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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若晗

如何有效帮助易地扶贫搬
迁群众、乡镇困境老人、留守
儿童？如何为乡镇留守妇女拓
宽就业渠道？……从长沙民政
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杨阳选
择成为家乡的一名基层社会工
作者，这些问题也成为他整日
里的所思所想。

8年来，他日复一日的贴
心服务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称
赞，先后荣获铜仁市“最美青
工”“贵州省最美社会工作
者”等荣誉称号。前不久，杨
阳获得了 2023—2024 年度

“高校毕业生基层就业卓越奖
学（教）金”奖励。

“我想用自己的专业
优势回报社会”

到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系统学习社会工作专业知识，
是杨阳走出家乡贵州的起点。

入校不久，老师们讲述自
己援助汶川地震受灾群众的故
事，深深打动了杨阳。“当
时，老师们带领学长、学姐，
日复一日守护在一位失去亲人
的老人身边，耐心倾听、真诚
安慰、悉心照料，让老人眼中
逐渐恢复了光彩，开始愿意重
新面对生活。这让我感受到了
社会工作的力量。”

受到鼓舞后，杨阳报名参
加了关爱孤寡老人的社会服务
实践，定期去学校附近养老院，
陪老人聊天，为他们表演节目，
给他们带去温暖与陪伴。在校
期间的社会服务实践和专业实
习经验，让他对社会工作有了
更深的认同感，也让他立志于
投身社会福利事业，“我希望能
为更多生命点亮希望之光”。

毕业后，杨阳开始从事社
会工作执业服务。“在北京、
长沙等多地辗转期间，我无数
次回想起自己的家乡。我想用
自己的专业优势回报社会，更
想为铜仁需要帮助的群众奉献
出属于自己的力量。”

经过思考，2016年，杨阳回到家乡，投身基层，开始
了他的社会工作创业之旅。

2017年2月，在学校老师的支持下，杨阳成功取得了
社会组织登记证书，成立了铜仁第一家由返乡青年创立的社
会工作服务机构——铜仁市帆锦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正式踏
上了带领更多社会工作者服务西部基层之路。

事业开展初期，杨阳受到了很多现实阻碍。他说，是对
社会工作的坚信和执念，还有学校老师对工作团队给予的指
导和支持，让他一次次克服困难，不断坚持前行。

“走出大山的时候，我得到了老师们的教导，学会了帮
助别人的本事；回到大山以后，我力求将每一件能够提高群
众生活幸福度的事情办好、办实。”杨阳说。

“关键是要站在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

如何为乡镇基层群众提供高质量服务？
“关键是要站在群众的角度思考问题。”杨阳说。
有一个单亲家庭的10岁女孩，长期缺乏家长的教导，

存在饮食不健康、穿着不卫生以及学习主动性差等问题。在
了解这一情况后，杨阳经常上门同女孩谈心、玩耍，陪她一
起整理自己的物品。

在杨阳的帮助下，女孩增强了爱护环境的意识，养成了
良好的学习习惯，整个人变得干净、健康、自信了，学习成
绩也有所提升。

在易地搬迁社区、乡镇村寨，有很多孩子和老人需要社
会工作者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进行帮扶。杨阳深知个体力量
单薄，便开始带着问题寻求外界的帮助。

他积极对接慈善基金会，通过慈善募捐合作的方式，为
大山的孩子们带回了爱心健康包，并将从基金会学到的卫生
健康知识通过一场场的社区教育活动传授给孩子们。

他还经常看望空巢独居老人，陪他们聊天，并组织活动帮
助他们化解孤独。同时，他还帮助困境老人办理低保，帮助高
龄老人处理家庭纠纷事件，为受灾老人争取社会救助……

日复一日心贴心的服务，成为他一心为民、扎根基层一
线的真实写照。

“在基层大地上向下扎根”

日积月累，杨阳从一名普通社工逐渐成长为一名有着丰
富工作经验的全科社工。

他善于总结，将自己的工作经验梳理成心得体会。“每
次有新进社工加入，我都会手把手教学，耐心指导并为他们
的工作方向提供具有针对性的建议。”杨阳将自身经验毫无
保留地传授给年轻社工，帮助他们快速融入工作。

他还注重思考，积极推动机构党团、人才队伍、业务水
平等全面发展，让本土社工更专业、更好地服务社会，更将
社工精神不断传承。

“能够用我的专业知识和实际行动，为困境群众建立社会
支持体系，帮助他们走向生活正常轨道，我体会到了前所未有
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杨阳告诉记者，近8年来，他带着团队走
街串巷、攀山越岭，累计服务困境群众16万余人次，足迹遍布
铜仁市2区8县66个乡镇街道，整合中央、省、市级政府部门
和基金会服务项目52个，累计资金600余万元。

