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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来未必是爱学习的，
但却是必须学习的；人生来未
必是爱孝的，但却是必须要孝
的；人生来未必是性善的，但
却必须是性善的；人生来未必
是爱仁的，但却是必须爱仁
的；人生来未必是快乐幸福
的，但却必是快乐幸福的；人
生来未必是喜欢大同的，但人
类却必须也必然走向大同。从
人类总体的角度，《论语》“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我
们规定了价值建构的方向和
方法；《论语》以“为万世开太
平”的姿态为人类走向未来提
供了不竭的精神资源。

3 月 24 日周六上午 9 点
由国家图书馆、山东省图书
馆、齐鲁晚报共同举办的大众
讲坛邀请到了中国人民大学
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冷成金教
授举办题为“《论语》的精神”
的讲座，为听众解读《论语》这
部儒家经典的核心价值及现
实意义。

冷成金，中国人民大学中
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古典
文学教研室主任，著名历史杂
谈作家，中国苏轼研究会常务
理事，李清照辛弃疾研究会理
事。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和
传统文化研究，其作品被翻译
到韩国和日本，并引起了韩国
的“中国流”。著有《苏轼的哲
学观与文艺观》、《中国文学的
历史与审美》、《文学与文化的
张力》、《中国古代文学史(唐
宋部分)》等。

3 月 24 日也是大众讲坛
六周年纪念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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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面向社
会征集了能够代表大众讲坛
形象的徽标，目前已收到来自
全国各地的 100 余幅设计作
品，在 24 日讲座现场我们也
会揭晓此次征集活动的评审
结果，届时大家也会看到最终
能够代表大众讲坛形象的徽
标。

为了感谢读者六年来对
大众讲坛的支持，回馈读者，
本次讲座特准备了 50 本《大
众讲坛第五辑》，免费发给前
50 位入场的听众。

时间：2012 年 3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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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众讲坛预告

冷成金讲

《论语》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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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师文静
实习生 刘佳

读史一定要有道德批判

齐鲁晚报：您的《读史有智
慧》《读史有学问》等历史杂谈选
择从文化的角度评史，是不是学
者的评论尺度更加“自由”了？文
化角度评史的独特性在哪儿？

冷成金：从文化角度评史是
相对“自由”的。

从文化角度评史就是从历史
的本来面目出发，从最大的善和
美的文化理想出发，对历史加以
审视、评价，揭露假、丑、恶，歌颂
真、善、美。但问题在于，当下让人
认识什么是文化意义上的假、丑、
恶和真、善、美是很困难的，如对
于《论语》，当下很多人对其真正
的文化合理性并不了解。

齐鲁晚报：您书中曾提到五
代时期一个叫冯道的人，他本来
是反面人物的典型，但是却被人
写文章称为“官场上的楷模”，您
批评这篇文章很有害。您也严厉
批评当下大众文化领域不少历史
题材的作品没有道德。得出这种
结论，也是与您坚持从文化角度
评史有关系吧。

冷成金：道理很简单。如果一
个民族的历史是一片黑暗，那么
这个民族到底是凭借什么走过了
漫漫历史长河，经历风风雨雨，走
到今天？如果此刻以前全是黑暗，
我们拿什么在彼刻开始寻找光
明？难道我们的民族是“恶之花”？

现在的大众文化中关于历史
题材的故事只讲细节，只讲如何
整人害人，只讲细节和方法，没有
甚至排斥道德和价值评判，有的
甚至污蔑、诋毁历史上的英雄人
物和道德模范，在事实上形成对
负面价值的褒扬和对正面价值的
贬损，给人们造成了我们民族的
历史一片黑暗，只有自私自利才
能“成功”，才“天经地义”的印象。

这种做法授之读者以实施阴
谋诡计的具体方法，助长了当下
的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
道德虚无主义。与此形成鲜明对
照的是，古代人讲历史题材故事，
却注重道德、价值评判，讴歌忠孝
节义，批判自私自利阴险狡诈等
负面价值。

