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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物小传

杜泽逊，1963 年生，山东滕州人，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席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现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

划领导小组成员，著有《文献学概要》《四库存目标注》等作品。2022 年开始担任山

东省重大文化工程《齐鲁文库·典籍编》主编。

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学者？带着这个

问题回顾杜泽逊的学术经历，会发现他给

出的答案简单而明确：坚持下“笨功夫”。

坚持下“笨功夫”，源于严谨的治学态

度。誊抄“四库全书存目”中 6793 种书的详

细信息、阅览“存目”书籍善本 5000 余种、反

复审看 200 多万页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书稿……在学术道路上，杜泽逊努力追寻、

整理古书，让这些珍贵的历史典籍以更加

鲜活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坚持下“笨功夫”，动力出自对文化传

承的使命感。在杜泽逊眼里，历史典籍“记

载了古人的社会理想、家国情怀、精神追

求、思维方式和价值理念”，要全力守护，把

它们传递到下一代的手中。正是这种责任

感，促使他沉下心，用自己的努力为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贡献力量。

治学需下“笨功夫”
吴   凯

“夫 风 化 者 ，自 上 而 行 于 下 者

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夫君子之

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河北

衡水市桃城区沁园社区居民活动中

心里，家长和孩子们正坐在书桌旁，

跟随张兵诵读古籍经典篇章。

作为衡水市初心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负责人，张兵（见上图，王天祥

摄）长 期 致 力 于 传 承 弘 扬 家 风 文

化 。“ 好 家 风 如 化 雨 春 风 ，滋 润 心

灵。”张兵说，传承弘扬家风文化是

值得用一生去奋斗的事业。

“‘忠厚做人，诚信待人’‘有能

力就要为社会作贡献’……这些是

长辈们过去常念叨的话。”今年 55
岁的张兵回忆，小时候父母总是以

身作则，敦促自己要好读书、读好

书，打好基础。

2011 年开始，张兵和妻子郭天

宁在桃城区华庭社区组织每周两次

的亲子读书活动，两人也担任义务

的授课老师。“我们希望通过读书活

动，让孩子们在父母的陪伴下，浸润

于传统文化之中。”张兵介绍，他们

精心挑选了《孟子》《论语》《诗经》等书目，围绕传统美德、家风文

化等主题展开授课，吸引家长和孩子们加入。

随着越来越多家长带着孩子加入课堂，张兵又在思考，如何

将读书活动办得更加丰富、更有内涵。于是，他邀请和鼓励更多

家长参与到授课老师的队伍中。“2011 年我来参加亲子读书活

动，后来又成为第一批主动担任授课老师的家长，在教学过程

中，我也对家风文化有了更深的体会。”华庭社区居民王亚红

说。近些年来，共有 120 余人加入授课教师队伍，让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走近更多人。

传承家风家训，重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近年来，张兵不

断丰富学习的形式：建立微信群，在线上开展丰富多彩的读书分

享活动；组织“传承好家教   弘扬好家风”亲子石绘、幸福家庭成

长营等线下活动；举办主题读书会，共读《好家庭   好家教   好

家风》等书籍，在分享中加深理解……

2019 年，在张兵与其他志愿者的共同推动下，衡水市初心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成立。“借助这一平台，我们能够提供更多免费的

课程和志愿服务。”张兵介绍，“在田学堂   亲子共读”经典诵读志

愿服务项目便是其中之一。如今，“在田学堂”已经组织了近 3000期

课程，服务 1200 余个家庭。此外，中心还推动建立沁园家风馆，

设置了社区家风等九大展区，并在馆内安装了电子触摸屏，增强

互动性。今年 3月正式开馆以来，已有上万人次前来参观。

2024 年第二季度，张兵获“中国好人”称号。“看到家长和孩

子们的成长，我由衷感到开心。”张兵说，“未来，我会不断创新形

式、丰富内容，更好传承弘扬家风文化，让更多人发现传统之美，

让好家风涵养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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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南京 11月 20日电   （记者尹晓宇）中共中央台办、国务

院台办 20 日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台商座谈会。近百位台湾工

商团体、大陆台商代表参与座谈交流。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在座谈会上表示，中共

二十届三中全会对新时代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作出的科学擘画和战略部署，将为台商台胞在大陆发展提