“自己的人生因社会工作而兴，也因社会工作实现了对
大山的守望。”杨阳说，“我愿做一棵服务民生的小树，在基
层大地上向下扎根、向上生长，为党和政府的民生事业添砖
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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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以一生守愿以一生守““根脉根脉””
——记国际《尚书》学会会长、扬州大学教授钱宗武

速
写

2020 年 7 月 18 日，
杨阳为贵州省铜仁市碧
江区坝黄镇长坪村老人
发放守护包。

受访者供图

通讯员 张运 张玉

不久前，喜讯传来：由扬州大学文学
院教授钱宗武主编的《尚书学文献集成·
朝鲜卷》正式出版，并获得教育部第九届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
科学）一等奖。

得知获得这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高
荣誉时，钱宗武正埋首书山，伏案修典。
从1981年立志研读《尚书》，他四十余年
如一日，硬是将这部中国古典巨制、“佶
屈聱牙”的先秦典籍读通读透，并一心推
进这个“冷门绝学”的现代诠释与价值转
换，让“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的
《尚书》重新焕发出了强大的文化生命力。

继往圣绝学
他是啃经问典“一书生”

钱宗武初遇《尚书》，是在一门专业
选修课上。当时的授课教师是章黄学派传
人、著名语言学家周秉钧教授。周先生在
经学、文学、史学等领域造诣精深，尤以
《尚书》学研究蜚声海内外。

当时，班里能真正听懂的人不多，想
要研究它的人更少。但博大精深的内容却
引发了钱宗武浓厚的兴趣，并准备以此为
研究方向。

然而，周秉钧一口拒绝了他：“年轻
人，你不具备这个能力，吃不了这个苦
的。”

“《尚书》 记载的先秦典故晦涩难
懂，‘佶屈聱牙’一词即来自韩愈对它的
评述。”钱宗武回忆，除了吃苦，周秉钧
先生还有一条理由，《尚书》 在当时学
界不占据主流地位，系统研究 《尚书》
的学者寥寥，且皆学无传人，前途一片
渺茫。

多次被拒，钱宗武却一直没有放弃，
他开始自学探索，还经常主动向周先生求
教。最后，钱宗武的诚心打动了周秉钧，
收了他做《尚书》学方向唯一的弟子。

《尚书·盘庚上》有云：“予告汝于
难，若射之有志。”意思是说，凡事总有
困难，但就像射箭要瞄准靶心一样，一定
要坚定目标，矢志不渝。就是凭着这样一
股信念和执着，“苦行僧”钱宗武开启了
自己与《尚书》结缘的“求经路”。

所谓“一山放过一山拦”，获得了学
习《尚书》的机会，钱宗武踌躇满志。谁
承想这仅仅是漫漫取“经”路的开始？作
为五经之首的《尚书》，文字古奥、艰涩
生僻，每一句话、每一个词，往往都有多
种解说。《汉书·儒林传》称之为：“一经
之说至百余万言。”

练好基本功，绝非朝夕之功！怎样磨
砺这个年轻人？

周秉钧用“笨方法”帮助钱宗武扎根
基。钱宗武回忆说：“入门第一课就是抄
写群经。抄的是什么书？不是别的，就是
黄季刚先生厚厚的《白文十三经》。”为了
监督弟子学习，周秉钧每天都会给钱宗武
已经抄好的书稿签上日期。如遇字迹潦草
的，还会罚回重抄。

那时候，硕士生课业很重，钱宗武经
常抄书到深夜。抄得多了，他经常会不知
不觉融入书中，“我记得深夜里抄写《论
语》，眼前时常就会浮现出孔子的神情举
止。有时推开窗户，在灯光与夜色的际会
处，似乎看到孔夫子和他的弟子们正行色
匆匆”。

学习《尚书》，钱宗武备尝艰辛。让
他记忆最深的是研一寒假，周秉钧要他抄
写一部其早已发表的学术论著《尚书易
解》。

“几十万字，一个寒假都在抄。”
“为何都出版了，还要抄写？”钱宗武很不
理解。那时候，寒假里学生食堂不开门，
没处吃饭，他就在宿舍里一日三餐煮面条
应付。正如《尚书·无逸》所说的“不遑
暇食”。

但就是这一寒假的苦修，让他的学术
水平得到了质的飞跃。

“小钱，我怎么感觉你的行文风格越
来越像你的导师了。”副导师何泽翰教授
的一句话，瞬间点醒了钱宗武。他此刻才
明白导师的良苦用心。

通过抄书，学生潜移默化地学习到老
师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
逻辑和研究方法。得益于这种“笨方
法”，钱宗武终于迈进了《尚书》学研究
的大门。