当下所谓知识分子

大多已功利化

齐鲁晚报：您的学术研究涉
及古代诗词中的“三苏”，您还是
电视剧《苏东坡》的总编剧，您把
苏轼的精神定义为一种“文士道”
精神，就是所谓“不唯书、不唯上、
不唯权、不唯私，而是唯民、唯真、
唯善、唯美”，而且您也说文人就

应该是这样的人。这应该就是我
们理解的“文人风骨”吧。那么联
系当下，相对于传统文人，当下中
国文人需要具备怎样的品质？按
照传统文化的标准，怎样的人才
能算是一个真正的文人？

冷成金：著名学者康菲诺认
为知识分子有五个特点：“一，对
于公共利益的一切问题都抱着深
切的关怀。二，这个阶层常自觉有
一种负罪感，因此认为国家之事
及上述各种问题的解决都是他们
个人的责任。三，倾向于把一切政
治、社会问题看做道德问题。四，
无论在思想或生活上，这个阶层
的人都觉得他们有义务对一切问
题找出逻辑答案。五，他们深信现
状不合理，应当加以改进。”中国
古人早就对此有清醒的认识，如
孔子多次说“士志于道”等，孟子
更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
唯能”。

当然，这是知识分子的理想
状态，不能拿来要求每个知识分
子，况且今天的所谓知识分子绝
大多数已经专门化、技术化和功
利化，与传统的知识分子概念有
很大的差异。但也要看到，这种现
代意义上的公民化知识分子有其
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不能一概否
定，这里要强调的是，传统知识分
子的人文精神在当下丧失得太多
了。

文人地位不应该那么高

齐鲁晚报：当下所期待的知
识分子或者文人应该是敢于发
声、有独到见解且能引领思潮的
人。但是个人感觉，当下小部分大
学教授，在微博、媒体上说一些不
靠谱的话，像某北大教授言论就
引起社会诸多争议，从而也影响
大家对所谓知识分子的评价。当
下文人地位的滑落，是不是与缺
少古代文人的风骨有关系？当下
文人的最大危机是什么？

冷成金：很好的问题。你说的
现象正是人文精神失落的表现。

人文学科是有严格的科学性
的，不是谁说都可以。我曾说过，
百家争鸣的前提是首先要是家，
不是家就是百人争说。有道德学
问的人未必是教授，教授也未必
都有道德学问，这是常识。

文人地位的滑落原因很多。
一是过去不应该那么高，文人地
位过高就会造成文人的“独断”，
使大众失去思想，怀疑自己的感
觉和常识，结果是政治往往让人
看不懂(如“文革”)。附带说一句，
让人看得懂的政治未必是好政
治，但让人看不懂的政治一定不
是好政治。因此，文人地位的滑落
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

二是近几十年来以经济建设

为中心，文人在政治和经济上被
边缘化。第三是价值的多元化使
文人失去了部分精神优势。第四，
文人的自我定位不准确。文人本
来就应该以道德和学问影响社
会，而不是借助政治和经济来干
预社会。最后，是大众对文人的期
待和要求太高，仿佛文人就应该
引导自己，自己就天生要被人引
导。

而当下文人最大的危机是人
文精神的丧失。

齐鲁晚报：您一篇后记中写
道，“学术只可用来立命，不可用
来安身。薪薄俸微而又薪桂米珠，
靠学术安身，恐怕其身不安，其学
也就难正。”是什么激发您有这样
的感慨呢，您能否详细地谈谈以
上这段话的深意。

冷成金：这是《中国文学的历
史与审美》后记中的一段。孔子
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
人。”即古代的人学习是为了提高
自己的道德修养，而现在的人学
习是为了治理别人。人文学术具
有其特殊性，即追求精神价值，而
精神价值的追求是要抛弃功利
的，这与现在单纯的学好技术找
工作的理念完全不同。

因此，我觉得学习人文学科
的人必须具有献身精神，必须明
确的是，这种献身精神不是简单
的忘我工作，而是指“舍生取义”。
张载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正是人文学者全部生命价值
和意义。

