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读《《读读经经示示要要》》有有感感
耿庆振

《读经示要》是熊十力先生
执教重庆北碚勉仁书院期间

所撰写的一部重要的哲学
著作。初是为学生讲解六
经而作，本书也是熊先生

代表作品之一，正如他在自序
中所说：今当融贯中西，平章汉宋，上下
数千年学术源流得失，略加定论，由是
寻晚周之遗轨，辟当代之宏基，定未来
之趋向。书中极力推崇六经中之《易》与

《春秋》，并以六经注我的精神，用大量
篇幅阐述了读经的意义与方法，是熊先
生对国学的打通与梳理，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成大家气象。

熊十力先生原名继智、升恒、定
中。字子真、逸翁，晚称漆园老人，湖北
黄冈人，与马一浮先生、梁漱溟先生并
称新儒家三圣，他也是新儒学八大家
之一，一生著述宏富，桃李满天下。

全书以经为常道不可不读，读经
应取之态度，略说六经大义为线，层层
展开，其雄视百代，超越往古的气魄令
人赞叹，六经注我，卓然大家气象。先
生对两千年学术的梳理，条理清楚，见
地精深，特别对汉学、宋学和明清学术
的评价时出新论，中西互参，而以中学
为体，西学为用，取西学“利用厚生”之
深致，而宏我圣学体用不二的心性之
学之根本大义。本人并无资格评价先
生的学术，但是先生著述的精深常令
我慨叹。先生著述，乃其光复圣学，振
起国人刚健乾乾的雄风的意志之表
露。清代道学家曾国藩曾有一联：丈夫
当死中图生，祸中求福；古人有困而修
德，穷而著书。正为先生之写照。

先生浩叹：至于船山之根本精神，
与其思想之体系及根据，则莫有过问
者。今人谈旧学，无一不出此方式。而
欲学无绝道无丧得乎？呜呼！吾老矣。
眼见此局，不知所底。余之言，将为世
人所侮笑，吾固明知之，而弗忍无言
也。吾有恨也，吾有惧也，吾有痛也。中
国人经三百年汉学风气，斫丧性灵，生
命力空虚，已至极度。倚赖外人之劣
性，与贪淫，忍酷，诈骗，萎靡等恶习，
及思想界之浮浅混乱现象，皆由生命
力太贫乏故也。船山哲学，实为振起沉
疴之良药，遗书俱在，学者凝心读之，
而得其深广之思，感其浓厚之悲，有不
愤发为人者乎？

遥想古圣先贤民胞物与的情怀，

抚追先生挽衰世颓风的气概，面对今
日精神空虚，道德沦丧的社会现状，乘
着国家弘扬传统文化的东风，我们青
年一辈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
化的学习、继承、发扬，到底该如何展
开？先生言，首在立志责志，此为王阳
明为学之要也，人总要有点精神，有了
这一点精神就有了一个全新的面貌，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用以为学则
学问日进，用以修德则德行日彰。

