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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丙戌春节才过，收到了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要我为《浙江人文大讲堂》写序的信，随后又收
到《钱江晚报》“人文大讲堂”发表的每一讲精彩部分摘要报道的复印件。
看罢，我被深深地感动了：被“人文大讲堂”举办者对普及人文社科知识的执著、创意所感动，被每
位讲者的率真、睿智、博学所感动，被广大听者和读者的积极参与、热烈的反应所感动，甚至深以未
能跻身于听众席为憾。
我也高兴地了解到，“人文大讲堂”的影响已经超出讲堂，也超出杭州乃至浙江，颇有将要成为江南
人文知识传播基地的态势。
这的确是早春的南风吹来的好信息。
虽然连日事多，但是为这样一个符合人民需求、在当前具有给许多地区起带头作用的讲演集写序，我
当然是愿意的。
　　“人文大讲堂”的宗旨很明确：以人文精神的培育为核心，以提升国民人文社科素质为己任。
举办者、讲者，本着这一宗旨全心全意地给广大人民奉献上视野广阔、内容深刻、语言生动的“大餐
”，而听者、读者的热烈反应、坦诚提问、积极建言，又为讲堂增色不少。
　　我们太需要这样的普及工作了，太需要由政府或社会团体、民间组织搭起一个平台，给我们的学
者创造一个与渴望获得人文营养的人们直接交流的机会了。
　　为什么这样说？
　　确如讲者们所说的，“在市场经济下，对金钱的追求似乎成了人们唯一的目的，它淹没了人性中
最美好的东西”(《钱江晚报》，2005年4月25日)；“钱是人生的一部分，没有钱不行，但是，人生绝
对不是钱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自己成了钱的一部分，为钱而活，就很可悲”(《钱江晚报》，2005年7月4日)。
那么，人性中最美好的东西是什么？
人究竟应该为什么而活着？
这是几千年来人类一直在苦苦思考、争论不休的老问题，到现在也还是见仁见智，在“人文大讲堂”
上各位专家对这个问题所给出的答案其表述也并不完全一样。
但是，几乎所有中外古今曾经努力对民族、对国家、对人类做出贡献的人，却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
表达方式，说出了一个共同的道理：追求物质是在追求平凡，追求精神是在追求崇高。
人就是人，人要生存和延续当然需要物质，而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还需要合作、协力；在填不饱肚子
的时候，物质就显得最为重要，而一旦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人文的需求、精神的丰富就成为更为紧迫
的需要。
人文社会科学就是要探究人类从哪里来，将走到哪里去，也就是探寻人如何超越物质的层面，寻觅人
类之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有的“精神”。
对于个人来说，没有了精神也就没有了真正的幸福；对于民族或人类而言，没有了共同的精神也就没
有了认同感、凝聚力；没有了精神，个人与民族就将颓唐、迷茫、离散——灵魂的飘荡是个人和民族
最大的灾难。
　　人文精神对于中华民族尤其重要。
原因之一为我们不是靠宗教教义和信仰维系的民族，我们靠的是代代相传的伦理道德和对崇高精神的
追求。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些人人耳熟能详的老话，是中华民族儿女完善自身的终极目标。
历代固然也不乏抱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信条得意一时一世的人，但是中华民族的延绵不绝，愈
难愈强，还不是靠了那些堪称民族脊梁的志士仁人奋斗拼搏乃至流血牺牲吗？
　　环顾四周，不能不承认，历经几千年，事实证明具有普世意义的中华民族精神，已经为许多人所
不了解、不熟悉、不珍惜，不知多少迷茫的灵魂在虚无中飘荡，长此以往，个人与社会将失去永不枯
竭的前进的动力．社会将因此而动荡不安：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酝酿形成于农耕时代，自然也有不
少已经不适于今的内容和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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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既通过社会生活自身，又经由学者的研究进行“时代的过滤”，又怎样把真正至今鲜活的东西传
递到社会的每个角落，形成新时代的民族精神？
回答这个问题，是一项极其紧迫、伟大，但又非常繁重、艰巨的任务。
