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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空灵安静的

地方，更有益于学问。

在合肥汲桥路深

处，便有这样一座安静

的书院，名“秋浦”。

院长张真已经记

不清办过多少次公益

讲座了，在他心目中，

书院的创办和每月定

期的大型公益讲座，是

秋浦书院为民族文化

的传承和发扬光大而

竭尽全力。

因而，2012 年 10

月23日，“秋浦书院”

的揭牌仪式是静悄悄

的。

秋浦书院因秋浦

河而得名。秋浦河又

因名士李白闻名，李白

在秋浦回望人生，思辨

得失，以 17 首秋浦歌

来承载其心念流转，悟

道归真的心境历程，因

此，秋浦河也是载道之

河。秋浦河与庄子秋

水有着移情之会转，书

院名为秋浦，意在承载

秋浦道风，弘扬老庄文

化。

直至今日，秋浦书

院奉行的准则不变。

回忆去年筹办首届布衣祭庄大典

的情景，张真还历历在目：倡议发出

后，得到众多人的响应，主办方从中挑

出100位《道德经》与《庄子》爱好者参

加祭祀。活动内容包括祭庄、讲学、诵

读《道德经》和“琴台雅集”。

当时参加的人都是老庄文化研

究专家、学者及《庄子》爱好者，其中

不少人来自日本、韩国、台湾、香港

等地。

整个祭祀活动程序简单，但庄严肃

穆。在悠雅的古琴声中，100名参祭人

员向庄子坐像行祭礼，敬献香、花、水、

酒、五谷等，并依次宣读《香赞》、《花

赞》、《水赞》、《酒赞》、《五谷赞》。主祭

宣读祭庄文后，100名参祭人员盘腿席

地而坐，鼓盆齐诵庄子《天道》，表达对

先哲庄子的敬仰。

而今年的典礼，初定于2013年 5

月1日到5月3日，由于场地限制，只接

受前200人的报名。目前报名也正在

进行之中。

“在庄子故里举办全球祭祀庄子大

典活动，为弘扬传统国学文化，提高庄

子故里知名度和美誉度。”张真深信，

通过这项公益文化活动的举办，势必让

传统文化给后代带来更大的影响和传

承。

全球布衣“祭庄”大典

古人讲究天人合一，读书也要选

个清静、灵秀的所在。所以，选择远离

城市的安静地方，是秋浦书院最初的

考虑。

张真说，自从唐代初年产生，到清末

退出历史舞台，古老的书院体系在中国

存在了1000多年。书院是中国古代社

会特有的教育组织形式，是实施藏书、教

学与研究三结合的高等教育机构。它的

特点就是为了教育、培养人的学问和德

性，而不是为了应试获取功名。

随着时代的发展、信息的沟通，西方

文化对中国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大，各式

各样的大学旨在培养社会需要的技能型

人才，而重性培德的书院却在逐渐没落，

秋浦书院便是针对这种现状以重启人性

道德和良知为目的而建。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

之。笃行之。”这便是书院的院训。

每个进入学院的学员，都可以在这里读

经典、听讲座、品香茶、吃素斋、聆古

琴、观茶道。

“在这里，你学到的不仅是知识，更

重要的是智慧。”采访中，张真强调。

安静的读书之地

秋浦书院筵请对中国文化或东方

文化深造有得的文化学者、修学行者为

老师，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

学活动，继承和阐扬中国的优秀文化遗

产，加深当代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内

在的感受能力。

公益讲座是书院力行准则的行为

之一。成立之初，这项免费课程，已有

数百人参加并从中深深受益。与此同

时，书院也及时地开设与组织了相关的

国学交流活动等等。

张真介绍，参加讲座的多数都是

知识分子，有公务员、高校老师、私企

老总等，其中不乏有家长带孩子来学

习的。一般上午讲座之后，下午还有

相应的交流活动。

“有一位合肥工业大学的博士生导

师、教授，每次来听讲座，都带着他的

学生们。我还记得他第一次来的发言：

‘我今天才听明白，你讲的不是知识，

而是智慧。’”张真说，类似这样从讲座

里受益的人，还有很多。

采访中，偶遇淮南市茶文化协会

秘书长程龙伟，他也是通过微博慕名前

来学习的人：“我第一次来听的讲座是

《庄子大宗师》，它并不是单纯的一次

讲课和对文本的解读，而是通过它学会

开启思考的方式，增强认知的程度。”

阐扬古老的文化

秋浦书院

灵秀的清静之所

合肥这座现代化的大都市里，总有一

丝古典韵味让人流连。或是巷子里的陶

瓷馆，或是隐于市的古书店……每一个古

典的物品，都有一个古典的故事。本期策

划，就带你寻找合肥城市里的古典元素。

采访对象包括合肥陶艺馆、古茶会、书院

和古书店。

云海阁

小天地中藏古籍
古书，沉淀百年的厚重与优美呈现中国悠久传统文

化的内在力量，倡导读者回归质朴、平和的本初心境，让

人感受传统文化之美而淘澄心性、陶冶情趣。

正是古书有这样的力量，才让云海阁的主人朱晓毅

对它痴迷不已。

保留江淮的传统文化

从父亲那里接手的古籍，是朱晓毅最初对它的认知。

父亲在合肥城隍庙经营的是一家古玩店，在这里，

更多的是瓷器和玉器。古籍只是店里不起眼的一小部

分。但是不知为何，朱晓毅对古籍的兴趣浓厚。

每次淘到古籍，朱晓毅总是要反复细读，通晓著书之

人、书的内容和背景：“阅读古籍，不仅能让我了解当时的

人文背景，还能提高我的语言能力和人文素养。”

朱晓毅经常和一些江浙书友来往，当他看到在一些

拍卖会上，只要有江浙的古籍文献，那些书友们无论要

花多大代价都会拍下时，心里有点不是滋味。因为有很

多安徽的珍贵书籍，当代的安徽人都没能保留下来。因

而，在古籍书店生存仍旧艰难的今天，朱晓毅想以此创

立一个平台，联系书友们把安徽的古代传统文化的书籍

全部留在江淮大地。

萌生寻书的想法

某日，朱晓毅的店里来了一位客人，通过交谈，才得

知原来这位浙江大学数学系的教授，来合肥出差，偶然

路过此处发现店里有清代木刻的数学书《训蒙捷径》：

“太好了！我和我父亲（退休的浙江师范大学的数学系

教授）正在做个课题，是关于小孩如何在启蒙期把数学

学好的内容，正在寻找古代教学方法的资料，这本书就

是教几何的方法。”

教授高兴地买书离去，但却让朱晓毅萌生了为书友

们寻书的想法：“一些书友想找需要的书，可以通过我的

平台和资源，帮他们完成。”

寻书的办法后来帮助了很多人。

当一个河南籍居住在合肥的小伙子听说后，提出让

朱晓毅帮寻一本连环画《黄河滩上的血泪仇》。朱晓毅

不负所托，当小伙子拿到这本书后，才告知书里主人公

的原型就是他的爷爷。

朱晓毅说，下一步，他还想办个安徽的书友会，把全省

爱好古籍的人聚集在一起，共同维护好我们的传统文化。

秋浦书院国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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