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目前，知道唐甄、唐瑜思想的人为数甚少，就连相关研究机构也忽略了这两位历史名人，实为
遗憾。为全面贯彻落实达州市委文艺工作座谈会会议精神，加大对思想家唐甄、帝师唐瑜思想文
化的挖掘、研究、宣传、推广力度，通过“文化搭台、经济唱戏”，以此提升达州文化发展软实力，实
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为达州经济发展服务，本期特编发了“发掘唐甄唐瑜思想，打造达州人文旅
游‘名片’”专版，系统介绍思想家唐甄、大明帝师唐瑜的相关内容，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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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瑜（1427年），字敬鼎，原籍
浙江金华府兰溪县，系宋朝宰相唐
介十世孙、明开国大将唐胜宗之
孙、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唐甄十一
世祖，著名教育家、思想家，达州历
史上的第一位帝师。

洪武十一年（1378年），唐瑜中
举人，次年中进士，恩赐翰林。洪武
十四年（1381年），奉旨任朱元璋近
言日讲官和东宫教谕，辅佐朱元璋
17年。

明成祖朱棣称帝后，唐瑜荣升
为帝师，辅佐朱棣28年。永乐三年

（1405年），成祖召见唐瑜，
封为开国儒臣，再命以官，

瑜称老不仕。辞曰：“臣老矣，不能
为陛下任使也。”三辞，乃许之。于
是，御赐玺书遣归，命其子孙入试为
吏者，署籍为儒。唐瑜荣归浙江兰
溪县，筑室讲学，曰“五经儒籍讲
堂”。朱棣在位期间，身为帝师的唐
瑜，辅佐他完善明朝政治制度、发展
经济、开拓疆域、迁都北京、编修《永
乐大典》、疏浚大运河，使明朝发展
步入辉煌，史称“永乐盛世”，朱棣也
由此被后世称为“永乐大帝”。

永乐十二年（1414年），唐瑜奉
旨入川，寓夔至达，迁东邑（今宣汉
县），因见其土地肥沃，风光旖旎，定
居前河兰木沟（今南坝镇鲲池官池
坝），后殁葬东邑前河东阳溪（今宣
汉县南坝镇东阳村）佳城退步响堂，
与妻熊氏同茔共墓。唐瑜仙逝后，
明宣宗朱瞻基赦旨：“请入东乡县乡
贤祠受享”，命朝廷钦差、历届绥定
知府和东乡知县等官员到唐瑜墓地
祭拜，春秋两祭，岁以为常。南坝，

因唐瑜墓地在此而成为著名文化古
镇。

唐瑜一生知识渊博，智慧超群，
中庸清贫，为人低调，潜心授业解
惑，躬身辅佐朱棣，大力提倡“以人
为本”治国理念，着力推行“强国富
民”政策，极力推崇“平民教育”思
想，合力推动文化交融、经济发展、
社会繁荣，为巩固大明政权、开创

“永乐盛世”、推动国家强盛做出了
重要贡献。

发掘唐甄唐瑜思想 打造达州人文旅游“名片”

唐甄：达州历史上彪炳史册的文化名人

唐瑜：达州历史上的第一位帝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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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认真贯彻落实宣汉
县第十二届四次党代会关于大力实
施兴工强县、开发扶贫、全域旅游“三
大战略”，深入推进“双核双区”，把宣
汉南坝建成宣汉副中心的精神，南坝
镇党委政府聘请了北京华诚博远建
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高品位设计了
四川南坝唐瑜帝师文化主题公园。
该工程项目于日前正式开工建设，建
设工期为12个月。

据了解，工程项目设计占地50余
亩，约31100平方米，预计投资1900
余万元。该设计以南坝帝师文化瑰
宝作为核心设计理念，以“滨水项链”
为设计灵感，拟打造南坝滨水地带的

“文化项链”。整体设计风格现代时
尚，流线明快清晰，将唐瑜帝师文化
以多种景观设计方式呈现，寓情于
景，让人们能够从近距离更多地感受
这一中华传统文化精髓。设计还从
功能实用性出发，合理布局功能空
间，以满足各类人群日常休闲、健身、
文化体验等实用性，两者互惠互利，
强调文化景观的参与性与体验感。

近2000万元
打造唐瑜帝师文化主题公园

日前正式开工建设，占
地50余亩，建设工期12个月

本报讯 日前，笔者从相关部门
获悉，备受关注的唐瑜墓维修工程经
市文化部门批复维修设计方案后，已
于2015年8月正式动工修建，目前已
完成工程量的80%。

唐瑜墓座东南向西北，墓向315
度，明宣德二年（1427年）始建坟墓，
距今600余年，有“唐瑜之墓”4字碑
刻。“文革”期间，唐瑜墓未能幸免。
墓外石狮、桅杆、石凳、石桌被毁，墓
西侧被炸，虽未炸开，地宫尚完整，但
墓体坍塌，地表建筑被毁。维修方案
批复后，宣汉唐氏宗亲齐心协力筹集
资金，前期经过了精心的筹备和组
织。