《尚书》记录的是上古尧舜时期到春
秋时期秦穆公时代的重要文献资料，贯穿
不同历史时期，涵盖诸子百家，传承过程
中又历经多次战乱或政治文化运动等。关
于《尚书》真伪之争千年不休。因此，关
于《尚书》的历史考证一直是经学研究的
重点。

钱宗武在抄书的过程中发现，早期版
本的《尚书》一般不用“者”字，而在后
来文献中无“者”不成篇，“之乎者也”
成为文言文的代名词。为此，他的第一篇
学术论文《尚书无“者”之说》首次揭示
了今文《尚书》重要的语言特点，也破解
了《尚书》中的真伪难题，在学界引起高
度关注。

初尝甜味的钱宗武一发不可收。在抄
书的过程中，他练成了一种“一气呵成，
再行修改”的行文风格。这种创作能力对
他后来的学术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如今，钱宗武的书房里有36个装满
书的书橱，其中有24部书是自己写的著
作。

兴国学正脉
他是经世济用的“大先生”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社会
的发展以及人们意识观念的转变，“四书
五经”中其他学术门类的研究逐渐热闹起
来，但《尚书》因为太过晦涩，研究者寥
寥。

“文明的每一次兴盛，都伴随着文化
变革和价值转换，也推动着经典重构与诠
释重建。”钱宗武认为，《尚书》作为政史
文献最早的典籍，可为弘扬气象恢宏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不可缺失的文献依
据与思想基础。

钱宗武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使命
感。当时，因突出的学术成就，钱宗武已
在湖南师范大学任职中层领导岗位。然
而，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学术正
脉的紧迫感在他心中越发强烈。

“搞太多应酬，开太多会，会让我离
学问渐行渐远。学术是需要专心致志
的。”1993年，导师周秉钧去世，更加让
钱宗武觉得要在为官和从教之间作出选
择，“我不能辜负导师的期望”。

1996年，时任湖南师范大学科研处
处长的钱宗武作出了一个决定：正式辞
职。他以一名普通学者的身份来到扬州大
学，怀着对学问的敬畏，潜心教书治学。

可是，《尚书》涉及学科领域众多，
究竟该从哪个角度开展研究？

经过系统思索，钱宗武决定从最擅长
的语言学对《尚书》进行时代解构。“语
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尚书》语
言则是打开《尚书》智慧的关键钥匙。”

因年代久远，表达习惯变迁，语言一

直是《尚书》研究者最难过的坎儿。近代
国学大师王国维称自己对《尚书》所不能
解者近半。但钱宗武从小就养成了“啃硬
骨头”的性格。他迎难而上，数十年如一
日钻研《尚书》语言，先后出版了《今文
〈尚书〉语言研究》等10余部《尚书》语
言研究著作，全面地梳理了《尚书》的语
言系统。

“文献整理工作不应仅是继承‘整理
国故’的学术活动，更应努力建立一种呼
应时代主题的研究模式。”在钱宗武看
来，处于保存状态的文献，“文化因子”
处于休眠状态，只有加以研究利用，方能
激活文献中的文化基因。

在《尚书》语言研究取得一系列重要
突破后，钱宗武逐渐将研究重心向《尚
书》的时代价值转换。

研究视角的转换为钱宗武洞开了一片
新天地。近年来，他先后发表《经学的瓦
解与必然回归》《“书”学大道，必兴中
华》等系列文章，提出新时代《尚书》学
研究的一系列重要问题与研究展望。2017
年，《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首批图书
出版发行，钱宗武正是《尚书》的解读
人。系列图书一经问世，就在社会上引起
重大反响，被称为“激活经典，熔古铸
今”的范本。

兴国学正脉，自然离不开人才的支
撑。一直以来，钱宗武从不吝啬在教学上
的时间。

正因为门槛高，钱宗武异常重视授课
质量，为上好一节课他常常要准备好多
天。平时沉默寡言的他，一旦走上讲台就
像变了一个人，滔滔不绝、神采奕奕，既
旁征博引，又言必有据，既贯通中外，又
深入浅出。学生们常说，听钱老师讲课是
一种视听享受。

钱宗武为研究生甚至本科生修改论
文，常常增删圈画至面目全非，哪怕一个
字、一个标点符号都不轻易放过。有一
次，他在接受心脏手术前还和学生们讨论
《尚书》学问题。

如今，已年过七旬的钱宗武，虽然
被疾病困扰，仍坚守三尺讲台，为扬州
大学的本硕博学生讲课授学。此外，他
还经常为曲阜师范大学、湖南大学、苏
州大学、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等高校和机
构开课。

