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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青未了

大众讲坛预告：

毛佩琦谈国学

□编辑:王慧 □美编:罗强

毛佩琦，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北
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研究
员、中国明史学会副会长。曾
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出版社副
社长、党委书记。中央电视台

《百家讲坛》“明十七帝疑
案”、“毛佩琦七解《中庸》”主
讲学者。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典籍
中，《大学》、《中庸》被一代又
一代的文人墨客奉为经典，
历经千年而历久弥新。那么

《大学》、《中庸》为何成为国
学经典，为何千年以来都受
到人们的尊崇和追随？这两
部经典体现了哪些国学思
想，又与我们今天的生活有
什么样的关系，对我们的人
生有哪些帮助呢？毛佩琦教
授将以他的人生感悟和读书
心得进行一一破解。

2月25日上午9：00，国家
图书馆、山东省图书馆、齐鲁
晚报联合举办的《国图·山
东·大众讲坛》的第一期，邀
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教授、博士生导师毛佩琦教
授，带我们“从《大学》、《中
庸》谈国学”。

《大众讲坛(第五辑)》也
将在本期讲座现场举行首
发，《大众讲坛(第五辑)》延续
前 四 辑 的 编 辑 体 例 ，收 录
2010年3月至2011年3月一年
内“大众讲坛”举办的二十余
期精彩讲座，内容涉及文学、
历史、民俗等，每一期讲座内
容后，都附有相关参考书目，
供读者研究学习之用。为了
答谢读者对大众讲坛长期的
支持和关爱，我们将为到讲
座现场的前100名读者免费
赠送《大众讲坛(第五辑)》一
本。

时间：2012年2月25日(周
六) 上午9：00

地点：山东省图书馆一
楼报告厅

咨询电话：85590666公益
讲座，无需领票，欢迎参与

本报记者 师文静

历史学者的责任是纠正

不准确的历史认识
齐鲁晚报：毛老师，外界称您为

“明史翻案第一人”，您否认了这个
说法。此外，还有人称您是“明史热
第一人”，如果您在大众文化领域传
播明史的目的不是为其翻案的话，
又是为什么？作为一位明史研究学
者，在大众媒体讲解通俗的明史，您
希望能给明史带来什么？

毛佩琦：历史专业学者的责任
是什么呢？我想，除了本身职务的责
任以外，在广义上说还有社会责任，
每个人也承担着非工作单位所赋予
的任务。作为历史研究者，学了这么
多专业历史，干什么用？就要有责任
把知识传递给大家。学术研究是历
史学者的重要成果，但是这与大众
文化稍微有些距离。而面对社会上
众多不了解明史的读者来说，若有
机会，历史学者要给大家讲清楚，把
自己所学的告诉大家。

外界称我为“掀起明史热的第一
人”，是因为我赶上了这样一个时机。
前几年清史热掀起了高潮，清史电视
剧也有所泛滥，使一些观众产生了诉
求，也使另一些观众产生了厌恶。与
此同时，观众也在追问清朝的前代，
即明史的历史。在这种情况下，就需
要把明史的知识告诉大家，把那些不
太真实的历史认知，帮大家弄真实。

这是拨乱反正，但不是翻案，因
为没有什么案件可以翻。我只能说
把大家认识不清楚的帮大家弄清
楚，把大家认识不太准确的纠正准
确。

明朝有相当大的

言论自由
齐鲁晚报：从非制度层面的文

化来看，明朝历史中哪些文化因素
延续至今，并还在影响着当下的中
国？有哪些文化思潮？哪些文化艺术
门类还在传承、流行呢？

毛佩琦：明史距离我们并不远，
300多年的历史，三位百岁老人的年
龄加起来就到明朝了。在文化传承
方面，如当下白先勇大力提倡，已是
现代一个文化符号的昆曲《牡丹亭》
就是明代的，它来源于明朝汤显祖

《玉茗堂四梦》其中一部。而《牡丹亭》
所反映的人类感情也已非常超前，
它表现了一个生死之恋的故事，青
年人为幸福而不懈地追求，展示当
时人不愿意受传统道德价值观念的
约束，开始追求不受拘束的情感。

明朝开放的态势是自上而下
的，反映在意识形态、文学艺术等各
个方面。而在经济层面，随着海外贸
易的发展，城市商业的发展，出现了
新的社会世态。在政治上，他们集会
结社，要求表达自己的声音，干预政
治，公然对政治提出批评，明朝甚至
可以批评皇帝，有相当大的言论自
由。但是明朝的转型还伴随着它特
有的社会问题，出现了很多颓废的
东西，比如假酒、假白银、假书籍，诈