1984年，唐瑜墓被宣汉县人民政
府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4
年，县政府为唐瑜墓划定了900平方
米的保护区；2012年12月25日，达
州市人民政府将唐瑜墓列为“市文物
保护单位”。唐瑜帝师墓的保护维
修，不仅为宣汉增添了一处古文化建
筑，更重要的是对古文化的传承保
护，届时将向游人展示古墓魅力。

唐瑜墓维修工程已完成80%

唐公讳瑜，字敬鼎，世居浙江金
华兰溪县。生元末至正，卒洪熙年
间，葬东阳溪畔。少年壮志，满腹经
纶。洪武进士，恩赐翰林。近言日讲
官，东宫教谕。成祖临位，升帝师，辅
朝政，开拓运河，迁都北京，远渡西
洋，编修《永乐大典》，兴永乐盛世，封
开国儒臣。辞京官，功成身退。归故
里，设五经儒籍讲堂。永乐十二年，
游宦入蜀，寓夔至达，卜居东邑楠木
溪。暮育桃李，福祉一方。遗风不
绝，裔胄贤达。明清两朝三奉祀，世
系八代四监司，授儒籍旧家。育鲲
鲤，官至苏州黄州知府，生宪忠恕肄
业，再仁伦佐佑倌仪佶仕俨价棣。十
一世唐甄，昆仑横空，盖世哲人。不
朽巨著《潜书》，乃治国养民之瑰宝。

维公鸿儒硕辅，明哲睿智，贤良
忠贞，服膺王命终一生。历运六百
载，巍巍坟茔毁。欣逢盛世，政府主
导，族众筹资葺复。碑铭伟迹，崇德
追远，励志图强，福泽乾坤，是以为
记。

公元二0一六年清明立

重修唐瑜墓志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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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稿件、图片由达州市宣
汉唐甄唐瑜思想文化研究中心
龚兢业 唐益生 桂德承 唐健 王
荣成 唐忠富 唐纯国 提供)

①宣汉唐甄唐瑜研究中心发表的部分论文
②国内外出版的《潜书》部分版本
③国内外部分研究资料③

① ②

唐瑜帝师文化主题公园夜景效果图 唐瑜墓保护性维修规划效果图

唐甄其人

唐甄(1630-1704年)，初名大
陶，字铸万，号圃亭，四川省达州市通
川区人，系唐瑜第十一世孙，与王夫
之、黄宗羲、顾炎武并称为明末清初

“四大启蒙思想家”。唐甄一生拥有
启蒙元勋、民主先驱、市民哲学家、平
民政论家、农贾经济家等多个头衔，
一生著述颇丰，呕心沥血三十载而成
的《潜书》是其主要代表作，对当时及
后世影响深远。因思想贡献突出，唐
甄被中宣部、原国家教委列为亘古以
来包括孔子、孟子、鲁迅在内的100
位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杰出思想家
之一。

8岁时，唐甄随父唐阶泰宦居江
苏吴江，清顺治十四年(1657年)，回
四川原籍参加科考，并于阆中中举。
次年进京参加进士试，未中。后通过
吏部考试，分发山西。康熙十年(
1671年)，出任山西长子（一作长治）
知县，受官司牵连，上任10个月即被

革职，从此绝迹仕
途，游历大江南北，
饱读先秦著述，苦
思潜修，衡论天下。

青年唐甄“气
盖天下，上望伊、
吕，左顾萧、张”，不
满于汉儒经学学
风，对程朱理学亦
颇有微词。他一生

“困于远游，厄于人事”，流寓数省，生
活极为清苦，及至晚年，在江南假馆
授徒，卖文糊口。唐甄晚年思想以

“尊孟”、“宗孟”、“法王”作为学术路
向，强调知行合一、性才性功合一，学
术路向渐趋明朗，心性修养渐归圆
融。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唐甄
病殁于苏州，终年75岁。

《潜书》其书

唐甄一生经历丰富，他的思想主
要见于其花了30年时间所著的《潜
书》一书。

《潜书》原名《衡书》。“衡”者，志在
权衡天下。后因连蹇不遇，另增加85
篇，更名为《潜书》，自认可“上观天道，
下察人事，远正古迹，近度今宜，根于
心而致之行，如在其位而谋其政”。从
著述旨趣上看，《潜书》深寓唐甄经世
致用之意。该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主
要谈学术，下篇主要论政治。

