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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很丰厚
未必感到幸福

“你幸福吗”？6月3日一开
讲，金辉就将这个问题抛给台
下的听众。

“中国人的幸福指数在全
世界排名112位，我们的GDP
在全世界已经是第二位了，为
什么我们的幸福指数不是全世
界第二？”金辉说，虽然物质上
很丰厚，但很多人并没有感到
有多么幸福。

幸福到底在哪里？幸福的
源泉在哪里？金辉认为，传统文
化能够让我们找到这把“金钥
匙”。在此，金辉谈到了身心和
谐。她表示，和谐是中华文化的
最高境界，把握好身心和谐便
是智慧。但今天多数人的情况
却是身心不和谐，莫名其妙地
恐慌、烦恼、痛苦，甚至脸上很
难看到笑容。

身心不和谐
当“复归于婴儿”

“我们为什么笑不出来了？
因为我们内心没有喜乐，没有
平和，没有宁静，没有安然，怎
么会有笑容？”金辉说，老祖宗
说得好，“相由心生”；而科学家
发现，婴儿一天能笑300次，症
结在于婴儿没有欲望。《道德
经》说，“复归于婴儿”，正是相
似的道理。

老祖宗说，知止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
后能虑，虑而后能得。金辉表
示，传统文化就是让人们回归
心灵，从其中找到我们本来就
光明的自己，“当我们做一个身
心和谐的人，我们就有非常大
的能量面对所有的困难、所有
的挫折。”

金辉还表示，传统文化还

包含了人与物质之间的关系，包
括人与自然的关系。“如果地下
水被污染，我们能觉得幸福
吗？”金辉说，恰恰是因为今天
人们缺乏一颗敬畏的心对待自
然，才让人与自然愈发不和谐。
而改变这种不和谐的精神力
量，正是传统文化内涵中所具
有的。

要从传统文化中
找回精神信仰

“传统文化今天并没有断，
也没有离开我们，只是弱了一点
而已。”谈到传统文化与今天人
们的关系，金辉认为，传统文化
对于中国人的最大价值是它赋
予了人们信仰，一个没有信仰的

民族不可能有几千年历史。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的文
章中就曾谈到“人民有信仰，民
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信就是相信，仰就是敬
畏。”金辉说，孔子礼仪学校里
有高高的孔子像，所有的教职
员工路过孔子像就要向他鞠
躬，很多台湾和香港的同胞看
到孔子像也要鞠三个躬，一些
日本人、韩国人甚至会跪下。

曲阜被称为东方圣城，每
年有成千上万人来曲阜，但不
是来朝拜，而是去旅游。很多人
不知道如何去仰望它，为什么
要朝圣。

金辉说，我们很多人学到
了西方的科技知识，但却无法

从传统文化中找回我们的精神
信仰。“有一位小朋友跟我说，
我不要学传统文化，我早晚要
移民。”金辉说，这句话让她很
痛心，一些孩子之所以自己要
做外国人，是因为老祖宗留下
的精华，他们都没有听过，也便
没有信仰，没有依靠，更没有身
份认同。

金辉说，事实上，传统文化
帮助我们回归到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更幸福更自在。

你会花多少钱
装修心里的“房子”

既然从传统文化角度我们
得知了自己不够幸福的根源，
我们也找到了传统文化的精

髓，那我们该如何“亲近”这种
祖宗留下的精神食粮呢？金辉
提出了一个更具体的问题：“在
高房价时代，你会花多少钱装
修你心里的房子？”

“内在不富足，外面就永远
贫乏。认可吗？”金辉在现场讲
解了多个因为物质财富与精神
财富失衡而导致的人生困顿，
相反，那些带给我们传统文化
力量的古人、圣贤，各个都有丰
富的内心世界，他们虽然身份
贫寒，但却获取了一份永久的
喜悦和幸福。今天人们想要获
得长久的快乐，便必须要“装
修”好自己内心的那所房子，让
我们心灵的房子与物质的房子
相称。她谈到，孔子曾周游列国
14年，颠沛流离，被形容为丧家
之犬，没有让人羡慕的物质条
件，可是他活得幸福；颜回一箪
食、一瓢饮，在陋巷，但是乐在
其中，也活得幸福。

那么怎样能装修好我们内
心的“房子”呢？

金辉说，儒是每个人必须
具备的素质。仁义礼智信是素
质，温良恭俭让、孝悌忠信、礼
义廉耻，这些都是。而儒的具体
表现便是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道是规律，德则是遵循规律。

“儒家在德上强调的内容特别
多，我们把儒家理解成德化人
生是不过分的。”金辉说，《大
学》开篇讲，“大学之道，在明明
德”，因而装修好内心的房子，
拥有了传统文化中提倡的道
德，便能够找到幸福的根本。

金辉认为，中央高度重视
传统文化，正是因为中华文
化的复兴、实现中国梦需要
一种昂扬向上的精神。金辉
认为，传统文化化作我们内
心的力量，可以使人把苦难变
成欢笑，把不顺变成人生中最
好的历练。

本报记者 张榕博

传传统统文文化化最最大大价价值值
在在于于赋赋予予人人们们信信仰仰
孔子文化学者金辉做客齐鲁大讲坛，认为拥有传统
文化提倡的道德，就能找到身心和谐与幸福之本

为何人的身心不和谐，人就得不到幸福？对物质的过度追求与信仰缺失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中
国人的民族自信又需要从什么方面来获取？6月3日在第138期齐鲁大讲坛上，孔子文化学者、孔子礼仪
文化学校校长金辉，从传统文化角度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系统解读。她表示，和谐是中华文化的最高境
界，而追求传统文化倡导的道德不仅能够让人们找寻回祖先留下的信仰力量，还能找到幸福的人生。

孔子文化学者金辉做客齐鲁大讲坛，分享传统文化与幸福人生的关系。 本报记者 王鸿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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