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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国学很热，我们不少同学
都在学，社会上也有很多国学培训
机构，那为什么有很多道德方面的
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呢？”李欣然很想
以后继续研究这些困扰他的问题。

近年来，不少学校纷纷推出国
学班，或者鼓励背诵经典，还有的恢
复古代的成人礼等，这些都是弘扬传
统文化的尝试，但对解决道德问题发
挥了多大作用，不少人表示怀疑。

“如果形式和内容不能统一，这
些形式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单纯的
举行仪式或背诵经典，曾振宇不太
看好。在他看来，现在学校里背诵经
典等没能解决问题，是因为只把经
典当知识，而没有当成信仰。

“只是简单地背诵几句经典，而
不是用这些内容约束自己的行为，
这种弘扬是不会起作用的。”曾振宇
说。杨朝明则提醒，如果仅让孩子背
诵经典，可能还会引起他们的反感。

谢大宁表示，“儒学是君子之
学，如果学习者不亲自践行，就失去
了意义，更没有了带动教化身边人
的作用。”

曾振宇则认为，现在的教育和
家长的要求功利性太强，让孩子背
诵经典往往不是为了提高修养，而
是为了应试。

儒学只背诵不践行

就失去了意义

“现在弘扬传统文化没能发挥作
用，还与家庭、教育、制度等方面有
关。”曾振宇分析说，例如现在这一代
孩子的父母，本身就没有很好地接受
传统文化，很难对孩子言传身教，“这
决定了这一代孩子家风先天不足。”

而到了学校，又往往是应试教
育，在制度层面没有保障，要真正弘
扬传统文化很难。

曾振宇说，在古代，既有家庭父
母的教育，士绅这个阶层又进行言
传身教，在国家制度上还有科举制
度等进行保障。

“在古代中国，士绅这个阶层在
儒学社会化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谢
大宁表示，士绅阶层在将儒学由精英
阶层教化给全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但现在中国没有了这样一个阶层。

在谢大宁看来，现在传统文化虽
然很热，但主要集中在精英阶层。“儒
学要走出殿堂，到民间去。”让谢大宁
感到高兴的是，现在全社会都在积极
作为，例如尼山圣源书院等实践提供
了借鉴意义。“一种文化、价值观要使
全社会接受，需要很长时间。”

当然也有比较乐观者。“我觉得
现在中国出现的各种所谓的‘道德
滑坡’，会随着经济发展逐渐得到解
决。”杜保瑞说。

传统文化热还仅

集中在精英阶层

全球多位专家学者在尼山论坛展开跨文明

对话，在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如何看待以儒家思

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如何能够实

现创新性转化成为与会嘉宾的焦点话题。本报在

此特别设定现代人面临的诸多道德选择难题和

困惑，抛给与会嘉宾请他们解答讨论。

老人摔倒了扶不扶？

高尚的老人催生高尚的社会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杜保
瑞：老人摔倒了一定要扶，正所
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过去
曾发生个别不好的案例，像老
人受伤被扶起反而诬赖把他扶
起来的人，但我觉得还是应该
做自己该做的事，只要自己问
心无愧就好，因为这是个人道
德良知的问题，也是人格素养

的问题，慢慢地这些不好的事
情会消失。

中国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
明：如今，很多奇怪而不可思议
的东西都冒了出来，老人摔倒
众人扶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事
情，但现在却成了一个问题。解
决这一问题还要从儒家思想中
找出答案，儒家讲推己及人，如

果摔倒的是你的父母，你会不
会去扶？另一个更为严重的问
题不是发生在年轻人身上，有
老人自己摔倒反而去诬赖别
人，这对整个道德秩序的毁坏
是致命的。老人不仅仅是指年
龄长，更重要的是品德超出年
轻人，高尚的老人才会催生高
尚的社会。

该不该给乞讨者钱？

乱象需用教化一点点改变

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杜保
瑞：这个事情有两个层面，如果
我觉得他的乞讨是真的，给他
一些经济上的支持是个人道德
的体现，但是如果我判断是假
的，如果他们本来就应该由政府
相关部门负责，不给也无可厚
非。乞讨是个现象，生活中有些

人会有一些困难，我们应该主动
给他们提供帮助，而不是等到他
们乞讨时才帮助。同时，政府相
关部门应该做好该做的。

山东大学教授、尼山圣源
书院执行院长颜炳罡：社会中
的乱象需要用实实在在的教化
去一点一点改变，出现那么多

道德困境是社会给人在出难
题。我们这些年致力于尼山圣
源书院的项目，坚持每两周给
村民讲课，村子里原来的偷窃、
邻里打骂、不孝敬父母的现象
都消失了。传播弘扬儒家思想，
不仅是在理论上，更要从小处
着手，一点一滴地改变。

母亲为孩子学琴五年没回家合理吗？

个人成才与家庭伦理冲突，太多无奈

山东大学哲学和宗教学教
授谢文郁：需要深入探究，虽然
母女五年不曾回家，但可能还
有通电话，在外学习是成才的
需要，每个人的人生目标不同，
追求方式不同，暂搁亲情也许

只是权宜之计。大禹治水时三
过家门而不入，既然世人不谴
责大禹，那么对这对母女为何
不能一视同仁？

台湾学者、台湾慈济大学
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安

梧：这个问题情况复杂，不能
单独用儒学观点来评判，个人
的成才培养和自强自立与家
庭伦理道德相冲突，其中有太
多无可奈何，还需要深入调
查。

上班白领公交车上筋疲力尽，该不该给老人让座？

保障老年专座，用制度做道德保障

山东大学哲学和宗教学教
授谢文郁：年轻人可以不让座。
老年人“老”的界定是什么？多
老才算老？现代条件下，许多老
年人身体也很硬朗，年轻人工

作累了，应该得到体谅。让座的
话应该让给有需要的人，“老弱
病残幼”中，弱者最应该得到座
位，比如孕妇、病人等。

台湾学者、台湾慈济大学

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林安
梧：年轻人应该让座，老年人专
座应该让出来，这是一个制度
问题。制度建设与传统道德要
结合起来，制度做道德的保障。

儒家伦理对我们有没有用？

儒学内化为人的生活方式才有价值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海
明：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是，
儒家伦理不能停留在理论和
口头上，要能够为人所认同，
能够落实到人们的生活当中
去，进而接受这样一个儒家
伦理的价值观念，改变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

山东大学教授、尼山圣源
书院执行院长颜炳罡：儒学不
仅是学者的研究课题，更是一
种生活方式，只有融入民众生
活才是活的。儒学什么时候能
够化为千百万人的生活方式，
才是其价值所在。

贵州省委副书记李军：这

些年，我们投入巨大精力建设
了贵阳孔学堂，形成了一定的
影响力。我们的目的是构建一
个研究、传播儒学的平台，不论
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百姓，都
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想要的东
西，这是我们弘扬传统文化的
努力。

本报记者 高扩 刘帅 李钢 刘志浩

(上接B01版)

22日，本报记者采访台湾学者
林安梧。

实习生 葛若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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