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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国家反腐取得了重大的业绩，对于老百姓来讲是欢欣鼓舞的事，
证明我们党是为民做主、为民思考的，想人民之所想，这让我感到很高兴。

更高兴的是，在传统文化方面，我看到了很多进步。我相信传统文化的自
信心会越来越高、越来越绝。

自信要从传统上建立，如果我们对我们的历史不认同、对我们的文化不
认同，你能让他爱国吗？不可能的。他了解的都是西
方的，肯定是爱他们的东西，所以认识到文化的重要
性是我们的根本。只有认同了我们的文化传统，不会
认为我们的传统文化全部是糟粕，不认为我们的传
统文化都是吃人的，那你才会对我们的传统有所认
同，才会有热爱，才会有自信。你不了解自己的文化，
你了解的都是西方的文化，那不可能对自己的文化
有自信。对我们的文化没自信，对我们的社会、国家
也不会有自信。你不可能让他爱国，那太强求了。他
爱，首先要了解对方。我们过去批判的父母之命媒妁

之言，不就是大家根本没有了解吗？那怎么有爱情啊？爱国也是一样。
我想我们在传统文化方面不光要宣传，更需要践行。比如说《弟子规》里讲“父

母呼，应勿缓”。父母有事情才会叫你，你是不是应该回应一声呢？这个道理你光会
背没用，在家里或者幼儿园里进行幼儿教育，告诉孩子们在家里如果爸爸妈妈叫
你，你就应该答应，而且应该问他们有什么事，这样才有效。《弟子规》里告诉我们

“出必告，返必面”。那我们也要教育孩子做到这一点，你出去的时候要跟爸爸妈妈
说一声到哪去了，这样父母就放心了，回来的时候你告诉他们我回来了。都很简单
的事情，但是要实行，落实不了就没有力量。这样去做就可以改变我们的行为规范，
改变家庭的气氛，改变子女和父母之间的关系。

因此，我希望我们的传统文化的传播，不仅要坐而论道，更要起而行之。
（著名国学家、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本报记者 魏新丽 采访整理

我是楼宇烈

传统文化传播
更要起而行之

我是口述历史推动者，新历史
合作社总编辑。对我来说，2014年可
以称为公共历史、尤其是口述历史
的启蒙年。虽然说不上有什么特大
成果，但是种子埋下了。众多从事
历 史 记 录 挖 掘
的个人、团队，
从 散 落 走 向 聚
合。

2014年，我
参加了四个会。5

月 宁 波 大 学 的
公 众 史 学 研 讨
会，7 月上海师
范 大 学 的 公 众
史 学 师 资 培 训
班，10月湖南图书馆的图书馆与口
述历史研讨会，11月深圳的历史嘉
年华及当代历史记录者大会。11月
的这次大会有170多位公共历史、口
述历史的参与者参加，绝大部分是
自费的。开会不是事儿，但是这么
密集的会，在公共历史和口述历史
领域那就是事儿了。可以看到，在
理论、项目、师资、培训等领域，都
在蓄势待发。

经由这些活动，如同发掘文
物，我们找到并聚合了数百上千的
从事历史记录的同道，得以与他们
同向而行。这些都是公共历史和口
述历史的种子，可以期待在未来盛
开。

201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七十周
年，无疑是历史大年。固然会有一
些喧哗，但对于整个领域可能是一
次大的推动，让社会和市场认知历
史的公共价值和市场潜质。

对于我们来说，将是更多由势
成实，剪短顾长。

一方面，与合作伙伴一起推动
和实施更大的口述历史项目，如家
春秋计划、抗战记忆全球采集计划
等，这些项目的周期可能是5-10年，
并配套以教材、培训班、项目孵化
等培训体系，在大学生、中学生中
推广口述历史培训教育。此外，加
强同业协作、资源整合，在整体上
推动中国的公共历史进程。同时，
我们在文化历史、文化旅游方面执
行定制服务项目，成为最靠谱的历
史服务提供商。

另一方面，我们将循序布局历
史传播媒体通路，在微信公众号、
视频网站、网络电台、网络电视、图
书出版、线下空间（杂志客厅）等媒
体，构建最有质量的历史传播平
台。

历史，从专业角度上讲很窄，但
在应用方面可以很宽。路不怕远，行
不怕慢，有人同路就好。（新历史合作
社总编辑，曾任《看历史》杂志主
编）

本人撰稿

我是熊丙奇，是一名教育学者。
对于过去的2014年，我首先向采访过我的一些记者表示歉意。“这个问题，我真不想再说了。”这恐怕是过

去一年中，我对采访我的记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甚至有时我会情绪激动，弄得记者莫名其妙，在此我要说，这
不是我对他们有意见，而是我对中国教育问题老是这样反复上演，十分有意见，以至于愤怒。

2014年，中国教育有进步吗？从热闹的改革新闻报道看，似乎有很大的改革动静。
2015年，是北大、清华的综合改革元年，在2014年岁末发布的北大、清华改革，将从2015年启动。在启动改革

之时，能否有去行政化的实质作为，关乎整个改革的走向和成败，这也将影响其他中国大学的改革。
2015年，是新高考改革方案实施的元年，高考将按3+3进行全新的科目组合。已经启动试点的上海，将推出

