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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博物馆内，不仅有陈傅

良像，还有许多陈傅良著作。陈

傅良 9 岁时父母相继去世，由祖

母抚养成人。虽然家道贫穷，但

陈傅良勤奋好学，经常通宵达旦

读书，写得一手好文章，文采远

近闻名。26 岁时，陈傅良在城南

茶园学塾执教，由于教学方法

好，对科举时文很有心得，慕名

前来拜师学习的多达数百人，其

中就包括后来成为永嘉学派之集

大成者叶适。

名气渐大的陈傅良并没有骄

傲自满，而是更加虚心地向当时

的学术大儒郑伯熊、薛季宣请教

问学，学习薛氏的事功之学，打

下了扎实的学术基础。

南宋时期，薛季宣开创事功

之学，继之者陈傅良，集大成者

叶适，由于是温州(古称永嘉)学

者们发祥传播,故称永嘉学派。作

为永嘉学派的雏形，事功之学讲求

“利、义一致”、“德政结合”、“农商

并重”，经过薛季宣、陈傅良、叶适

三代师徒的传播和完善，永嘉学派

的观点主张日渐完善，与当时朱

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形成鼎

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但永嘉学派

主张为学必须务实，注重事功，

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倾向，这与

理学、心学的唯心主义主张并不

相同。

由中共瑞安市委宣传部、瑞安

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编纂，陈文锦

著的乡土文化教材《陈傅良》一书

中提到，乾道三年（1167 年），陈傅

良移居仙岩读书治学，期间培养出

许多著名弟子，如蔡幼学、曹叔远、

陈武、木天骏等。乾道六年（1170

年），陈傅良进入太学读书，学业因

此精进。

淳熙三年（1176 年），陈傅良

出任太学学录，他根据历代典籍记

载的史实材料，把前人的治国方略

和自己的政治主张结合起来，以史

料为根据，对执政者的思想、施政

方针和施政策略进行多方面探讨，

提出自己的见解和对策。该著作

旁征博引、条理清晰、思维缜密，被

看作“治世宝典”、“万世良策”，更

是被宋孝宗亲赐其名曰《八面锋》。

陈傅良主张经世致用，由此特

别重视实践，致力于研究当时现实

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治国方略。

他认为，南宋朝廷偏安东南一隅，

终非久远之计，应“结民心”“宽民

力”、处置冗兵、慎择官员、整顿财

税、励精图治、增强国力，方可恢复

中原。

陈氏家训脍炙人口 事功之学影响深远

“陈傅良的思想已是塘下独特的地域文化”

“陈氏众子孙，家训记分明，
人在世上过，须留好名声，从小
怀大志，读书要专精，只是无价
宝，勤奋得功名，成家先立业，勤
是致富根，三百六十行，不分尊
与卑……经商或办厂，诚信抵黄金，不欺又不诈，价实货要真，创业务求实，
守业要恒心……”4月5日11时许，50多名中小学生在塘川陈氏新宗祠内，
童声朗诵陈氏大宗新家训，回音绕梁，叩击心灵。

陈氏大宗新家训是从塘川陈氏族谱家训而来，2012 年由塘川陈氏宗
亲会修订而成，字字句句都体现陈傅良“经世致用”、“求真务实”的思想。
如今，陈氏后裔又将家训传给儿孙，子子孙孙铭记先祖精神。

永嘉学派的根本是“经

世致用”，其意在于研究“经

义”和“经制”，目的在于“治

事”，因此，它不做空洞的玄

学讨论，不发迂阔的议论，

提倡“讲实事、究实理、求实

效、谋实功”。这种崇实精

神反映在今天的塘下人身

上变成了埋头苦干、发展经

济、改善民生，促使塘下人

自强不息。

“虽然塘下的大多数企

业家对陈傅良并没有做过

深入的研究，但是他经世致

用、求真务实的思想在塘下

已形成一种地域文化，影响

着每一个塘下人。”浙江省

精湛化油器有限公司董事

长、塘下环保协会会长何建

东说。

何建东的创业历程，很

好 地 诠 释 了 陈 傅 良 的 思

想。1988 年，当时只有 15

岁的何建东就背着他的低

压电器走遍全国，挤火车、

吃路边摊，辛苦奔波，用行

动创造财富。在积累了第

一桶金后，他开始做汽摩配

零部件加工，埋头苦干，一

步一个脚印将小作坊发展

成大企业。

“在塘下，像我这个年

龄段的企业家基本上都是

这样走过来的，都是用汗水

换来财富。”何建东说，塘下

企业大多是专注于实业，这

从根本上，也是对陈傅良思

想的一种传承。

实际上，在塘下，除了

企业家，还有很多人怀念着

陈傅良。在塘下中学的校

园里，就有一尊陈傅良的石

像，该校的校训“厚德崇文

经世致用”也源自于陈傅良

的学说。

陈傅良继承发扬永嘉学派

俞海（瑞安市文联顾问、作家协
会名誉主席）：陈傅良是我们瑞安四

大先贤之一，对瑞安发展有重大的

影响。他到福建、湖南等地任职时，

为官一处，造福一方，给当地的发展

做出了很多贡献；晚年又潜心钻研，

著书立言，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

神财富。

他的著作是瓯越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一方面我们应该要更加

注重对其思想精髓的挖掘，另一方

面也要用好陈傅良这张金名片，做

好我市的文化建设。

陈钦益（瑞安市文物馆馆长）：
永嘉学派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政

策，主张工商业并重并给工商业者

以一定的自由发展机会，重利而取

之有道，契合了商品经济发展的要

求。南宋以来，温州一直是商贾集

居的地方。可以说，陈傅良的事功

之学经过后人发展，直接催生了

“温州模式”。

张金国（瑞安市书协副主席）：
陈傅良是永嘉学派承上启下的代

表人物，他批判“贵义贱利、重本轻

末”思想，主张发展商品经济，增强

国家经济实力。这对我们瑞安的

发展，积淀了深厚的思想基础。

他的这种思想是潜移默化的，我

有很多经商的朋友，他们虽然书

读得不多，对陈傅良也没有多大

的研究，但是他们的经商思维跟

陈傅良的主张是一致的，可以说

无形之中陈傅良的思想已成为一

种地域文化，影响着我们瑞安商

人的思考方式。

陈志坚（塘川陈氏宗亲会秘
书长）：陈傅良的一生为我们留下

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他为官秉公

执法、造福于民；为学求真务实，

经世致用；为师克己兢业，立德立

言，这些都是我们后人需要向他

学习的地方。现在，我们每年在

清明期间缅怀先祖的时候，都要

学习、继承和发扬他优秀的品德，

借此鞭策和鼓励自己。

瑞安人眼中的陈傅良与永嘉学派

陈傅良对当下塘下人的影响

在市博物馆内的陈傅良塑像

陈傅良在市区西山四贤祠中占一席之位 中小学生在陈氏新宗祠诵读家训

位于塘下凤凰山的陈傅良墓 塘下中学校训源于陈傅良学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