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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访谈

与智者共享东方智慧

于丹做客“泰山脚下的讲坛”
本报泰安9月15日讯 15日，于丹

再次来到泰安，做客“智者先行———
2010奥迪东部区名人大讲堂”，用其深
邃的东方哲学为泰城市民带来了精彩
的人生解读，共享人生的智慧。

15日晚 7点，东尊华美达一楼报
告厅座无虚席、人头攒动，上百名听
众手拿纸笔和拍摄工具，等待主角于
丹教授的出场。当一袭桃红色衬衫、
自信、热情的于丹出现在讲台上时，
台下立即掌声雷动。于丹以跟泰山的
渊源开场，讲述她几次来泰山不同的
人生感悟，与泰城市民分享着泰山的
文化与精髓。接下来一个多小时的讲
谈中，又分别引用十余个不同典故和
众多名句，用国学分析了人生、文
化、生活与教育。“为什么现在有很
多人总是感觉累、茫然，那是因为被
所谓的‘格局’框住了，感受到一种
局限。不能放弃选择，但可以选择放
弃，何不打碎自我的中心，学会淡

定，其实静下来反而是一种升华。”
于丹为听众们诠释着来自《论语》的
无穷智慧。

8点30分许，讲座结束，于丹教授
的精彩讲解让在场听众们都意犹未
尽，纷纷表示“受益匪浅”、“不虚此
行”，享受到了一场以经典诠释智
慧、以人生诠释人性、以人性安顿心
灵的文化盛宴。“以前经常在电视上
看于丹老师，很喜欢她的见解，用通
俗现代的语言传授给我们古典的国
学智慧，听后确实有种醍醐灌顶的感
觉。”现场听众李先生意犹未尽地
说。据泰安广通奥迪 4 S店工作人员
介绍，“智者先行——— 2010奥迪东部
区名人大讲堂”一系列活动在 2 0 0 9
年已成功举办了三站，作为‘进取、尊
贵、动感’品牌精神的延展，讲堂旨在
为尊贵的奥迪用户打造一个专享的沟
通交流平台，提升精神和艺术境界，从
而更好地去感受生活。

故地重游

于丹畅谈泰山
端庄大方，淡定素雅，桃红色罩衫、素色七分裤，15日晚上，在泰城

众多“于丹迷”的期盼和热烈的掌声中，于丹款款走上泰安东尊华美达

酒店报告厅的演讲台，从自己与泰山的渊源谈到学术感悟，从对大自然

的感受谈到艺术生活，于丹以泰山为缘起，以泰山收尾。在泰山脚下，于

丹用文化感受生活，为泰安市民奉献了一场饕餮的精神盛宴。

格相关链接
于丹，现任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

传媒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于丹教授在中央电视台《百家
讲坛》、《文化视点》栏目普及、传播传
统文化，以生命感悟激活了经典中的
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在海内外
文化界、教育界产生广泛影响，掀起了
海内外民众学习经典的热潮。

其《<论语>心得》自上市起一年
内国内便售出 400余万册，中文繁体
版、英文版、韩文版、日文版已在世界

各地发行。
于丹品《论语》、《庄子》的讲座与

书中都介绍了许多我们现代人所需要
的哲理，在这纷繁复杂的中国社会中
无论男女老少都需要一位孔子、一位
庄子相伴，来缓解社会带来的压力。于
丹告诉我们，经典永远都不会被抛弃。
读完“于丹《论语》心得、于丹《庄子》心
得，你会感到一阵放松，一种来自灵魂
深处生命的气息，让你豁达地去接受
一切。

于丹教授在讲授文学知识。本报记者 陈琳 摄

最先挑本报问题来回答

首次登山经历感悟颇多

由于时间有限，于丹此
次泰安之行节省了互动提
问的环节，由市民将问题写
在纸上由工作人员转交。趁
着开场的准备时间，细心的
于丹将所有的问题整理一
遍，系统回答。于丹率先挑
出了本报记者的提问，称自
己最喜欢。

开场热烈的掌声余音
未落，之间于丹举着一张
纸，脸上带着会意的微笑
称，有名报社的朋友很细
心，注意到了她几次来泰安
的重要经历。从她在《〈庄
子〉心得》自序中写到的大
学时代一次登泰山，到2008
年清明时来在山顶“煮酒话
泰山”，再到此番故地重来，

