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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深度记者 刘帅

“去中国化”之忧

学习古诗词，数量相差几
首也许并不是关键，关键在于
是否在教育和社会生活中给予
经典和传统一种地位与尊重。

上海市教委也许是今秋开
学后最忙的部门之一。

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会
见一线教师时的讲话一经公
开，上海市教委“不幸躺枪”。

8月26日，课本发到学生家
长手中时，即引发了对上海小
学一年级新版语文课本删除旧
版全部8首古诗的争议。上海市
教委解释，并不能说古诗退出
了语文课本，因为“在听力教材
中依然保留了这8首古诗”。

经过一周的努力解释，本
应庆幸事态终于平静的上海，
因总书记发言再被牵出。

其实，在总书记发言之前，
在课本中删除古诗词已不是第
一次。梳理发现，近年来至少有
43篇经典课文消失在小学到高
中的课本中，其中22篇为经典
古文、古诗词。

有网友就此评论，学习古
诗词，数量相差几首也许并不
是关键，关键在于是否能将大
量古诗词等经典保留在课本
中，是否在教育和社会生活中
给予经典和传统一种地位与
尊重。“让总书记在意的不只
是几篇古诗词，而是‘去中国
化之忧’。”

这种担忧不仅停留在课本
里。2005年，昆明市赵立在人民
网上发表一篇文章《居住在哪
国的昆明》，痛批“昆明的房地
产商干了一件蠢事”，给新开楼
盘起洋名戴洋帽。

“挪威森林”、“创意英伦”、
“艾诗林根”……当时昆明这个
常住人口仅300多万的中等城
市，“洋名”小区竟占2003年到
2005年新增楼盘三分之一强。

人们的衣食住行也被这种
洋文化所笼罩。在商场超市，各
种标示着英文商标的服装品牌
数量，甚至超过中文标示的品
牌。除了不翻译中文、直接标示
英文的真洋货外，市面上还有
很多“伪血统”的假洋货。

这些看似“远渡重洋”进入
中国市场的“洋品牌”其实是彻
头彻尾披着“洋外衣”的本土
货。在江浙一带，甚至出现专门
从事为中国公司注册洋品牌的

“一条龙”服务中介机构。
促使洋品牌不断出现的一

个原因，是对洋品牌的追求和
中华文化的不自信。

随着中国高铁、微信和阿
里巴巴走出国门，中国对自己
产品和文化开始有了自信。但，
这种自信还有待加强。

本土的创新性

如果我们不对传统文化进
行坚守，我们的创意就会略显不
足，影响后面的创造力和持续发
展。传统文化正为创新之根。

“保守”成为不少人指摘中
国传统文化的地方。但有两位
生活在杭州的人的经历却将此
进行了有力地反驳。

中国美院建筑艺术学院院
长王澍，是获得世界建筑最高
奖普利兹克奖的第一位中国
人，这位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
对中国传统建筑重视的学生，
却因为硕士学位论文批判当时
中国建筑学界，未能顺利毕业。

他在那篇题为《死屋手记》
的论文中指出，“思想和感性的
分裂造成建筑中人性的丧失，
建筑师灵魂的丧失，可以说，在

‘现实’的建筑中，已经很难闻
到精神的味道了。”

20多年后，正是他对中国
建筑风格的坚持，成为《时代》
杂志最认可王澍的理由：“中
国建筑的未来没有抛弃它的
过去。”

荣誉的背后是王澍与中国
建筑、中国文化浸染的十数年。

王澍坚持每天练习书法。

这也使得他能细细体验中国传
统文化的精髓和魅力，并发掘
其与建筑内在的微妙关系。

就在三天前，与王澍生活
在同一个城市的马云，用他所
创办的阿里巴巴制造了美国史
上最大规模IPO。

50岁的马云最大的业余爱
好是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其次
是听杭州大书、苏州评弹等。马
云还将金庸武侠小说延伸到公
司文化层面。

热衷太极拳的马云，从太
极文化中悟出许多企业经营思
路。他认为，“阴和阳，物极必
反，什么时候该收，什么时候该
放，什么时候该化，什么时候该
聚，这些东西跟企业管理是一
模一样的。”

中国台湾对传统文化的坚
守，也使得苹果iphone6的翻译
中，台湾的“岂止于大”比大陆

“比更大还更大”更胜一筹。
夏威夷大学教授成中英

曾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采访
时说，“如果我们不对传统文
化进行坚守，我们的创意就会
略显不足，影响后面的创造力
和持续发展。传统文化正为创
新之根。”

保持自我才能发展

当一些人接受西方化思想
时，他们也慢慢意识到，保持本
土的东西也非常有必要。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有过
这样的经历和思考。

在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
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描述
了这样一个事例。