“先生已培养了40余名研究生。其中
不少已成知名学者。”钱宗武的学生、现
为扬州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学科带头
人的朱岩教授介绍说，如今，这批“钱家
军”散布到全国乃至海外，成长为国际
《尚书》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在“钱家军”等一批
师生前赴后继的努力下，我国经学研究和
学科建设正呈现百花齐放的气象。清华大
学、曲阜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涌现
出一批《尚书》等经学研究团队。老中青
三代学者薪火相传，既深耕传统经学土
壤，又萌生浓厚的时代气息，一批高质量
的研究论文和学术著作呈井喷式涌现。曾
经被边缘化的经学研究，正在为构建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提供着源源不断的文脉
滋养。

集中外匠才
他是熔古铸今的“弘道者”

18世纪以来，国外已有拉丁、法、英
等多个语种的 《尚书》 译本问世，《尚
书》研究已悄然推展至世界范围。但一直
以来，各国《尚书》学研究者彼此交流不
多，缺少一个稳定的交流平台。

2010年，在世界多个国家 《尚书》

学研究专家共同努力下，国际《尚书》学
会成立了，钱宗武受邀担任会长。

“稳固的载体聚集了一流的学者，大
家的研究激情空前高涨。”钱宗武说，迄
今为止，国际《尚书》学会已组织10多
届学术讨论会，主办、协办专题研讨会多
次，有力促进了海内外《尚书》学研究的
发展。扬州大学专门成立《尚书》学研究
中心，设立校外专家专用研究室，并在
《扬州大学学报》上开辟了《尚书》学研
究专栏。

近年来，中国 《尚书》学研究的世
界影响力不断增强，吸引着越来越多的
国际学者到中国求学问道。曾有国外学
者慕名专程来到扬州，拜师钱宗武学习
《尚书》。

众人拾柴火焰高。《尚书》学研究气
势高涨。尤其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的发展
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国学复兴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正成为一股热
潮，钱宗武把目光看向了更远方。

“历史印迹是文化对话的前语境。”钱
宗武认为，《尚书》是中华文化和知识体
系的源头。它不但影响中国社会历史进
程，也对古代东亚乃至全世界产生了重要
影响。

他有一个更大的“野心”——通过国
际合作共同整理和研究域外《尚书》学文
献，集古今中外《尚书》学文献于一体，
寻找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新形
式。

2012 年，以钱宗武为首席专家的
“《尚书》学文献集成与研究”获国家社
科基金重大项目立项。这是怎样一个浩大
工程？钱宗武介绍，项目成果预计有
8000多万字，拟成书200—300部，把历
代关于《尚书》的所有文献都汇集成卷。
这部旷世巨著吸引了海内外80余名著名
学者携手合作。“任务艰巨，一个月要
180万字才能完成。”

在“《尚书》学文献集成与研究”过
程中，钱宗武摒弃了通常文献集成以朝代
为纲的汇辑模式，从《尚书》学与政治文
明的紧密关系出发，确立传世文献、科举
经筵、域外《尚书》等五类相对独立的
《尚书》学文献范畴，厘清《尚书》作为
经世致用之学的总体发展脉络，注重《尚
书》对经士、文人、民众理念影响的过程
及范畴，解码中华文明输出中的关键基
因。

2019 年，项目阶段性成果共计 35
册、880万字的《尚书学文献集成·朝鲜
卷》出版。编撰过程中，课题组寻访国内
外各大图书馆。不少书收藏在韩国，有些
还是孤本，收集工作的难度异乎寻常。

“团队成员曾进行三次大规模集中统
稿，有些书稿进行反复点校。有一本书曾
先后换过6位整理者。可见难度之巨。”

严谨的风格，才能铸就皇皇巨制。作
品一经出版，便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巨大
反响。2024年，《尚书学文献集成·朝鲜
卷》荣获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这被认为
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最高荣誉。

踏着晨晖而至，披着星光而回。如
今，钱宗武几乎所有时间都沉浸在书海
里。“《尚书》学文献集成与研究”还在
持续。每一部作品火热出炉，都反而让钱
宗武更加冷静。

2022年大年初一，钱宗武曾受邀参
加央视《典籍里的中国》节目，解读《尚
书》。在看到秦人伏生舍命“护书传书”
的故事时，素来严肃的他也不禁泛起泪
花。征程漫漫，华章皇皇。在钱宗武看
来，做好《尚书》学研究，也就是像伏生
一样，在守护中华文明的根与脉。

大
家

从1981年立志研读《尚
书》，他四十余年如一
日，硬是将这部中国古
典巨制、“佶屈聱牙”的
先秦典籍读通读透，并
一心推进这个“冷门绝
学”的现代诠释与价值
转换，让“七经之冠
冕，百氏之襟袖”的
《尚书》重新焕发出了强
大的文化生命力

他有一个更大的“野
心”——通过国际合作
共同整理和研究域外
《尚书》学文献，集古今
中外 《尚书》学文献于
一体，寻找新时代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新
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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