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尼山论坛纵论传统文化现代性改造

仅仅当当知知识识背背诵诵
儒儒学学救救不不了了道道德德

犹如大河奔流，传统文化穿越
时空，在繁华现代中归来。

尼山论坛为传统文化的抵达，
提供了一个歇处。这让我们意识到，
从没有什么时候，像当下这个时代
一样，对传统文化有着如此迫切的
需求。

论坛发起人许嘉璐先生在《危
机，期盼，伦理，责任：构建人类共同
新伦理》的演讲中提到，当前，人类
陷入了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如此广泛
而深刻的危机，危机根本性的原因在
于无法制止道德和价值的扭曲，在于
忽视了伦理道德的重要。

因此，在第三届尼山论坛上，我
们向传统问道。

传统文化像是一张厚重饱满的
底布，现代文明要重新在这张底布上，
画出鲜明斑斓的色彩。如今，我们在回
归古老的传统中，重新思考解开困惑，
拯救惶惑无力的时代感。重新回忆和
温习轴心时代伟人们的教诲，反思民
族的既往，认清民族、群体和自身所处
的位置，思考建立现代不同信仰下的
共同道德规范。

现在的我们正需要这样的药
方。

正如尼山论坛上专家学者的观
点，在寻找危机中的人类出路这样
一个极其复杂、艰难的问题时，世界
的规范就变得越发必要。世界的规
范，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类
的共同伦理。

勿忘初心，是为终南问道归处。
(任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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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选修了国学课程，但
这并没能妨碍北京大学社科类
研究生李欣然对美国大片、日
本漫画等西方文化和日韩文化
的喜爱。

“身边的同学大都喜欢日
本漫画、美国流行音乐。”李欣
然说，他从小学开始就喜欢看
日本漫画，上了中学又迷上了
R A P ，“ 女 同 学 们 则 喜 欢 韩
剧。”

随着年龄的增长，李欣然
心里也有些纠结：“尤其是上
了大学后我也开始反思，怎么
中国传统的东西吸引不了我们
呢？”于是，他开始在大学里选
修国学课程。

不仅像李欣然这样的年轻
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更有不少
人喊出了“西方文化挤占青少年
大脑”的恐慌。例如，一部好莱坞

科幻大片《阿凡达》在中国横扫
十余亿元人民币票房，引起了
各界的反思，甚至有人提出要
用传统文化“抢回青少年”。

“我们应该承认，目前来
说，相比西方文化，我们还是
有些差距。”台湾佛光大学教
授谢大宁说，但我们也不应该
因此感到自卑。在他看来，对
西方文化、日韩文化在年轻人
中流行感到恐慌，实际上就是
一种文化自卑的表现，中华文
明应该有文化自信。

“像这种美国大片、韩剧
就是一种商品，一种国际化的
商品，对他们的流行无需过于
大惊小怪。”台湾大学哲学系
教授杜保瑞认为，“随着发展，
我们也会有越来越多的电影、
电视剧等体现我们文化的影视
作品出口到国外。”

尽管专家认为没有必要对
西方流行文化热大惊小怪，但
这并不表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
弘扬传统文化。

“我们现在是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但说实话，我们面临
着很多问题，尤其是在价值观
层面。”作为儒学专家，山东大
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曾振宇
痛心地说，不少中国人在外国
的形象，确实与我们礼仪之邦
的称号有着巨大的反差。

更让人揪心的是社会上的
“道德滑坡”。“现在就连老人
倒了该不该扶都成了问题。”
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表
示，我们连“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的传统都丢弃了。

“南京‘彭宇案’可以说是
对中国基本价值观的破坏。”
曾振宇分析说，因为这个案件
的基本逻辑就是他不撞倒老人

就不会过去扶，这实际上是否
定了人本心的良知和道德。

在曾振宇看来，“彭宇案”
是一个可怕的审判，对社会危
害程度很大。“以至于现在看
到老人摔倒了，都要想一想该
不该扶。”曾振宇分析说，这些
问题在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
化中都有明确的论述，但是我
们现在都缺失了。

“文化发展也必须推进，
否则就会影响经济发展。”杨
朝明分析说，要发展文化，就
必须在传统文化中寻找营养。

正如尼山论坛组委会主席
许嘉璐在论坛上所说，当前，
人类陷入了从来未遇到过的广
泛而深刻的危机，地球上的每
个地区和国家几乎都无法幸
免。因此，各个民族正在回归
古老的传统，思考建立现代的
不同信仰下的共同道德规范。

学校诵读儒学经典、举行
祭祀仪式、张贴儒家宣传画……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学热正
在兴起，弘扬传统文化已经取得
了一定程度的共识。

“大家认识到弘扬传统文
化的必要性，这很可喜，但具
体该弘扬哪些传统文化却应该
好好研究。”曾振宇表示，以传
统文化代表儒学为例，儒学发
展经历了很多阶段，秦汉之后
的儒学增加了许多封建性的糟
粕。

杨朝明也表示，儒学代表
人物如孔子等强调“正名”，主
张“修己安人”和“仁政”、“德
治”；汉代以后的儒学适应封
建专制制度的需要，逐渐片面
强调君权、父权和夫权，儒学
慢慢蜕变，呈现了为后人诟病

的“ 缺 乏 平 等 意 识 和 自 由 理
念”等特征，与现代社会格格
不入。

“所以，弘扬传统文化时，
应该区分哪些是精华，哪些是
糟粕。”曾振宇举例说，像现在
有的街道会张贴24孝图，其实
24孝是明清才有的，里面有很
多糟粕，“就像郭巨埋儿奉母，
现在能学这个吗？要是那样，
这不是丧失了最基本的道德判
断力吗？”

谢大宁也提醒说，在弘扬
传统文化时，一定要区分哪些
该弘扬，否则后果可能会很危
险。“我们现在不是单纯地弘
扬传统，而是在汲取传统营养
的基础上，生发出新的符合时
代的价值体系，这需要慢慢研
究。” （下转B02版）

没必要担心西方、日韩文化流行

发展文化须从传统中寻找营养

街道上挂24孝图其实并不合适

一方面是传统文化大热，另一方面是某些领域出现“道德滑坡”。如何
才能让传统文化增强人们的伦理道德，适应现代化的发展？在第三届尼山
论坛上，多位知名专家学者纵论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改造，并开出弘扬传统
文化的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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