毕业于牛津、剑桥的穆罕
默德·阿里·真纳和哈里·李，是
各自社会彻底西方化的精英。
真纳是一个坚定的世俗主义
者。李，用一个英国内阁成员的
话说，是“苏伊士运河以东好得
没得治的英国人”。然而，他们
在领导国家走向独立和独立之
后，不得不实行本土化。

英国律师真纳成为巴基斯
坦的“伟大领袖”。哈里·李则成

为新加坡的李光耀。世俗主义
者真纳成为把伊斯兰教作为巴
基斯坦立国基础的热情倡导
者。“盎格鲁化”的李光耀学会
了汉语普通话，并成为一个能
言善辩的儒教促进者。

新加坡的人口构成大约
是，76%为华人，15%为马来人
和穆斯林，以及6%为印度教徒
和锡克教徒。过去，新加坡政府
在人民中倡导“儒教价值观”的
同时，坚持所有人必须接受英
语教育并能够讲流利的英语。

1989年，新加坡黄金辉总
统说，随着开放，“以往支撑我
们发展的传统的亚洲道德，责
任和社会观念，正让位于较为
西方化的、个人主义的和自我
主义的生活观。”

黄金辉认为，有必要确立
新加坡各民族和宗教群体所共
有的核心价值，“它们应体现作
为一个新加坡人的最基本点。”

当一些人接受西方化思想
时，他们也慢慢意识到，保持本
土的东西也非常有必要。有这
样意识的不仅有新加坡人，曾
经主张西化的胡适则是例子。

因提倡文学改良而成为新
文化运动领袖的胡适，更是在
晚年多次提及儒学。

1958年12月16日胡适对秘书
胡颂平说，“我年纪越大，越觉得
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胡适这
句话与儒家的“恕道”是一致的。

1959年，胡颂平对胡适说：
“我读《论语》,我在先生的身上
得到了印证。”胡适回答说：“这
大概是我多读《论语》的影响。”

胡适并没有全盘否定中国
的传统文化而主张全盘西化，
但他反对抱残守缺,并强调研
究中国的传统文化要有一套科
学的方法。

著名数学家丘成桐也曾表
示，现在美国对其国民从小进
行独立宣言等教育，对于美国
历史进行熟悉。我们中国也应
该如此。“如果不学习中国过去
历史，就不会有根，会茫然。”

中国电影家协会顾问、著
名剧作家苏叔阳告诉齐鲁晚报
记者，“必须坚持自己中国化的

东西，中国如此才能有尊严地、
可持续发展。”

传统与创新不矛盾

今天全面深化改革中，必
须对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等有
清醒认识，这样才能如钱穆所
说，有“真实之改进”。

“反对‘去中国化’，那么中
国化中哪些最重要呢？我认为
是上层建筑，即传统文化、道
德、风俗民情等。如果这些都能
保留，那么我们还没有‘去中国
化’。”9月19日，苏叔阳接受齐
鲁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苏叔阳同时认为，中华文
明、中华文化具有如此顽强生
命力和创新性，完全去中国化
是不可能的。

“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开始
过洋节，不过中国节日，张嘴
闭嘴就是美国大片。确实到了
该一梦惊醒的地步。”苏叔阳
认为，确实到了强调中国本土
东西重要的地步了。

反对“去中国化”在苏叔
阳看来，并不是简单的政治问
题，还涉及方方面面。中华民
族是否能真正崛起，也在于
此。“如果一个人对自己不了
解，没有信心，东施效颦，是很
难发展好的。”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
谈及轴心时代时，就谈到中国
的孔子。“中国很早就发生了
终极关怀的觉醒。孔子提出的
大同世界与和而不同，其实与
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有很大相
近之处。”

“五四运动后，郭沫若曾
发表一篇《马克思进孔庙》的
小品文。”苏叔阳告诉齐鲁晚
报记者，郭沫若文中写道，马
克思（对孔子）说：“我想不到
两千年前，在远远的东方，已
经有了你这样一位老同志，你
我的见解完全是一致的。”

苏叔阳认为，中国文化对
现在还有作用，但只是过去人
们曲解孔子思想。1952年1月
24日胡适对孔子第七十七代
孙孔达生说：“我们的老祖宗
孔夫子是近人情的。但是到了
后来，人们走错路了，缠小脚、
八股文、律诗、骈文，都是走错
了路。”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当下
还有很大影响，并不是不具
有现实意义和缺乏创新性。
苏叔阳说，“关键在于如何进
行挖掘。”

苏叔阳看来，今天全面深
化改革中，必须对中国历史、
中国文化等有清醒认识，这样
才能如钱穆所说，有“真实之
改进”。就是在这一过程中，结
合中国实际，我们能不断找到
适合中国自己的道路、制度。