供崭新机遇和广阔空间。大陆经济行稳致远、持续向好，仍是广

大台商台胞发展事业的最佳选择。我们将贯彻落实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完善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制度和政策，深化两

岸融合发展，助力台商台胞发展新质生产力、融入新发展格局。

希望广大台商台胞坚守民族大义，坚持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

二共识”，旗帜鲜明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积极参与

两岸交流合作，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见证者、建设者和获益者，

共同壮大中华民族经济，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与会台湾工商团体、台企、在大陆创业台青代表在发言中表

示，大陆经济发展前景光明，他们对扎根大陆发展充满信心，将

抢抓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历史机遇，积极参与两岸产业链

供应链合作、融合发展，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要

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心声，台胞台企

愿意继续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反对“台独”分裂、推动两岸关系

和平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贡献。与会台商台

青还对加强两岸工商团体交流、支持台湾青年到大陆就业创业

等提出建议。

有关部委和江苏省相关负责人参加座谈会。座谈会后，与会台

商代表与大陆企业家开展了联谊活动，共叙友情，共商合作。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在苏州举办台商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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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长沙 11 月 20 日电   （记者

孙超）20 日 ，“中 华 典 籍 中 的 人 权 理

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大学岳麓

书院举行。国内外人权领域、国学领

域 的 权 威 学 者 齐 聚 一 堂 ，共 同 围 绕

“中华典籍中的人权理念”这一重要

主题展开研讨，挖掘和阐发中华经典

文献中的人权理念，促进文明交流互

鉴，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贡献智慧和

力量。

与会专家认为，人权理念作为人

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化

中也有着深厚的根基和独特的表达。

中华典籍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哲

学思想、伦理道德和政治智慧。中华

典籍中的人权理念不仅是中华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全人类共同的

精神财富。

在研讨会开幕式的致辞中，意大

利中国丝绸之路文化交流合作中心

主席梅毕娜表示，意大利和中国都是

文化大国，在两国历史发展过程中，

都 发 展 出 了 一 些 重 要 的 人 权 观 念 。

发掘和利用好这样的历史和文化基

础，两个文化大国就可以共同工作、

共 同 努 力 ，推 进 人 权 事 业 的 共 同

进步。

中 国 人 权 研 究 会 副 会 长 鲁 广 锦

说，中华传统文明所提倡的人本、民

本、仁爱等理念，重视人的生命价值、

重视人的尊严、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等理念，对人之为人

的价值和人之存在的意义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和思考，

建构起风格独特的人权思维逻辑体系。

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介绍，包容

开放的儒家思想对现代人权理念是敞开的。强调社会意识和

责任观念的儒家文明，为推动全球文明交流互鉴、丰富人类人

权文明形态，提供了有益的多元视角和智慧源泉。

研讨会还设立了主论坛和平行分论坛。来自中国、美国、

加拿大、意大利、印度、巴基斯坦、日本等国家的 200 余名专家

学者与联合国国际机构代表，以及国内有关部门、高校和社会

组织代表参会研讨。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人权研究会、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大学

主办，由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湖南大学法学院、湖南广播电视台

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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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冬 的 山 东 大 学 校 园 ，静 谧 清 新 。 清

晨时分，绕过曲折的走廊，记者走进位于山

东 大 学 中 心 校 区 文 史 楼 北 楼 二 层 的“ 校

经处”。

走进房间，只见中间摆着一张长条桌，

桌上摆满书籍资料。在成摞的古籍中，杜泽

逊（见右图，山东大学党委宣传部供图）正聚

精会神地对从《永乐大典》拆解出的切片进

行整理。校勘、标点、注释……从事古籍整

理研究近 40 年，杜泽逊孜孜不倦，不曾懈怠。

“寻书、读书成为生活
中最大的乐趣”