唐甄一生仕宦短暂，但力行改
革，重视民生，所行无不饱含经世致

用的精神，其谈兵论政亦深寄治国富
民的理想。首先，他提倡桑蚕富民的
经济思想，主张“治民者先治官”，“以
富民为功”，行“养民之善政”，达到

“农贾乐业，衣食滋殖”。其次，唐甄
主张力改酷刑，“夹棍非刑，废而不
用”，对俗用杖刑，亦尽可能改为“且
薄且减”。再次，唐甄以治长子县所
亲历亲闻的政事、民隐、俗谚等为例，
抒写文论，阐明事理，论释政见，尽绽
才识。

唐甄这些反映新兴市民要求、带
有批判色彩的反君主专制思想和民
本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梁启超曾
将《潜书》视为中国历代圣人思想的
一个总结，认为它凝聚着东方哲人智
慧的精华，实在是“醒人之良药，逆耳
之忠言”。

唐甄思想的现代意义

清末至今，最早高扬唐甄的是梁
启超。他认为唐甄为人“品格高峻，
心胸广阔”，为学则“从阳明入手，亦
带点佛学气味，确然有他的自得”，

“不为蹈空骛高之谈”。《潜书》“有粗
浅语，却无肤泛语；有枝蔓语，却无蹈
袭语。在古今著作之林，总算有相当
位置”。

侯外庐在其主编的《中国思想
通史》第五卷中专章论述唐甄的思
想，把其视为早期启蒙思想家之一，
认为唐甄身上体现了“独抒己见，无
所蹈袭”的“颇合于17世纪中国启

蒙时代的精神”。在诸多的《中国哲
学史》类著述中，钟泰是最早专章论
述唐甄哲学思想的。他认为唐甄著
书能成一家之言，他的学术思想，

“自阳明而入”，并“欲由阳明而上
达之孟子”。

2009年9月，日本东京召开“唐
甄思想的现代意义”国际研讨会。著
名汉学家小川晴久指出，要揭示唐甄
《潜书》中“所蕴藏的深层意义”的东
西，不能“让这些思想就这样地沉
睡”，要让“唐甄的思想在现代社会里
得到重新评价”，要认识它的现代意
义，让它为现代社会服务。

唐甄应成达州人文旅游“名片”

作为彪炳史册的大思想家，唐甄
不仅是达州宝贵的人文财富，还是不
可多得的重要旅游资源。所以，在打
造人文达州、旅游强市等方面，应深
度挖掘唐甄及其思想，把其打造成达
州人文旅游的“金名片”。

1984年7月，宣汉县人民政府将
唐甄入蜀始祖唐瑜的古墓列为县级
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12月，达州市
人民政府又将唐瑜墓列为市级文物
保护单位。

1996年11月，达川地区（今达州
市）社科联与宣汉县社科联在唐甄的入
蜀先辈唐瑜、唐鲲定居的宣汉县南坝镇
联合召开“全区唐甄思想研讨会”。

2004年12月，为纪念唐甄逝世
300周年，在达县（今达川区）翠屏山

梅园召开“纪念唐甄逝世三百周年座
谈会”，讨论了唐甄的民本思想、富民
论及其现实意义。

2012年12月，达州市宣汉唐甄
（唐瑜）思想文化研究中心挂牌成立，
财政列入专项经费予以保障。

2013年11月，达州市文化发展
研究会、达州市作家协会、达州市诗
词协会、达州市宣汉唐甄（唐瑜）思想
文化研究中心、宣汉县作家协会联合
主办“‘中华巴渠文化千里行——走
进帝师文化之乡’文化采风活动座谈
会”。

目前，宣汉县委、县政府已将宣
汉南坝唐瑜帝师文化主题公园重点
项目建设、唐瑜墓帝师旅游文化园保
护维修工程列入宣汉县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发展规划。

业内建议:
（1）进一步加大对唐甄及其学术

思想研究的重视程度，广泛宣传，挖
掘这位历史文化名人的“品牌效应”，
为达州经济社会发展服务；（2）在达
州西外或达州中心城区规划建设唐
甄纪念馆，恢复重建达川区南外唐甄
公园、纪念碑；（3）召开第二届全国唐
甄思想学术研讨会，通过这一平台，
把国内外知名专家、教授、学者请到
达州，宣传造势，扩大影响；（4）将通
川区大北街更名为唐甄街、将达县高
级中学更名为唐甄中学，以唤起达州
人对唐甄的尊重和纪念；（5）加快维
修宣汉南坝唐瑜墓，打造宣汉南坝唐
瑜帝师文化主题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