问面对与她如此有渊源的
泰山，此番重来有何感悟？
于丹说，这个问题是她最喜
欢的问题，所以以这个问题
作为交流的开始。

于丹回忆说，她第一次
见到泰山是在19岁上大学
时，与中文系的同学一起来
泰山，半夜从前山开始攀
登，享受着拾级而上中脚步
起落的艰难和呼吸的沉重
清晰，在走十八盘时，感悟
到人生的攀援之道，在黎明
时分登上顶峰，觉得生命的
苍茫气象全部浸染在泰山
极顶的万丈朝霞之中。下山
之后，感觉意犹未尽的于
丹，又来到泰山后山，开始
重新攀登，在后山一片截然

不同的景色中，年轻的于丹
感受到了不一样的风景和
心情。她称，在后山，感受到
更加艰难的攀登，胳膊和腿
上被划了很多划痕。后山没
有前山那些庄严的摩崖石
刻，更多的是满眼翠绿秀丽
的风景。于丹感慨说，这也
许就是庄子说的天地有大
美的原因，所以她说：“前山
之路是儒，授我以使命，教
我在社会人格中自我实现，
以身践行；后山之路是道，
假我以羽翼，教我在自然人
格中自我超越，心灵遨游。”
两次登山，殊途同归，于丹
称，这就好比不同的学术路
径，儒道兼济下便是中国人
的人格。

山川成就豁达人性

于丹称泰安人有福气

谈及山川给予人的豁
达，于丹感同身受。当一个
人的压力很大时，仅有儒家
是不够的，还需要道家。于
丹认为儒道是生命中不同
时期的两种状态。比如说，
工作时穿着职业装，应顺应
集体认同规则，很儒家；但
穿上休闲装，瞬间就可以很
道家了。现在，登泰山有索
道，还有这么多旅游设施，
但最好是不让这些物质的
依托，湮没了心中那种自由
的、浪漫的心性，只有这样
心才能够飞扬起来。

于丹同时还解析到，为
什么现在都市人普遍感觉
焦虑、孤独和茫然，想想看
吧，现在的都市人大都重复
着一种生活模式，从封闭的
家中出来，坐上封闭的车子
去上班，在密封的有空调的
写字楼里工作一天，晚上又
坐上封闭的车子回到封闭
的家中，城市的闭塞空间使
人们感受不到大自然的四
季分明，失去了扎根天地间
的山川和灵秀的风景。如果
说人在生活上有局限，但是
一旦从机械的生活中走出

来，切实触摸山川，感受和
呼吸这样的文化，经历了种
种最终登上绝顶的时候，他
的人格便在陡然间得到提
升，这其实就是山川赋予我
们的博大的精神慰藉。
“所以我说，泰安人是

有福气的。”于丹感慨地笑
着说，因为这样一座“圣山”
就在身边，可以随时触摸它，
感受它，让它融入生活，成为
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带着
一种崇敬的心理去膜拜它，
这种人与山的亲和力是别
的地域的人不可比拟的。

缘起泰山落脚泰山

纵论艺术文化与生活

讲坛即将结束时，于
丹从刚刚进行的学术讨
论话锋一转，直接落到了
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上，完
美的衔接让在场观众丝
毫没有感觉突兀，反而沉
浸在浓浓的古典东方智慧
与现代解读的畅快淋漓中。
“现场有个朋友问我这样一
个问题，艺术与生活的关
系，我想艺术不是简单的
到音乐厅、到美术馆、穿晚
礼服才能欣赏的那么一个
艺术化的瞬间，艺术其实无
所不在。”此时于丹把登泰
山同样看成了艺术，而且

是一种大美无言的艺术。
就像李白这样说陶渊明，
“大音自成曲，但奏无弦
琴”，只要用心去感受生
活，即便是块木头也能弹
出 最 美 的 琴 声 。讲 到 此
处，于丹老师脸上不由呈
现出了陶醉的神情，她说
最美的音乐往往来自山川，
从俗世中逃脱出来，走入山
林体会到的是一种超凡脱
俗 的 意 境 ，仿 佛 置 身 仙
境，让生活也充分融入了
艺术。
“我登过几次泰山，但

每一次的感觉又是不一样

的，比如我会在相同的地方
拍下照片留念，然后拿出
这些照片进行比对，我在
里面发现的不仅是时间的
痕迹，还感受到了人生的变
迁。”于丹说，2008年清明时
节登泰山时，她分别在三个
不同的地方谈了三个不同
的历史名人：司马迁、庄子
和李白。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

哉风”，这也是于丹非常喜
欢的一句苏轼的诗，从里边
能体会到洒脱。这也是自然
和文化赋予我们人生最真
的真谛。

本版稿件采写：本报记者 刘慧娟 李芳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