金庸武侠小说暗合了我

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

百年祈盼

齐鲁晚报：您从古代诗词研
究到金庸小说研究的跨度挺大，
为何有这个跳跃？

冷成金：如果我们不带“傲慢
与偏见”，会发现上世纪八十年代
以来席卷大陆的“武侠小说热”是
一种不容忽视的文化现象，其读
者范围之广、流行时间之长、潜在
影响之大在中国文学史上非常罕
见。

金庸小说能够在文学史上取
得相当的地位，最根本的原因是
他的武侠小说对传统文化进行了
苦心孤诣的梳理，尽管其中难免
有偏失和迷误，但总的说来暗合
了我们民族重塑文化本体的百年
祈盼。金庸小说塑造的大侠形象
为我们树立起了一批文化人格的
楷模，对于现实人格的选择和构
建有着深远的意义。如果我们能
够认识到历史上每次文化重建都
是自“下”而“上”地运行的话，也
许能够正视金庸小说的价值，并
使其发挥更好的作用。

齐鲁晚报：当下的武侠小说

原创可能就是几本刊物、几个年
轻的作家在支撑局面。而近几年
网络游戏则大力拓展武侠题材，
更多关注的是“武侠暴力”，一些
中学生读物也涉及武侠，但是内
容低俗不堪。大众普及阅读武侠
的局面更是早已消退。您作为一
位最早在课堂推广金庸小说的研
究者，您曾经定义武侠小说是，

“大俗大雅，至幻至真”。您对当下
武侠创作鱼龙混杂局面怎么看？

冷成金：现在除了拜金狂热
和娱乐至死的狂热，别的什么都
不太热，也不只是武侠不热。但从
先秦至今，武侠“热”似乎一直未
彻底消退，我也不相信它会彻底
消退。

但是，现在的“武侠”已进入
“玄幻”阶段，可以毫不客气地说，
这已经入了“魔道”。我历来都不
保守，更不是“九斤老太”，而是非
常喜欢学生，喜欢青年，也喜欢新
潮，比如对美剧《生活大爆炸》和
中国的《爱情公寓》我都很喜欢，
但对于很多游戏对青少年的异化
深感忧虑，对给青少年造成的精
神戕害深感愤怒。

你所提到的低俗武侠小说在
明清都存在。正气不足，外邪必
入，解决的方法是要扶正祛邪。

我很同情当下

被热议的 80 后、90 后

齐鲁晚报：网上有您的贴吧，
还有您的上课语录。其中一条语
录是：“我日日面对的年轻的学
子，他们大多是在楼房里出生，在
楼房里生长，如今又在楼房里学
习，将来还要到楼房里工作的，他
们的精神家园在哪里？”您还写了
一篇文章《中国真正的希望，或许
在 80 后一代》，为什么这么关注
80 后的精神世界？

冷成金：我是说过这样的话，
我也说过我喜欢这一代人。中国
人的精神家园与宇宙情怀相关，
现代社会使人割断了与自然的丰
富情感联系，而我们又没有外向
超越的价值观念，因此会有精神
家园的空没感。

我很同情当下被热议的 80

后、90 后，对于他们而言，“旧根”
已逝，“新根”未生，他们处在悬浮
状态。但他们也有我们当年所没
有的优势，他们没有父辈和祖辈
们禁锢的思想，他们不像父辈和
祖辈们那样要在无穷而又无谓的
争论乃至斗争中搞明白什么，他
们只需按照人类最本能也是最正
确的方式来寻找和体味自己的精
神家园。

于是，热爱祖国、热爱民族、
利他奉献、沉着理性、真诚直率、
勇敢执着，成为了他们的精神主
流。我热爱他们，是因为我必须热
爱他们。

3 月 24 日，中国人民大学

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冷成

金将做客本报与省图共同举

办的大众讲坛，作关于《论语》

的讲座。冷成金是以文化角度

评史的学者，是电视剧《苏东

坡》的总编剧，还将金庸武侠

小说纳入其研究范围。19 日冷

成金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对当

下大众文化领域内历史题材、

武侠小说创作的不足以及当

下的文人精神提出了自己的

见解。

冷成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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