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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的活水

源头。本文将从张载关学文化的历史、现状与特性，“两

创”的内涵分析、路径分析三个方面进行阐释。

张载关学文化的历史、现状与特性

张载关学文化是宋明理学的源头与主脉，集中体现了

宋元明清时期以关中为核心区域的陕西文化的思想面貌与

精神特质。

1、历史的传承性

“关学”是一个理学学派，由北宋哲学家张载创立。

“北宋关学”是一个独立学派，是关学宗源、理学根脉。

金元时期的关学则面临着张载之学的“中绝”，关中文化

以洛学、朱子学及儒学的传承等为主。明代，关学复兴，

形成了域内的三原学派、长安学派等非单一独立学派。清

代关学仍旧是多学派并存，并对宋明理学进行总结，以及因

应时变而完成关学的近代转型，使传统关学走向了终结。

历 史 地 看 ， 张 载 关 学 文 化 不 仅 仅 是 一 种 宋 明 理 学 文

化，尤其是它在历史长河中的传承性。其实，张载关学文

化的传承有三种基本类型，都源自于张载的人生境遇、生

命志趣，即讲学著书、治国理政、社会实践。第一，讲学

著书。从自冯从吾到张骥对关学人物的梳理来看，学者的

理论传承与创造只是关学存续的三分之一。如在张载的弟

子 中 ， 具 有 理 论 创 新 特 征 的 唯 属 吕 大 临 和 李 复 二 人 。 第

二，治国理政，包括治国与保国。张载关学文化思想的传

播与理念的实践更凸显出其学派的“实学”特质。张载的

其他弟子，或为官，或为将，历代关学学者也不乏有政绩

与战绩者。第三，社会实践，以《吕氏乡约》为核心。[2]张

载弟子吕大钧所创制并在家乡推广，[3]从朱熹、吕柟、王阳

明、梁漱溟到如今乡村振兴战略都受其影响。[4]

2、研究的深入性

一千年张载，八百年关学，百余年研究，张载关学文

化研究已经出现了繁荣的局面，尤其是在2020年张载诞辰

千年之际更是盛况空前。根据不完全统计，张载关学文化

研究的中文著作有240余种，国家级与省部级（人文）社会

科学基金项目约90余项。根据中国知网总库收录的文章，

以 “ 关 学 ” 进 行 主 题 （ 或 篇 名 ） 检 索 与 查 验 ， 约 有 文 章

1000余篇（370余篇）；以“张载”进行主题（或篇名）检

索与查验，约有文章3900余篇（1160余篇）。[5]

张载关学文化研究的主题也日益深入和细化。整体而

言，主要包括三方面。

第一，关学概念与关学史的研究。研究范式和知识体

系的多元性要求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进行新的思

考，对于关学概念、关学史的探讨正是如此。学者们在不

同历史时期对“关学”概念理解和界定、宋元明清关学传

承基准、关学历史纵向演变脉络、关中理学横向结构关系

等都进行了探讨。[6]关学概念与关学史的讨论是关学研究的

一个基本主题，从根源上决定着关学研究的未来走向。

第二，关学人物的文献整理与学术研究。长期以来，

张 载 的 文 献 整 理 与 学 术 研 究 是 其 核 心 。 这 一 研 究 的 不 平

衡，既与张载的思想深刻性与历史价值有关，也与对关学

史的研究和重视不足有关。关学史的研究长期对张载之后

的关学学者重视不够，相关学者的成果也未能引起学界的

足够重视。同时，在已有成果的交流、传播缺乏足够的主

动性。

第 三 ， 关 学 精 神 价 值 的 研 究 。 这 是 关 学 研 究 的 重 要

主题与特色内容，赵馥洁长期持续关注和研究这一主题，

《关学精神论》是其代表作。随着关学文献整理与人物研

究的深入与细化，这一主题的研究势必会更加丰富多彩。

同时，围绕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挖掘关学精神价值的当

代意义与未来意义，也应成为学者关注的新视野。

3、文化的人民性

张 载 关 学 不 仅 是 要 创 造 精 深 理 论 ， 更 是 怀 着 极 强 的

生民情怀与现实关怀，积极从事社会实践与社会服务。张

载“为生民立命”的理念从根上决定了关学文化的“人民

性”。 [7]张载关学文化不仅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也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可或缺的文

化源泉，如“横渠四句”“民胞物与”“天人合一”等观

念是对中国文化根本精神、根本性质的高度凝练，这都是

关学文化、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重大贡献。因此，围绕

“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理念”，[8]应成为学者研究、激活张载

关学文化现实性的根本原则。我们现在研究、传播张载关

学，需要面向整个社会，针对不同的阶层和群体，有针对

性地诠释、解读、转化运用，讲人们听得懂、能接受的张

载关学文化，服务于社会需求和时代精神。

张载关学文化“两创”的内涵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对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下过明确的

定义：创造性转化，就是要按照时代特点和要求，对那些

至今仍有借鉴价值的内涵和陈旧的表现形式加以改造，赋

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激活其生命力；创新

性发展，就是要按照时代的新进步新进展，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内涵加以补充、拓展、完善，增强其影响力和感

召力。[9]

第 一 ， 张 载 关 学 文 化 研 究 的 基 本 目 标 是 搞 清 楚 关 学

是什么，尽可能地还原关学的历史真实，阐明关学的思想

原貌，这主要是纯粹的理论研究，包括哲学研究、历史研

究、文学研究等。

第二，张载关学的创造性转化，不是对关学的简单继

承、传承。我们的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人们对精神文化的诉求日新月异。这就要求我们要构建融

入新时代的话语和叙事体系，沟通理论阐释与实践升华，

打造融通古今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来讲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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