今天，面对世界文明的空前交流
和融合，正需要我们大力地发掘，发扬
优秀传统文化，广泛地，全面地，深刻
地吸收外来文化，再造我们民族的，革
命的，大众的新文化，要之，在于民族
主体的吸收和演进。这怎能不靠广大
的青年一辈发奋振起，勇于担当？我青
年当知，宇宙之事理无穷，人生领土内
之膏腴待辟者，正自广阔，仁以为己
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先生言：经为常道不可不读，读经
首在立志，要以超拔之志做万古事业。
次则谆谆告诫，读经当有三畏，即孔夫
子所言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畏天命
也。以我个人的见闻而言，读书确实应
该本着端正的态度，明确次序。而对于
为学次序，熊十力先生认为，当由阳明
学和宋学入手，继之以四子六经，深究
切体，转而向晚明王船山、黄梨洲、顾
亭林诸师，而汉儒清儒注疏事业亦不
可忽，虽不能发明大义，却足资参考。
旁涉佛老，兼融西学，博观约取，以发
明本心，深察性体。张岱年先生认为，
读书就儒学而言，以马列主义观点视
之，则有一条线索可供参考：由四书五
经，荀子，而至董仲舒、韩愈、北宋五子
和二陆朱王、季明三大儒、颜李学派为
轴，辅之以历史经济的发展为参考。冯
友兰先生以新实在主义观点治哲学
史，则更注重我儒学的内在哲学逻辑
体系之阐发。而胡适之先生整理国故，
再造文明的号召，朱熹吕祖谦以切问
近思所题之《近思录》皆多有阐发。以
我个人浅薄的经验而言，诸师所论，俱
有卓识，要之，国学之主线在儒学，深
究儒学，遍察诸子用心，兼涉佛老。治
经学子学也必然不能忽略了史学、集
学。此为我家之无尽藏，其中风光旖
旎，大有可观。可深究，可泛玩，所谓开
卷有益，日新又日新之谓也。积我青年
之群力，求为特出之英豪，勇猛精进，
则民族复兴，文化复兴，可坐而待也。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

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诚能身心化进经
籍，出入古今，当不与吾言河汉也。

但是经毕竟不同于普通教科书
或者单纯一篇美好的文章，微言大
义，不下一番切实功夫是不能得之
的。以我浅薄的学习体会而言，要之
在于“由斯道”，在于信，信的基础上
的疑，相互发明，而穷追圣人之心。简
单的看去，孔夫子叫我们去做一个
人，视听言动，由仁行义，孟夫子叫我
们做大丈夫，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
风。自我反省，我们养了多少的鄙吝
邪侈之气而越来越缺乏浩然正气？熊
十力先生评价曾国藩，作为一个定笃
的道学家，虽然未能窥六经大义，但
是其严格的身体力行，还是造就了一
位中兴名臣。王阳明也主张事上磨
炼。这一点关窍，恰恰是核心所在，而
又恰恰是难以言说的，一言以蔽之，

《大学》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
修身为本，可以综括，前则内圣，后则
外王，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统归于修
身。此中甘苦得失，进退根据，实非小
子后学所能明言者。只有深入其间，
方可领悟，孟浩然诗云：坐观垂钓者，
徒有羡鱼情。确乎如此。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
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
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
国的脊梁。”鲁迅先生言犹在耳，古今
豪杰历历眼前。今日之我们，正当是
昨日之他们，勉乎哉！勉乎哉！

毛贤君

我于1955年秋升入烟台一中，那
时校领导按年龄长幼分班，全班50名
小同学属马14虚岁最大，最小的属
猴，才12虚岁。同学们没有升学压力，
又不用疲于奔命，进这个那个特长
班，弄得连玩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
家长开车堵在门口接送。当年烟台一
中的老师们，秉承老一代教育家的传
统美德，把心思全放在教书育人上。
教学之余，校园生活丰富多彩，不仅
体育活动开展得好，文艺活动开展得
也很活跃。

母校中间操场西侧有个砖砌
的座西向东的露天舞台。春夏秋季
节的周末晚上，实力雄厚、群英荟
萃的校文工团常在这演出。每逢五
一、十一这些重大节日，节目更是
精彩纷呈。余音绕梁。

1955年9月一个周末，首场晚会
主题是欢迎新同学。由即将毕业的
高六级大同学担纲演出。张晓岩师
哥嗓音高亢圆润，演唱四川民歌声
情 并 茂 ：“ 太 阳 出 来 罗 儿 ，喜 洋
洋……”师生们听得意犹未尽，几个
节目过后他又领唱男生小合唱《远
航归来》：“祖国的河山遥遥在望，祖
国的河山招手唤儿郎。秀丽的海岸，
绵延万里，银色的浪花也叫人感到
亲切甜香……祖国我们远航归来
了。”每当唱到此，台下师生们都屏

