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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首期期““社社区区国国学学讲讲堂堂””完完美美收收官官
十期国学讲座联播赢得居民好评

““六六经经之之教教””
确确立立儒儒家家学学统统

本报讯(见习记者 张九龙) 10
日上午，在名士豪庭第二社区居委会
进行的首期“社区国学讲堂”最后一
讲完美结束。十期国学讲座满足了社
区居民在家门口学国学的文化需求，
赢得了社区居民的好评。

2014年12月27日，由齐鲁晚报名
士豪庭社区服务中心、张刚大篷车社
区文化服务中心和名士豪庭第二社
区居委会联合举办的首期“社区国学
讲堂”第九讲上，来自山东大学儒学
高等研究院的硕士生孙艳杰与听众

分享了她对李贽“童心说”的理解。
“在著作中，李贽提出了‘童心说’，

明确表达了他的思想态度，也成就了他
明代第一‘狂人’之名。”孙艳杰表示，李
贽的“童心说”，其实是对新儒家学者先
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

她认为，所谓“童心”并非是“儿
童之心”，而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
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
一切污染的，因而最具一切美好的可
能性。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
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四书五
经等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彻底否
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

在1月10日的第十讲上，孙艳杰
与听众分享了“六经之教”。孙艳杰介

绍，六经是儒家所尊奉的六部经典，
包括《诗》、《书》、《周易》、《礼》、《乐》
和《春秋》。除了学术价值以外，六经
还有重要的教化功用。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中国社会
文化以“礼”作为制度，因为政教合
一，所以以政治理想统领整个文化学
术。而儒家六经是此种制度集大成的
思想表现，六经一方面是文化建设的
纲领，又是世俗的宗教追求。

为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建设
书香社区，齐鲁晚报名士豪庭社区服
务中心、张刚大篷车社区文化服务中
心和名士豪庭第二社区居委会联合
举办了首期“社区国学讲堂”，每周六
上午9点在名士豪庭第二社区居委会

进行。
目前，首期“社区国学讲堂”的10

次讲座已经圆满结束。通过“社区国
学讲堂”，不少居民学到了国学知识，
并结识了身边同样爱好国学的朋友。
随着讲堂影响力的扩大，有的市民从
很远的地方赶来参加活动。

活动告一段落，不少国学爱好者
表达了不舍之情。首期“社区国学讲堂”
虽然结束了，但是我们的服务还会延续
下去。未来，齐鲁晚报名士豪庭社区服
务中心、张刚大篷车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和名士豪庭第二社区居委会将推出更
多丰富多彩的活动，进一步满足社区
居民的文化需求，敬请关注我们的后
续报道。

“六经之教”的提法最早见于
《礼记》的《经解》篇：“入其国，其
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

《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
广博易良，《乐》教也。奖静精微，

《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
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
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

《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
之失乱。”

孙艳杰介绍，六经是儒家所
尊奉的六部经典，包括《诗》、

《书》、《周易》、《礼》、《乐》和《春
秋》。六经是中国文化源头，先秦
诸子都从六经中汲取营养。这六
部古籍并非孔子所做，而是在孔
子之前早已存在。孔子对六经进
行了整理和修订，成为儒家经典。
汉代人对六经评价极高，为之设
立博士官。

孙艳杰分析，除了学术价值
以外，六经还有重要的教化功用。
从社会文化的角度看，中国社会
文化以“礼”作为制度，因为政教
合一，所以以政治理想统领整个
文化学术。而儒家六经是此种制
度集大成的思想表现，六经一方
面是文化建设的纲领，又是世俗
的宗教追求。

孔子及其后学在以经作为课
本教育学生的时候，其目的并不
仅仅是让学生记得一些死书，而
是要培养学生的人格和政治智

慧。《荀子》中记载：“故《书》者，政
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
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
也……《礼》之敬文也，《乐》之中
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
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孙艳杰介绍，由于孔子的教
育思想和课程内容代表了时代前
进的方向，并兼顾了各社会阶层
的利益，孔门成了当时最有活力
和最受欢迎的教学园地。孔门弟
子将孔子的政治思想应用于实
践，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因
此，到战国时代，由孔子创立的儒
家便成了弟子遍布天下的显学，
占据了教育市场的最大份额。

“六经”各自为用，又合为整
体，内容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
面。“‘六经’是古人从事学术研究
的主要对象和最高标准，可谓古
人不可动摇的大百科全书，因而
成为儒家经典。”孙艳杰表示。

孙艳杰觉得，六经对当前也
颇有现实意义。今天的教育有许
多流于形式的东西，注重为国、为
民、为社会而作为，外在的东西多，
而内在的东西少，不易使人从根本
上接纳，特别是不能起到转变人的
思想行为目的。“相对于此，六经劝
人追求自身的修养，从人本出发，
以追求人的高尚思想道德情操和
培养高素质的人为目标，最终实现
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稳定。”

““童童心心说说””
与与““狂狂人人””李李贽贽

李贽是明代中叶的重要思
想家、文学家，他以“异端”自命，
认为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是
非”。他的散文见解精辟，犀利泼
辣，著有《焚书》、《续焚书》、《藏
书》、《续藏书》、《李温陵集》等。

孙艳杰认为，朱熹的学术本
来有其丰富、深刻之处，但是，当
程朱理学被立为官学，取得学术
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后，逐渐走向
僵化，成为明代加强封建专制主
义统治的工具之一。李贽深刻认
识到了这点，发时代先声，揭露
了程朱理学及其教育的反动性
和虚伪性，表现出追求个性自由
和解放的精神。

李贽对统治阶级所极力推
崇的孔孟之学大加鞭挞。在著作
中，他以戏谑嘲讽的笔调贬低孔
子，这在尊孔子为至圣先师的古
代，是一种大胆的举动。他认为
孔子并非圣人，“虽孔夫子亦庸
众人类也”。

人人都是圣人，又何必一定
要去学孔子呢？这就把孔子从至
高无上的圣人地位上拉下来了。
如果一定要将孔子奉为偶像，言
行举动都学孔子，那就是“丑妇
之贱态”了。李贽否认儒家的正
统地位，否定孔孟学说是“道冠
古今”的“万世至论”，认为不能
将其当做教条而随便套用。《六
经》、《论语》、《孟子》“乃道学之

口实，假人之渊薮”。
“在著作中，李贽还提出了

‘童心说’，明确表达了他的思想
态度，也成就了他明代第一‘狂
人’之名。”孙艳杰表示，李贽的

“童心说”，其实是对新儒家学者
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

她认为，所谓“童心”并非是
“儿童之心”，而是“绝假纯真最
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
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
而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李贽
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
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四书五经
等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彻底
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

李贽的认识论是建立在主
观唯心主义之上的先验论，主张

“生知”说。“天下无一人不生知，
无一物不生知，亦无一刻不生
知。”李贽以“生知”说反对神化
孔子，从认识能力、认识来源的
角度来否定认识正确与否要以
孔子为标准的传统思想，具有解
放思想的进步作用，但以“人人
生知”反对“圣人生知”说，其认
识论方面的局限和缺陷是不可
忽视的。

“李贽身上强烈表现出反对
道学教育及封建名教的束缚，反
对权威和僵化，追求个性自由和
解放的特征，具有近代启蒙思想
的色彩。”孙艳杰总结。

新 姚 家

本版文/片 本报见习记者 张九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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