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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在1972年发表的报告《学会生存》中指出：“为了训练的
目的，一个人的理智认识方面已经被分割得支离破碎，而其他的方面不是被遗忘，就是被忽视⋯⋯”
为了科学研究和专门化的需要，许多青年原本应该进行的充分而全面的培养被弄得残缺不全。
当今的高等教育日益专门化和职业化，学生虽然在某一领域更加专、精，但其对事物和社会的整体认
识被割裂了。
同时，往日宁静单纯的校园被社会上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裹挟着，变得浮躁而匆忙，使得学生没了
恬淡闲适的优雅，没了仰望星空的精神，没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
太平”的担当。
因此，为学生开辟一片心灵的诗意栖息地就变得愈加迫切和必要。
让学生停下匆匆的脚步，走出窄窄的专业隧道，克服浮躁的心态.解放囿于功利的心灵，仰望星空、思
考人生，探求生活的本质和事物的真谛，了解社会的发展规律，认识国家的前途命运，明白自己的社
会责任。
　　为此，暨南大学开设“百年暨南文化素质教育讲堂”（以下简称“讲堂”），让学生有一个想象
和思考的空间，一个心灵憩息的去处。
“讲堂”以“开阔视野，陶冶情操，健全人格，改善思维，提高人文素养、科学素质和审美情趣”为
宗旨，延请国内外著名学者和社会贤达，如王蒙、李敖、王赓武、韩少功、毛佩琦、秦晖、朱学勤、
徐勇、李家同、葛剑雄、贺卫方、汪国真、王岳川、郑也夫、孙立平、郑永年、王逸舟、胡百精、胡
野秋、贺铿、许纪霖、邵宗海、陈一筠、龚鹏程、赵玲玲、熊丙奇等莅校演讲。
　　“讲堂”现在不仅是暨南园知名的校园文化品牌，也是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为我校学子传道、
释疑、解惑的平台。
众多名家带来了内容精彩、题材多样的讲座：有对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警醒
学生要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有对中国历史变迁的分析，探寻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有对中国古典诗
词的深入解读，分析其中的生命精神和哲学智慧；有对人类命运的忧思，教导学生永怀悲天悯人的情
怀；有对社会热点问题的理性探析，引导学生观察社会、观察现实，理性思考；有对当代婚恋观的分
析，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恋爱观和婚姻观。
讲座或分析缜密，或妙语连珠，或醍醐灌顶，或鞭辟入里，或沁人心脾，让学生享受到一场场精神的
盛宴。
　　学生徜徉在文学、艺术、历史、哲学、政治、经济、新闻等不同学科和领域的知识海洋中，探析
社会热点问题以及那些“历万古而常新”的永恒话题，理解人生和社会；通过聆听著名专家、学者的
讲座，领略大师的学识涵养、人格魅力，使自己的思想、灵魂得到潜移默化的濡染，形成良好的道德
品格。
　　听讲座已成为众多暨南学子的一种习惯，融入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并成为校园中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诚如学子们所言，“图书馆在左，讲堂在右，时时伴随在我求学之路的两旁，让我的心灵充满
温暖和力量”；“每场讲座结束之后，小小的笔记本上都密密麻麻地记录着我对每一场讲座的认识和
感悟，记录着自己的每一次成长”；“正是通过不同的诠释，我们学会了思辨，不迷信权威，不盲从
主流，不偏执陈见，有自己的主见和立场”。
学子们的心得既是对“讲堂”的肯定，也是我们进一步办好“讲堂”的动力。
　　思想是无价的，是永恒而宝贵的精神财富，为了让更多的读者领略到名家的学术思想和人格魅力
，《闻道：百年暨南文化素质教育讲堂讲演集（第1辑）》将“讲堂”的一些精彩讲座视频整理成文
字结集出版，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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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海外媒体和舆论对北京奥运构造的三个框架：第一个框架，就是从冷战到今天
的所谓意识形态偏见，说到底还是那个老问题：你是“资”营还是“社”营？
众所周知，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消解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性和复杂性。
这个框架解释了我们的一个困惑，即为什么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和议题，总是被一些西方力量
曲解，如将社会问题政治化、简单问题复杂化。
具体到今天，就是社会问题奥运化、奥运问题政治化。
例如，“黑砖窑事件”就被放在奥运的语境下，进而被政治化了。
还有“毒饺子事件”，一直到现在还缠结着奥运议题被一些海外媒体翻炒。
　　当然，我们要承认，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存在这种冷战思维。
我们经常一边批判西方中心论，一边不自觉地陷入西方中心论。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太在意别人对我们的评价，一个外国人假如在街边接受了我们记者的采访，说了几
句我们的好话，我们就会放大篇幅，集中报道。
各位知道，西方人特别是美国人在讲话的时候，喜欢用大量的形容词，如great，这个时候我们就很兴
奋，我们甚至把他们放在课堂、课文、教案当中向同学、家人展示。
而一旦相反的情况发生，别人讲了我们的坏话，我们就感觉自己被强烈地刺激了，被伤害了。
　　第二个框架是利益竞夺。
面对中国近年来的飞速发展，特别是举办了全球瞩目的盛大的奥运会，西方世界始终存在一个复杂的
心态。
这种心态可以用“焦虑”两个字来描述，为什么这么说呢？
世界总的能量和财富，在特定的时空结构下实际上是一个总盘子，当你所获得的财富、资源、机会越
来越多时，意味着竞争主体之间的分配格局、分配方式以及最终的分配结果，都会随之发生变化。
在“3·14”事件和后来圣火传递的过程中，国内很多新闻学者发出声音，批判西方媒体的不客观、不
公正：你们不是依凭所谓新闻专业主义，素来以客观、公正自居吗，为何在关于北京和中国的问题居
然“一边倒”、“丑化奥运、抹黑中国”？
我们发出这样的道德义愤是可以的，但是新闻学理性、客观、平等的理论框架，不能解释“3·14”以
来的国际舆论纷争，因为它归根结底是利益层面的竞夺，它也不只是某些西方媒体的行为，其背后是
西方世界复杂的、多元的利益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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