　　毋庸讳言，现在不少学者渐渐地离开了火热的社会实践，离开了迫切需要人文关怀的人民群众。
这不但加剧了文化的迷失，而且也严重地妨碍了学术自身的发展深化。
“人文大讲堂”破土而出，也是应运而生，人们从这清新的南风里所嗅到的不仅是举办者、讲者和听
者对人文精神的热情，还感到了学者走进群众之中，台上台下水乳交融的热烈场面和现代传媒与讲堂
现场之间密切配合、共同打造品牌的有效探索。
这是不是预示着我国社科人文理论研究与社会生活的密切结合，国民素质与社科研究水平随之将有更
为扎实的大幅度提高呢？
我们从这里已经看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建设高潮的潮头。
　　“人文大讲堂”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已经在群众中扎下了根。
现在举办者又把各位讲者的讲稿结集出版，影响一定会更进一步扩大。
衷心希望“人文大讲堂”越办越好，听众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
至于“人文大讲堂”下一步该怎样走？
我想，这不单是远在北京的我的悬想，更为杭州、浙江以至更远处的听者、读者所关心。
听说举办者已经有了打算，这太好了，得其益者将不只是正在建设文化大省的浙江，而是整个国家和
民族。
　　2006年2月24日　　于日读一卷书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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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文大讲堂”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已经在群众中扎下了根。
现在举办者又把各位讲者的讲稿结集出版，影响一定会更进一步扩大。
衷心希望“人文大讲堂”越办越好，听众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
　　本册为第五辑，分为人文、社会、经济这三个部分收录了梁思礼的“巡天之路：新中国的航天历
程”，杨义的“中华民族的文化之根”，邱振中的“书法的魅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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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民族文化之根的第二个特点是它的文化哲学，这种文化哲学具有广博的包容性。
　　这种包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同种族之间的血缘差异可以用文化包容起来。
历史学家陈寅恪讲“中国是文化大于种族”，就是说不同的种族之问的矛盾可以用文化来包容，和而
不同，在这个层面上的不同可以在更高的文化层面上融合。
而西方的一些冲突，文化则推波助澜，包容不了，所以我们中央民族学院可以有56个民族唱歌跳舞，
到中东去可能就不行。
在文化和种族之间，我们的文化成全了大国的格局和风范。
　　历史学家钱穆曾把秦汉王朝和罗马帝国的结构形态做了这么一个比喻，他说罗马帝国就像一个屋
子里面悬着一盏巨大的灯，而秦汉就像屋子里有很多的灯相互映照。
罗马帝国是用强光征服人家，只要这盏灯一灭，整个屋子都暗了，而秦汉这些灯是各地融合起来的，
只灭一盏灯，其他灯还是发光的。
所以罗马帝国这个曾经强盛一时的大帝国，最终破灭了，而秦汉虽然经历了很多波折，但作为一个民
族还是延续下来了。
　　我们中华民族还有一个特点：不欺生，各地域、各部族创造的文化精华可以共享。
关于中华民族的始祖，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说，他自己为了采访轩辕黄帝的遗迹，曾经“
西到空桐(甘肃省)，北过涿鹿(河北省)，东渐于海，南浮江淮”，几乎整个中原地区，“长老皆各往
往称黄帝、尧、舜”。
在世界其他地方，一个民族出现杰出人物，周边民族往往把他当成魔王来对待。
　　我在英国参观伦敦西敏斯特教堂，那里埋葬了很多英国大名人，例如弥尔顿、拜伦，莎士比亚尸
骨在故乡，却也在那里为他设个灵龛。
我问里面巡逻的一个老头，我说有没有詹姆斯·乔伊斯，他很生气地说，这个人是搞爱尔兰独立运动
的，你到都柏林去找。
相较之下，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就显得雍容大度。
有包容才能越做越大，关起门怎么能做大？
中华民族越做越大就是由于文化哲学存在着“有容乃大”的品格。
　　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中国文化血脉丰沛　　中华民族文化之根的第三个特性是文化血脉的丰沛
