式人物图案，有倚翁酣睡的醉客，有

吹笛的文人像，民间宴饮的场景均有呈现。

其次为学生资源、教师资源与学校资源。在宋韵文化融入高

校思政课的过程中，课程内容应当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让高校学

生从自己的视角去理解宋文化、宋韵文化，发挥学生收集和归纳的

能动性。可采用观察法，对学生的课前、课中和课后的表现进行分

析 [15] 进行学情分析。也可通过和学生交流，获得学生对宋韵文化

课程的反馈。其三是采用测试法，用随堂或课后测试的方式，了解

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教师资源包括自身所受的学术训练，教育训

练和教学经验以及政治信仰[16]。各大高校应开展历史文化课程方面，

依托学校特色，以学校专业为背景进行相关的课程建设和编排，在

偏重建筑专业的高等院校，可以将建筑专业知识和宋代的建筑技术

相结合。在偏重人文师范类的高等院校，可以运用汉语言文学、历

史与高校思政合作创建课程。在偏重机械专业的高等院校，可以结

合宋代工匠技艺，宋代领先的技术来进行思政课程建设。

四、宋韵文化课融入高校思政课建设

笔者认为课程建设应坚持学术性和教学性并重的原则，“高等

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存在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高校所从事的教

育活动受到学术领域和它在当代的主要体现——学科专业的极大影

响。”[17] 高校课程的编制应考虑学术研究，而不可仅满足于通俗与

普及。

宋韵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一方面是将宋韵文化融入高校原

有思政课中。教师需要重新整理高校思政课的素材，针对不同专业

的学生，开发不同类型的融合宋韵文化的教学内容。比如面对旅游

专业学生，以宋韵文化遗产作为该专业学生的知识切入点。面对汉

语言专业以及高职的文秘、旅游专业，思政教师可使用宋史典故。

面对建筑专业的学生，可从本地遗存的宋代古建筑，宋代的建筑学

专著《营造法式》等书，讲授宋韵文化。具体到课程，《思想道德

和法治》中可运用宋韵文化材料较多，五代、宋元时期的历史典故

均可利用。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中，教师可以尝试宋韵

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

二是建设思政理论课配套的宋韵文化选修课。以公选课的形

式，借助宋韵文化促进思政教育。结构应采用从宏观到微观的模式，

首先以东亚的视角去理解宋韵文化，宋王朝是其作为东亚经济中枢

的地位，不论是辽、金、西夏，或者朝鲜半岛、日本岛、琉球或者

东南亚地区，都与宋朝有着紧密不可脱离的经济关系。而后，教师

可以从宋韵文化的各层面展开课程，如宋代的物质之韵、匠心之韵、

秩序之韵、思辨之韵、智识之韵等分章节展开，进而分析其精神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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