杜 泽 逊 的 父 亲 是 一 名 语 文 教 师 ，喜 爱

读书。耳濡目染下，杜泽逊从小就喜欢阅

读。受父亲启迪，杜泽逊逐渐学会“带着问

题读书”。比如读《红楼梦》时，父亲为他借

阅 徐 振 贵 编 著 的《〈红 楼 梦〉注 释》配 合 阅

读，对书中出现的古代文化常识、典章制度

等，杜泽逊都会详细地查阅摘抄。

读 中 学 期 间 ，杜 泽 逊 最 常 借 阅 的 书 籍

之一是《古文选读》。“这本书编选了许多经

典古文，我爱不释手。”从那时起，他就为自

己定下高考时考取中文系的目标。

1981 年 ，杜 泽 逊 如 愿 考 入 山 东 大 学 中

文系。步入校园，他沉浸在浓厚的治学氛

围 中 ，一 有 空 闲 ，就 想 方 设 法 借 阅 各 类 古

籍。“只要是跟古籍有关的，我都会借来阅

读。”校园中，杜泽逊最常去的地方就是图

书馆，经常一坐就是一整天。

大 二 那 年 ，杜 泽 逊 在 图 书 馆 里 发 现 了

一套叫作《联绵字典》的书，这是解释双声

叠韵词的词典。由于无人借阅，封面此前

落满灰尘。杜泽逊拂去灰尘，翻开词典，一

张作者符定一的照片映入眼帘。照片中，

编 纂 该 书 的 手 稿 高 度 已 超 过 符 定 一 的 身

高。杜泽逊深受震撼，在心底立志：刻苦钻

研，努力成为像符定一一样的学者。

研究古籍，需要大量阅读做基础，杜泽

逊乐此不疲，“寻书、读书成为生活中最大

的乐趣”。杜泽逊常常跑到山东省济南市

纬三路上的古旧书店，一头扎进书堆，找寻

各类古籍。一次，为购买《十三经注疏》，杜

泽逊省吃俭用了一段时间，才凑够了买书

的 钱 ，“ 宁 愿 饿 肚 子 ，我 也 要 买 到 想 看

的书。”

1985 年，山东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开设

第一届研究生班，杜泽逊毫不犹豫选择报

考。读研期间，他刻苦钻研版本学、目录学

等专业课程。1987 年，研究生毕业的杜泽逊

留校任教，担任历史学家王绍曾教授的助

教，全身心投入文献典籍整理研究工作。

“一次淘书经历开启了
15年的研究之路”

1987 年 开 始 ，杜 泽 逊 跟 随 王 绍 曾 参 与

《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编纂工作。此后，杜泽

逊多次赶往北京送稿。每次到北京出差，杜

泽逊都有一个习惯——去琉璃厂淘古书。

1992 年 冬 天 ，来 北 京 送 稿 的 杜 泽 逊 照

例到琉璃厂淘书。寻觅半日，杜泽逊发现

了一套四册的《四库全书附存目录》刻本。

“《四库全书》是我研究生阶段的研究重点，

这套书可以帮助我对‘四库全书存目’进行

细致研究。”杜泽逊回忆，“没想到，一次淘

书经历开启了 15 年的研究之路。”

《四库全书总目》共记载 1 万多种书，其

中 约 1/3 被 收 入《四 库 全 书》，而 6793 种 书

没有被收录，只出现提要，称作“四库全书

存 目 ”。“‘ 存 目 ’书 籍 中 不 乏 顾 炎 武 、汤 显

祖、袁宏道等名人的著作，研究整理这些书

籍的版本、特征等，对于推动古籍传承具有

重要意义。”回到济南后，杜泽逊迅速投入

“存目”研究，着手撰写一份“存目”传世情

况的详尽调查报告。

杜 泽 逊 买 了 十 几 个 硬 皮 本 子 ，和 妻 子

分工协作，把“存目”中 6793 种书的书名、卷

数、著者及朝代细致誊抄。一有出差机会，

杜泽逊就揣着本子，到当地寻找相关书籍

的下落。

正当杜泽逊紧张收集“存目”书籍、对

“存目”进行研究时，第三次全国古籍整理出

版规划会议召开。会上，原文化部文物鉴定

委员会委员周绍良提议编印《四库全书存目

丛书》。知道这一消息后，杜泽逊将自己的

研究计划整理出来，邮寄给相关单位的多位

专家。很快，专家们回信表示支持。

1993 年，《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编纂出

版工作委员会于北京大学成立，并邀请杜

泽逊担任编委，专门对“存目”书籍传世版

本进行调查鉴定工作。

1994 年 ，杜 泽 逊 来 到 北 京 大 学 ，投 入

“存目”编纂工作中。“将‘存目’中的古籍原

原本本影印出来，绝非易事，要进行细致的

鉴定核校工作。”为了高质量完成古籍整理

工作，杜泽逊几乎每天都要工作超过 12 个

小时。

历时 4 年，1997 年 10 月底，《四库全书存

目丛书》编纂工作完成。在丛书编纂过程

中，杜泽逊阅览“存目”书籍善本 5000 余种，

丛书共计 1200 册、200 多万页。此后，他又

把目标定在《四库存目标注》，直到 2007 年，

这套书最终出版。

“让古老典籍重焕生机，
我们责无旁贷”