新春考，这是我国内地高校首次尝试给一名考生发两张录取通知书，也是我认为为数不多的具有实质意义的改革之一。。这一改革进展如何，将对我国高考招考分离的改
革产生深远影响，希望上海能把这一改革做好。

2015年，还是高中学业水平测试、中学综合素质评价的启动之年，各地教育部门、学校，能否重视综合素质评价，认真推进进课程建设、改革，可从中看到高考改革的成
效。

把这些改革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审视，我很难对其点赞。先于北大、清华，早有学校颁布章程，可章程颁布后，现实没有有任何改变——— 没人真把章程当回事。我曾反复呼
吁，要把章程制定纳入立法程序，可教育部门和高校还是采取行政审批的方式颁布章程，这样的章程本就不具备法律效效力，如何能成为依法治校的宪章？

高考改革，被誉为最彻底、最全面的一次考试科目和录取方式改革。可美言者忘记了，过去20年来，我国一直在进行高考科目的调整，当年高考科目从6门变为3+x，力
度并不比现在小，可结果如何呢？学生的负担减轻了吗？应试教育缓解了吗？再看录取制度，多年前就有省市推出综合合素质评价，号称在录取时要“三位一体”，然而，综合
素质评价，说到底，在只看分数不看人的录取制度中，只是一个噱头。

教育要进步，必须有实质性的改革作为。但遗憾的是，动人的教育改革口号振奋人心，但动真格、实质性的教改在2014年还很少。改革多在原地打转，而教育的老大难
问题，只是换一个时间、地点，一次次重演。校车又出事故，教师又停课讨薪，老师性侵学生，学生暴力伤害老师，择择校变为择学区，学区房价格飙升，高校又出学术腐败，学
生作弊从国内走向国外……媒体一次次要我解读这些新闻，我只能搬出10年前就说过的话，再说一遍。过时的观念一再借现实的问题“新生”，这是何等的令人沮丧。而更
令人困惑的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国家早已找到，并写进教改纲要，可是却迟迟不落实，或者在落实中变异。

我不希望我国的教育，一边高喊着振奋人心的改革口号，一边重复老的故事。为此，我期待2015年的中国教育改革能有所突破。
教育改革要有实质突破，教育要出现新气象，关键在于教育去行政化和去功利化，这需要真正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的改改革。2015年的中国教育，能有多大改变，取决于

政府向学校放权，以及学校探索现代治理有多大力度。(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本人撰稿

我是李银河。虽然退休两年了，但是2014年我没
闲着，真有点累了。

2014年，我有五本书与读者见面，有《性学入门》、
《新中国性生活研究》，还有一套三册谈性的书。真没
想到这是我人生中出书最多的一年。不过，这些书大
部分都是我退休之前写的。那本叫作《性学入门》的，
起初是北京大学跟我约的，因为题材很敏感，十多年
出不来，我一直郁结于心。后来，这本书改成今天这
个名字出版了。

我想说啊，其实不是我能写，而是时代变了。我觉得，整个社会在能否正视人性与欲望的问题上，中国才刚刚走
出中世纪，但今天对于性，社会的尺度已经宽松多了。人们知道了什么是同性婚姻，他们的生存环境也得到了改善。

但正视和合理地追求人性仍是一场拉锯战。
十几年了，涉性的法律没有改，最需要改变的聚众淫乱罪，关于淫秽商品的法律，也没有松动的迹象。这些法律

在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是没有的。我曾说性也是一种政治权利，现在看来，与其伸张权利，不如继续启蒙。我退休了，，
可能也继续闲不着。

有人说，“李银河就是因为搞同性恋把王小波气死的！”我对这种攻击已经习惯了。最近又有人拿这件事来攻击
我，但这一次，我觉得是一个科普的契机。

以前人们知道什么是跨性别人群么？不知道。在中国，大部分人对于社会学方面的性别知识很缺乏，至于LGBT

（编者注：LGBT指性学研究中的女同性恋、男同性恋、跨性别者、双性恋）这个词更是闻所未闻，但是这个概念在西方
已经很普及，甚至在美国已经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观念了，如果奥巴马不搞清楚这个概念，连竞选都不能成功。

现在呢，至少关注媒体的人都知道什么是LGBT。我想补充的是，女同性恋的这个T不是跨性别者Transgender的
缩写，而是Tomboy，假小子的意思。有一些跨性别的人和同性恋中的T可能有一点重叠，就是程度不同。但是为什么
我们要提LGBT，为什么要把这里面的T提出来呢？他们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这两个群体还是有区别的。

现在可好了，我牺牲一下我的隐私，就让大家知道了一个性学名词，一个不为人知的群体，多好。
假如时代继续改变，我会继续写我的虐恋小说，虽然我的文笔不好，这个题材现在也没有单位敢给我发表，但我

相信总会有这么一天。
那些关于性方面的法律，我还是希望改一改，虽然这很难做到。
但还是要有人去呼吁，毕竟如果我是一条狗，我不可能承认自己是一只猫，因为这是不诚实的。(原中国社科院研

员，性学专家) 本报记者 张榕博 采访整理

我是李银河

我是一条狗
就不能承认我是一只猫

我是熊丙奇

一边喊着改革
一边重复老的故事

我是唐建光

2015

将是历史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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