骗的案子也层出不穷，恶棍横行、黑
社会捣乱等，都是明朝后期同时存
在的。每个朝代都给当代留下很多
东西，都可以拿来作为借鉴，或者是
警醒，或者教训。

每个人都有权利

解读历史
齐鲁晚报：过去我们解读历史，

多是用一种阶级斗争、矛盾分析的
方法来论证历史的必然性；而今天
包括史景迁、黄仁宇等在内的历史
学者所写的历史书籍，更多地关注
历史细节，关注历史的偶然性。对于
这种历史观，您的判断是什么？这是
否是一种进步？

毛佩琦：阶级斗争分析法是评
价历史的方式，用阶级斗争的规律
来解读历史，应该是解读历史的重
要方面，但是它是唯一的吗？不应该
是唯一的，如果是唯一的就可能导
致唯阶级斗争论，就会成为以阶级
斗争为纲，这就走向极端了。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过去人的
生活。它跟现在人的生活没有两样，
也许两者穿的衣服不一样，吃的东
西多少有一些区别，之前没有汽车、
电话和网络，但是他们是有血有肉
的人，我们为什么不去关心这些有
血有肉的人，而却用抽象的概念来
概括历史呢？

这些年历史研究突破了抽象的
学术概念，更多学者开始去关注历
史发生的偶然性。这才是丰富的完
整的历史。只有对历史有完整认识
才可能很好地指导当下。

现在很多大众写手或者是通俗
历史作者用自己的方式来记录历
史，这是大众的需要。《二十四史》看
不懂怎么办？就需要通俗解读。既然
范文澜、郭沫若、胡绳都写了自己的
感悟，那为什么不能让当年明月写
自己的感悟？每个人都在写自己的
感悟，只不过用的语言不一样，风格
不一样，有的是学术语言，有的是通
俗语言。但是通俗解读是有底线的，
要实事求是，要保证学术的品位，态
度应该是严肃的，文本是通俗的。通
俗不等于媚俗，不等于烂俗，通俗也
不等于玩世不恭。解读历史的时候
不能传达错误的认识、错误的历史
事实。

历史专业研究者们也应该热情
地支持那些非专业的人去解读历
史，关注他们对历史感兴趣的问题，
扶植那些业余草根作者和写手。

明史热没冷

却是常态化了
齐鲁晚报：前几年从电视到电

影再到小说兴起的“明史热”好像是
逐渐过去了。您作为明史专家、“明
史热的第一人”，怎么看待这股热
潮，大众文化领域内的“明史热”给
大家带来了什么？留下了什么？

毛佩琦：当明史热的时候，就有
人问我明史能热多久？我说不会热
太久，一个东西总是保持高热度的
话，是不是说明我们中国的文化很
单一？果然这个热度过一段时间就
转移了。明史热一个原因是因为明
史曾经很冷，如若明史之前热，那么
它必定现在冷。这是规律。

“明史热”给我们带来什么？第
一，它引起了大家对明史的关注和重
视。以前不重视，不关注明史的人，开
始关注了。有了关注了，就有利于常
态化。明史不再永远是个没人去涉及
的黑洞。第二，是不是我们把明史问
题都解决了呢？也不见得。引起了大
家的关注，大家有些印象了，大家就
知道看书从哪儿入手了，就有更多机
会了解明朝的基本状况。第三，明史
热，也多少纠正了大家对明史的一些
偏见。通过这一热潮，大家知道了历
史上对明朝的评价是“治隆唐宋，远
迈汉唐”，明朝比唐朝宋朝还要好，远
远超过汉唐。那我们之前对明朝认识
的偏颇就被拨正了一些。

明史现在不热了，但是也不能说
是冷了，而是走向常态化了。这两年
明史著作出版了不少，我就至少给三
本明史著作写过序言。明史热虽然走
向一种常态化，但是它还是留下了自
己的轨迹，也有一定的效果。

胡编乱造的“穿越”

应注明纯属虚构
齐鲁晚报：2011年一个很重要的

流行文化现象就是“穿越”题材剧，
“穿越”遍布荧屏和网络，虽然有人
称“穿越”只是披着历史的皮毛而
已，但它似乎与历史有些关系。您作

为历史学者怎么看流行文化中对历
史的这种无厘头演绎？

毛佩琦：我觉得穿越剧作为一种
文艺形式未尝不可。我们可以把穿越
剧和穿越小说当做剧和小说来看，但
是不能当做历史来看。不能当历史来
看，因为它不是历史上发生的事情。
要当做文学作品来看待，这我完全不
反对。穿越剧最大的特点在于它沟通
了古今，它把现代人的观念置于古
代，让现代人去体验、感悟、解读历
史。我想这实际上是用另一种形式去
评价、参与古代事物，我觉得这是可
以的。就文学与娱乐来说是完全可以
的，但这与历史是两码事。

