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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访谈假日

读本

世界开始聆听更多的“中国声音”，在这种声音中，我们的传统文化有着

怎样的表达？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对于当下有着怎样的意义？当代的年青一

代如何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日前，本报记者专访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外

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听他阐述了有关文化传统与当下的见解。

文化传统也要“与时俱进”

记者：当下大兴“国学热”，不少
专家学者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您如
何看待这种现象？对当下有何意义？

赵启正：现在很多人的确比较
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先哲的
箴言、教导。这到底有什么意义？首
先我们要问，中国人从哪里来？中国
人到哪里去？回答很简单，中国人从
“过去”来，到“未来”去，这是显然
的。
“过去”是我们民族的根本，是

源头。假设我们中国人不了解中国
人的文化传统，那么这个民族的发
展就缺少了原动力。当然，这里的
“传统”，指的并不是中国话，也不是
中国书法、京剧，或者中国小说等文
化载体。我指的是我们的信念，我们
的价值观，甚至表达方式。这些都是
古人留给我们的，我们不能丢了祖

宗的东西。
比如说“仁义礼智信”，这些为

人处世的原则，我们今天不能忘记。
具体到这个“信”上，现在多少人不
讲诚信？多少人违背诚信原则？所以
我在很多演说中讲到，现在有句话，
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我说不妨与时俱进，改成“时间就是
金钱，诚信就是生命”。最为典型的
例子就是一些企业家，弄虚造假，坑
害了多少百姓？当然，造假的下场当
然是垮台，其实做人也是一样。

记者：那么，如您所说“与时俱
进”的话，我们的文化传统应该如何
适应目前的时代变化？

赵启正：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没
有糟粕？当然也存在，但是要看怎么
解释。

比如说，随着时代发展，“忠孝

节义”这些东西就不能按照文化传
统去解释了，现在没有皇帝了，还去
忠什么君？古代的君是代表国家、社
稷，现在的话就是我们的国家，自然
“忠君”的“忠”就发展为爱国了。忠
于国家，忠于国家利益，这种爱国主
义思想是不会落伍的。
“节”，这里面也有糟粕，比如古

代女性丈夫死了，要守节，不能再
嫁，甚至要上吊、烧死自己，争取一
个节烈牌坊，只有这样，才对得起自
己的名誉，才是“节妇”。这当然不适
应现在的社会，但是现在的“节”可
以是对家庭的一种忠诚和责任感，
这是需要的。

因此说，并不是传统文化中有
糟粕就要摒弃，而是要与时俱进，看
你怎么去理解，怎么去吸收。但不管
怎么样，文化传统是不能丢失的。

记者：是不是说一旦丢失了
文化传统，中国人就会失去中国
人的特质了？

赵启正：是的，假设没有中
国的文化传统，中国人就不能称
为“中国人”了。打个比方，假设
把一个中国人放在鲁宾逊的岛
上，给他吃给他喝，让他长大成
人，但他还能是中国人吗？已经
不是了，他是原始人。如果一个
中国人生下来就送到国外去，不
接触任何中国人、中国文化，他
长大后再回到中国，也只能是长
了中国人的样子，但不是“中国
人”，中国人的礼仪、文明举止、
某些文化特色，在他身上是体现
不出来的。

所以，历史的传承就是要保
持这个民族的精神，这个是万万
不可丢失的。现在大家对于国学
的“热”，其实就是要挖掘国学中
的精华之处，糅合时代精神，结
合我们自己的时代特征，进一步
发扬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

我们这个时代正处于经济
高速发展时期，充满着变化的力
量，但历史的传承要继续，中国
的精神要保持，这样中国人走向
未来，就会保持住自己的文化和

特色。因此，在今天来呼唤文化，
呼唤传统，既很必要，也很重要。

记者：有人说，当下部分传
统的失落，导致中国人失去信
仰，产生了精神危机，您怎么看？

赵启正：我不这么认为，我
觉得用“精神危机”这四个字来
描述中国人的精神现状，过于严
重了。

首先，中国人是有信仰的，
我们有传统的价值观，有传统的
信念，现在我们也在维持这种信
仰和信念，并没有将其丢掉不
要。

另外，即便有个别人出现精
神危机，但并不能说明我们整个
中国人都有精神危机。现在有这
么一个现象，比如说有人在谴责
贪污腐败，有人在打假，有人在
跟不正之风斗争，大家对于社会
问题都很愤慨，都在谴责。

所以说现在社会上对于精
神上的堕落，或者对于精神上的
崩溃现象是具有很强的批判力
的，由此可以判断，这个社会就
没有精神危机。目前出现的一部
分人的精神困惑，只能说是出现
了精神方面的问题，甚至是严重
问题，但不是“危机”。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精神
危机的表现是什么呢？

赵启正：如果说不谴责了，
认为腐败就腐败吧，反正不是我
的钱，个人不检点就不检点吧，
碍我什么事？什么都不关心了，
无所谓了，那才是可怕的。

一个民族出现精神危机的
话，那是相当的数量、大多数人出
现严重的精神问题。因为个别人
的精神危机和整个民族的精神危
机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说中国
人出现精神危机这话，有些夸张。

记者：也有人说，“80后”，乃
至“90后”是迷失的一代人，因为
他们对于传统批判得太多，您怎
么认为？对于他们，您有什么样
的寄语？

赵启正：说“80后”、“90后”
是迷失的一代，我会断然否定这
种说法。因为我本身接触过他们
中的不少人，说他们迷失，没有
理由。

时代在进步，他们也在进
步，不过是他们对某些事物的看
法或者表现形式不同于我们而
已。比如说他们可能穿的衣服比
较时尚个性，可能他们追求的东
西跟我们不一样，但他们内心是
有追求的，是有自己的信念的，
只要有这些，就谈不上迷失。

即便是有些人，比如独生子

女比较顾自己，但等他们长大成
人、结婚生子后，他们也会发生
变化的。

所以我不处于一个教导他
们的位置。我只是提示两点：一
个是，年轻的一代要成长得快，
要获得成功，必须具备足够的知
识和智慧。当然，多数人是具备
平均的知识和智慧，但一部分
人，可能30岁具备40岁人的知识
和智慧，那他成功的可能性就大
一些，如果30岁的人具备20岁人
的知识和智慧，那他成功的可能
性就小些。因此我只能对80后的
人说，要学习、学习、再学习，要
向长者学习，向优秀者学习，甚
至向身边的父母学习，学习他们
的知识和智慧，这是比较高效的
成功之路。另一个是要读好书，
读凝聚着人类智慧的好书，这样
可以成长得更快一些。

记者：那么，对于文化传统，
他们可以汲取哪些东西？

赵启正：一切优秀的中国传
统都应该继承，比如说仁义礼智
信，就应该继承。一些箴言、圣贤
教导，都可以在现代年轻人身上
继续发扬光大。另外，中国的传
统和外国的传统并不打架，比如
说他们爱自己的父母，我们也
爱，可能爱的方式和内容有所差
别，但本质是一样的。

赵启正：
文化传统，
是我们民族的原动力

个别人精神危机

并不代表中国人精神危机

“80后”应继承
一切优秀的中国传统

本报记者郭静专访赵启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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