声静气，尽情享受着校文工团发出
的天籁之音。张晓岩的节目完了，台
下总要响起热烈的掌声。孙忠安同
学的山东快书《武松打虎》也深受师
生的欢迎。他正式表演之前说的小
段也使人忍俊不禁。

1955年秋至1957年夏，这两年
是烟台一中校文工团演出的鼎盛
时期。校文工团乐队演奏水平高，
阵容强大。尤其是拉板胡、小提琴
的同学，行家们说他俩是有望考取
中央音乐学院的可造之材。演出的
舞蹈更是风格迥异，百花争艳。有
欢乐活泼、歌颂劳动的《采茶扑蝶
舞》；豪放强壮的《鄂尔多斯舞》，歌

颂军民抗击日寇豪情壮志的《游击
队员舞》，歌颂少男少女踏青约会
的《花儿与少年》，还有云南风味的

《十大姐》。声乐方面，校文工团演
出过全部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
唱得全校师生热血沸腾。那时校文
工团还演唱过许多苏联歌曲，如

《喀秋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红
梅花儿开》等。前苏联的歌曲，曲调
优美，婉转动听。

可惜现在很少听到了，而我也
步履蹒跚步于古稀之年。但当年在
秋虫唧唧的秋夜，朦胧月光下在校
园里蹑手蹑脚偷石榴的情景，仿佛
就在昨天……

刘吉训

一连几天阴雨，终于放晴
了，气温回升，青雾在窗外拉起
一张薄纱，罩住远的山，近的
树，还有刚刚醒来的小城。云开
雾散，明丽的阳光洒满大地。

我珍藏着两张照片，一张
是母亲和我的合影，丽日当空，
我们家的茅草屋金灿灿的，屋
前阳光照耀的土堰上，母亲坐
在正中，左边坐着儿子，右边放
着针线笸箩。母亲一针一线纳
鞋底儿，儿子一笔一笔写字，字
是填红，歪歪扭扭，不大太像
字；鞋底最洁白，图样很精致，
一丝不苟。母亲凭着一双巧手，
整日忙完家里忙外头，不分白
天黑夜拼命地干活，供我读书。
生活贫苦，但很温馨。

另一张是姥姥的全家福。
一天，母亲带我走亲戚。我还是
头一次出门，第一次看到小桥
流水。姥姥家住的小院依山傍
水，环绕着洋槐小树林。那也是
个晴朗的天气，在那块并不很
宽的石墙上，姥姥坐在正中，左
边是舅舅，右边坐着舅妈。姥姥
在给儿孙们切地瓜片，也是一
丝不苟，煮熟的地瓜在她的刀
下，片片均匀，厚薄合适。我的
表姐把切好地瓜片摆在一张草
帘上，像我填红一样，摆得歪歪
斜斜。舅妈在缝衣裳。只有姥爷
坐在堂屋的小凳子上，悠闲地
抽着旱烟。他们像蜜蜂一样，忙
过了春播，忙过秋收。

几十年来，我时时忆起这
两张照片。眼下，冬日和煦，我
站在五楼的阳台上，总感到少
分享了什么，便一股劲爬上楼
顶。故乡日新月异，看长街大厦
林立，团花锦簇，缤纷烂漫；望
田园温室星罗，银装素裹，蔚为
大观，真不知是阳光把我拥抱，
还是我拥抱了阳光，我又像躺
在母亲怀里，吮吸着甜甜的乳
汁。

冬冬日日

行行走走
烟烟台台

投稿邮箱

xingzouyantai@126 .com

当当年年，，那那在在操操场场上上看看演演出出的的日日子子

感谢读者朋友们一直
以来对我们的支持，又到年
底报纸征订季，希望大家继
续支持我们，您的支持将是
我们最大的动力。欢迎订阅
2016年《齐鲁晚报》，订报电
话：18660095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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