但是不能老搞穿越剧，作为一
个艺术门类和品种，在文艺领域里
别具一格就够了。如果到处充斥着
穿越剧，我们除了穿越没有别的可
看了，这就不行了。

齐鲁晚报：因为穿越剧都是偶像
剧，它的观众基本上都是青少年、青
年人，您觉得这种对待历史不严肃的
态度，会对青少年有影响吗？您担心
吗？如何去纠正这种偏差的认识呢？

毛佩琦：穿越小说和剧可能会
给观众一些错误的认识，这是要担
忧的。穿越剧，通过不同的穿越来吸
引人，但是最好不要虚构基本事实。
否则，它就与历史没关系，就一定要
声明：本故事纯属虚构。要写纯属虚
构，就像烟盒上要写着吸烟有害健
康一样，否则就误导大众。

胡编乱造可以，但是要告诉大众
这就是胡编乱造。观众可以看，一乐
嘛。娱乐与历史是两码事儿。我们不
反对娱乐，但是反对将娱乐当成真实
的事情。

提倡国学

应先去除糟粕
齐鲁晚报：很多人在多种场合

曾经说过，中国人没有信仰，没有可
以依托的东西。同时，近年来的“国
学热”似乎在传递一个信号，就是我
们的信仰需要到国学到传统中去追
寻。不知您同意此看法不？“国学热”
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

毛佩琦：现在中国处在一个转
型期，可能大家发觉我们曾经信奉
的东西没有价值，或者说我们曾经
坚信的东西是虚伪的，那么我们从
什么地方去建立新的道德、新的尺
度、新的信仰呢？这个时候，在回顾
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我们感觉它
非常宝贵，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
很多很宝贵的东西可以解决我们现
实的问题，可以回答未来的问题，可
以来解决面对全世界的问题。它可
以帮助我们建立道德，建立人生价
值，指导人生的意义，所以大家从这
里面找营养也是可以理解的。

同时应看到，不是中国人之所
以成为中国人的那些东西都是好东
西，中国人很多东西受到外国人批
评，我们自己也不满意。我们的传统
文化中有很多糟粕的东西，所以提
倡国学的时候，应先去反对糟粕。一
定要分清哪是糟粕，哪是精华。反对
愚昧，反对落后，反对愚弄百姓，坚
持进步，这是必须牢记的。

毛佩琦：
历史的通俗解读要有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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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讲坛”是山东省图书馆
与《齐鲁晚报》联合创办的面向社
会大众的公益性文化系列讲座，在
其即将迎来6周年之际，现面向广
大读者有奖征集徽标。

“大众讲坛”自2006年3月25日
正式开讲至今，共组织各类精品讲
座180余期。为不断提升“大众讲坛”
的亲和力、认同感和美誉度，以直

观、形象、简洁的方式做好宣传工
作，主办方特借助“大众讲坛”6周
年之际，向社会公开征集徽标。主
办方要求讲坛徽标的设计构图简
洁，色彩明快，形象鲜明，富有历史
内涵、时代特征和文化象征意义，
能够集中体现“大众讲坛”的深厚
底蕴和齐鲁文化的内涵；易于在

“大众讲坛”相关纪念品和印刷品

上印制，易于在公共场合、庆典场
所展示、悬挂；作品应在明显位置
处体现“到省图听讲座去”这一“大
众讲坛”宣传口号，并突出“大众讲
坛”字样等。

此次征集采用专家评审与群
众投票相结合的评选方式。一等奖
(采用)1 名，奖人民币 1000 元；入围
奖4名，奖人民币200元；纪念奖若

干，赠送精美纪念品一份。此次徽
标征集2012年3月17日截稿，稿件可
采取电邮或寄送的方式，E-mail：
renmengmm@126 .com；寄送地址
是，济南市二环东路2912号山东省
图书馆读者活动部，邮编：250100

电话：0531-85590666。相关信息及详
细资料可登录山东省图书馆主页
www.sdlib.com获取。

“大众讲坛”

征集徽标

2 月 25 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央视《百

家讲坛》著名主讲人毛佩琦将做客本报与省图共同举办的《大众

讲坛》，作题为《从<大学>、<中庸>谈国学》的报告。以此为契

机，本报独家专访了毛佩琦先生，就“明史热”、明朝文化与当下、

国学热、通俗历史读物热等热点话题展开对话。

专家简介：

讲座内容介绍：

毛佩琦 （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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