性。
　　中国文化血脉有诸子百家、三教九流、经史子集、四库和四野，少数民族三大史诗以及民间百戏
百艺，其丰富性和浑厚性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度的现代阐释、批判、转化和弘扬。
　　讲文化血脉当然要讲诸子百家，重要的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讲的6家：道家、儒家、阴阳家、
墨家、名家、法家。
刘歆定为10家，加上纵横家、杂家、农家和小说家。
重中之重当然要数孔子了，孔子的文化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所在。
在清朝末年，革命派提出用黄帝纪年的时候，维新派康有为提出用孔子纪年，把孔子去世的那一年作
为中华民族的纪元，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是孔子去世2343年。
后来康有为企图把孔教申请成为国教，但是没有做成。
　　如果要从孔子思想中找精华起码可以找出八个方面，或称“孔学精华八瑞”。
第一个思想：仁，“仁者，人也”，就是要把人当人来对待。
“泛爱众，而亲仁”，实际上就是博爱思想。
第二个思想是忠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孔子弟子问孔子，有没有一个字可以让人受用一辈子呢？
就是“恕”字，自己发达也要别人发达，不要损人利己。
这个思想对人类以坦荡胸怀处理人际关系，贡献是很大的。
第三个思想，是由他的弟子传达出来的——礼之用，和为贵，要搞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第四个思想是好学勤勉，孔子讲“三人行，必有我师”。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文大讲堂（第5辑）>>

第五个思想是有教无类，不分贫富贵贱等级。
第六个思想是交朋友要交好朋友，交有益的朋友，选正直、诚信、博学的人来交往。
第七个思想是讲究气节。
第八个思想是发愤图强，任重道远。
孔子思想中有很多精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孔子的思想是早期人类对于人际关系、人间伦理和社会秩序的合理化思考的结果，它有三个重要
来源。
第一，周公的礼乐制度。
第二，孔夫子是宋国的后代，继承了商朝的祖宗崇拜，发展出孝文化。
第三，孔夫子仁义道德的“仁”字则来源于东夷民族。
孔子最核心的思想竟然来自少数民族的部族，这一点就可见他的高明之处，在于把民间的习俗、少数
民族部落的民俗转化到中华民族的核心思想中。
　　“治大国若烹小鲜”，中国文化景观丰美　　“三根”的最后一个特性是文化景观的丰美性。
中华民族经过长期发展和广阔多民族互相吸收、包容共进，所以创造了很多文化艺术形式，而且往往
与治国术联系在一起，这很了得。
比如烹饪术，《老子》里说：“治大国若烹小鲜。
”治理一个大国就像烹一条小鱼一样，不能老翻它，得顺其自然，老翻小鱼就烂了，政策也不能翻来
翻去。
　　除了烹饪术之外，还有武术、中医、地方戏剧、剪纸、年画、陶瓷、刺绣等等，这些都是人类很
宝贵的东西，享有崇高的世界声誉。
我们拥有世界上形式最丰富的非物质和物质的文化遗产，以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就拿门神来说，门神是秦叔宝、尉迟恭，一个是山东好汉，一个是少数民族的好汉，给你守卫门户，
保护着合家平安。
P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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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现在不少学者渐渐地离开了火热的社会实践，离开了迫切需要人文关怀的人民群众。
这不但加剧了文化的迷失，而且也严重地妨碍了学术自身的发展深化。
“人文大讲堂”破土而出，也是应运而生，人们从这清新的南风里所嗅到的不仅是举办者、讲者和听
者对人文精神的热情，还感到了学者走进群众之中，台上台下水乳交融的热烈场面和现代传媒与讲堂
现场之间密切配合、共同打造品牌的有效探索。
这是不是预示着我国社科人文理论研究与社会生活的密切结合，国民素质与社科研究水平随之将有更
为扎实的大幅度提高呢？
我们从这里已经看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精神建设高潮的潮头。
本册为第五辑，分为人文、社会、经济这三个部分进行了收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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