2022 年 ，山 东 省 启 动 大 型 文 脉 工 程

——《齐鲁文库》编纂工作，《齐鲁文库》共

分典籍、研究、史志、红色文献等九编，成书

规 模 约 13 亿 字 ，共 计 4000 多 册 。 2023 年

秋，《齐鲁文库》首批成果在山东曲阜尼山

讲 堂 亮 相 ，首 批 成 果 170 册 ，收 入 264 种 经

典古籍，影印清晰，装潢精美。

其中，《齐鲁文库·典籍编》收录有关山

东的传统古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部。

作为《齐鲁文库·典籍编》主编，杜泽逊带领

团队一道搜寻海内外图书馆、博物馆等公共

收藏单位以及私人收藏中的相关文献，让更

多藏在“深闺”的典籍版本与大众见面。

“系统收集整理文献，把珍贵古籍影印

出来，这是帮助学者阅读、整理、注释古籍

的可靠方式，也是保存古籍原貌、赓续文脉

的必要手段。”杜泽逊说。

例如，在清朝道光时期，山东的金石学

研究处于全国前列，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

金石学家陈介祺。编纂过程中，项目团队

从国家博物馆得到陈介祺手稿，仔细分辨

发现其中包含 6 种古籍，扫描影印后，将其

全部收录进《齐鲁文库·典籍编》。“这是 6 种

古籍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中，对于我国

金石学研究大有裨益。”杜泽逊说。

文 献 典 籍 浩 如 烟 海 ，一 种 古 籍 可 能 有

众多版本。选择收录哪一种版本，需要研

究人员一丝不苟地进行调查研究。

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其传本、抄本存

世众多。杜泽逊查阅大量文献资料，邀请

相关学者研讨，经过论证得出山东博物馆

所藏的清代乾隆年间抄本较为原始，内容

全面。随后，杜泽逊与团队成员将这一抄

本通过高拍仪、扫描仪等设备进行扫描，收

录进《齐鲁文库·典籍编》。

“每一种历史典籍版本得以留存至今，

背后都饱经风霜，需要我们悉心整理，努力

使它们留存世间、传承后代。”杜泽逊说，按

照规划，《齐鲁文库》整体工作将在 10 年内

完 成 ，“ 让 古 老 典 籍 重 焕 生 机 ，我 们 责 无

旁贷。”

 山东大学文学院讲席教授杜泽逊从事古籍整理研究近 40 年—

努力使古籍留存世间、传承后代
本报记者   肖家鑫   王   者

本报北京 11月 20日电   （记者吴丹）教育部日前印发通知，

对做好 2025年普通高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进行部署，要求各

地各有关高校进一步建立健全监管机制、持续深化改革成效、加强

过程规范管理，确保有关特殊类型招生工作公平公正、安全有序。

通知要求，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和招生考试机构要加强对属

地高校特殊类型考试招生工作的统筹和指导，严格审核属地高

校的考试招生工作办法，强化监督检查。高校要进一步落实主

体责任，认真全面总结艺术类专业、高水平运动队招生改革工作

经验，优化考试及招生录取工作办法，对照有关工作规定，完善

省级统考内容。各地和有关高校要加强正面宣传和政策权威解

读，主动做好信息发布、考生提醒、咨询服务。深入开展诚信考

试教育，引导考生遵守考试纪律，规范考试行为，抵制考试违纪。

教育部部署做好 2025 年普通高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

近年来，四川省华蓥市把新质生产力作为深入推进新型工业化、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着力点，支持企业智能化、数字

化改造，推动高质量发展。

图为华蓥市一家工厂内，工作人员正在操作设备。 邱海鹰摄（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