2014年6月初，南仲都村村民互助
会第一次选举，在村中的集场上举行。

由于该村村民居住分散，选举工
作被分为小河南、小河北、路南和路
北四个片区。“连续两个晚上的选举，
选出了20个互助会代表，都是我们村
比较有威望的村民。”薛秀敏说。

此后，20名代表又投票选举了
村民互助会会长。在这次选举中，经
常在村里担当“调解员”角色的姚开
富当选。至此，一个连接村民和村委
会之间的村民自治组织宣告成立。

在廖晓义看来，成立村民互助
会，是乐和家园建设的首要内容。“改
革开放以来，乡村基本上是党委政府
加村民委员会的行政管理。”她说，随
着乡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公共环
境资源的剧减甚至恶化，这种政府行
政管理系统呈现出诸多问题。

“大多数村民处于各家各户的
分散状态，对公共事务漠然并缺少
集体处理公共事务的能力。”廖晓义
在调研和实践中发现，村支两委的
凝聚力减弱并与大多数群众相分
离，是诸多乡村需要面对的问题之
一。此外，政府有限的人力，也使大
量的惠民政策和资金通过狭小的渠
道进入，在缺少集体力量的监督之
下，有的地方成为小部分利益集团
的温床，并引发基层矛盾。

“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进行社
会治理创新。”廖晓义说，村民互助
会正是可以连接村民与村支两委之
间的桥梁，也是具备监督与矛盾缓
冲作用的中间层。

在这一基础上，南仲都村村委
会有了“放权”的条件。“大事政府
办，小事村社办，私事自己办。”这是
乐和家园建设中的三事分流机制。

在乐和家园建设规划中，“大
事”是国家公共事务和公共服务，由
政府负责；“小事”是指社区公共事
务，比如社区的环境保护、邻里纠
纷、文体活动等，由居村支委、社区
社会组织和社工组织共同分担；“私
事”是指私人事务，也就是家务事，
包括个人的衣食住行和家庭的伦理
等事务，由自己负责。

这一机制，不仅被南仲都村村
委会所接受，也颇受村民的欢迎。

“以前大大小小的事情，村民都有可
能找到村委。”姚洪远说，明确划分
了事务大小之后，不仅减轻了村委
负担，也减少了矛盾发生的可能。

“就像确定低保户这种事情，如
果直接由村委确定，不可能让所有村
民信服。”姚洪远说，现在交由村民互
助会投票决定，选出大家都认可的家
庭，就不会再有村民因此而起争执。

互助会的成立及行动方式，也
让村民更愿意为村庄的改变贡献自
己的力量。

“就拿环境卫生来说，如果是以
命令的方式让大家打扫，村民们就
会有抵触。通过互助会集体的决议，
大家就容易接受了。”姚开富说，互
助会成立后，村民自己组织打扫村
中垃圾之外，还组织起来对村口破
损的道路进行维修，这都是以前村
民未曾有过的行动。

村民通过互助会表达意愿，互
助会和村委再将可实施范围内的建
议转化为行动，南仲都村的变化水
到渠成。

组织娃娃团在暑假期间学习国
学知识，组织月下舞队丰富娱乐生
活，乐和家园在南仲都村已经显露
雏形。而互助会已有了新的计划，

“下一步我们互助会商议着，还要继
续整治村里的环境卫生，再成立音
乐队和老年活动中心，并开展书香
门第的评选。”姚开富说。

在清理垃圾的基础上推进垃圾

分类和节能节水等环保行动，继续宣

讲礼义精神、养生理念，建起“食育耕

坊”让孩子们接受食育和耕种教育等

等，王政伟和周伟的工作也将继续。

廖晓义和姚洪远也在筹划着，
把以林果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南仲
都村，打造成一个以生态产业、有机
农业和观光农业为主的基地。“让南
仲都村能够更富裕，也吸引更多城
里的人回到乡村。”廖晓义说。

只是随着乐和家园建设工作的
持续展开，社工人手不足成为乐和
家园项目急需解决的问题。“我们正
在山东招募专职社工，希望更多愿
意把这项公益事业作为职业的人,
加入我们的社工团队，再塑美好乡
村家园。”廖晓义说。

村民自治组织

破解行政管理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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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去中中国国化化””
去去了了些些啥啥

7月24日，全国首个社区“孔子学堂”在济南舜耕街道办舜华社区开课。 （资料片）

“我很不希望把古代经典的诗词和
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加入一堆什么西方
的东西，我觉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
的。”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一线教
师的这句话被网友热捧。

环顾四周，在大城小镇抬眼总能看
到带有“巴黎”“莱茵”洋名的花园洋房，
商场超市里的货架上也不乏用英文书
写着名称的商品，尽管它们都是“中国
制造”。

改革开放36年后的今天，习近平的
一句话，让人们忽然意识到，我们在融
入世界的同时，却在慢慢丢失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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