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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未了

感悟经典

由“儒”字说开去

□何中华

按照汉许慎《说文解字》的诠
释，“儒，柔也”。一个“柔”字，味道
全出，可谓搔到了问题的痒处。记
得有一次从电视上看到宋词专家
叶嘉莹先生的一档节目，她就特
地提到了中国文化的“弱德之
美”。她由“儒”字的“柔”这一本义
出发，加以阐释，十分贴切地把儒
家所代表的中国文化性格多维度
地彰显出来了。
“儒”含“需”字，参之以《易

经》“需”卦的卦象，可知“需”有
“等待”之义。《易传》说：“需，不进
也。”据《易传》记载，孔子就说过：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何不
利之有？”孔子这里说的其实就是
“需”的意思，它体现的显然是一
种等待的姿态。

华裔英籍女作家韩素音，在
自己的著作中描述一位华侨时
说：“他是个中国人，有极好耐心，
能等待和忍耐。”这的确典型而鲜
明地体现了中国人所特有的品
性。韩素音在参观走访了中国内
地之后，曾经感慨道：“我在这里
重新发现了中国的弹性——— 它所
固有的柔顺性，这使它不受外界
危机的影响，同时也使它度过自
己的一次又一次动乱。”因此，我
们虽说“儒者柔也”，但看此“柔”
字不要过于直观，误以为柔就是
软弱无力，就是废弃一切作为。须
知，此柔非真柔，而是指那种“以
柔克刚”之柔；拿老子的话说，就
是所谓“柔弱胜刚强”之柔。老子

认为：虽然“天下莫柔弱于水”，但
是“攻坚强者莫之能胜”，这正是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
的道理所在。俗话说的“水滴石
穿”，就是“以柔克刚”的一个十分
典型的例子。

其实，我们只有通过“水”的
意象，才能最真切地体味到“儒”
之“柔”。柔是“水”的最为突出的
特性。在中国文化中，以水喻道是
有其古老传统的。譬如，老子曰：
“上善若水”；他还说“弱者道之
用”，此所谓“弱者”乃指水的柔弱
所表征出来的规定。因为“水善利
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
于道”。庄子也说：“鱼相造乎水，
人相造乎道。”据《荀子》记载，孔
子说过：“水洸洸乎不淈尽似道。”
管子认为：“水者，何也？万物之本
原也。”郭店楚墓竹简上有一篇
“太一生水”，谓“太一生水，水反
辅太一，是以成天”。如此等等。我
们知道，水是不定形的，它被放进
怎样的容器中就采取什么样子的
形状，但正因为没有一种凝固不
变的形状，所以才能变成一切可
能的形状，这正是“道”的品格。更
为重要的是，它以隐喻和象征的
方式，透露出中国文化的传统性
格。以水喻道的高明之处在于，它
的意义是双关的：一方面确立了
存在论的基本意象，让人们能够
由此及彼地去领会“道”的深刻蕴
含；另一方面又奠定了道德论的
基本取向，借助于水的柔弱性格
来开显道德的品性。

应该说，中国传统文化所采

取的等待姿态，与儒家固有的
“柔”的性格之间，是有极深的渊
源关系的。它在很大程度上规定
着中国人同自然界、同他人打交
道的方式。

在这里，不妨比较一下古典
技术同现代技术在文化性格和文
化取向上的分野，我们从中可以
更深切地体会出中国古代文化的
柔性特点。这种文化取向塑造出
来的古典技术，不具有征服自然
界的进攻性和侵略性。例如我国
古代伟大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就
是采取因势利导、巧夺天工的办
法，而不是采取逆自然而行的办
法，使大自然为人类造福。它可以
涝排洪、旱蓄水，通过自然而然的
方式来加以调节。两千多年来，都
江堰水利工程既获得了巨大的收
益，改善了民生，同时又维系了自
然生态系统的和谐与稳定，充分
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智慧和才
能。直到今天，人们依然受其恩
惠。

再如古代的风车，只有当一
阵风来临时，才能利用风能驱使
风车轮子转动；当风停止之后，我
们就只能等待风的重新出现，但
决不能人为地制造一种风来吹动
风车，没有那样一种冲动。这就是
古典技术的取向。与此不同，现代
技术则对自然采取一种征服和占
有的姿态。譬如飞机，它在很大程
度上已不再受到特定时间和空间
条件的约束，何时何地起飞，可以
取决于我们的愿望，而不再取决
于自然的限制。这就鼓励了现代

人在大自然面前的恣意。现代技
术所显示的，是人的驾驭、控制、
支配，它不再像古典技术那样是
顺应的姿态，而是变成了主动的
宰制。

中华民族从来都是一个和平
与宽容的民族。老子曰：“兵者不
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
之。”由此不难窥见中国人对于兵
器乃至战争的基本价值取向。与
此相关联，在历史上，我们对于诉
讼也是持保留态度的。《释文》曰：
“讼，争也，言之于公也。”所谓
“讼”，乃指双方争执不下、对簿公
堂之意。《易传》说：“讼，不亲也”；
而儒家主张，亲亲为仁。诉讼总是
缘于利益的纷争，它只能是道德
失效的结果。在中国人看来，实乃
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们更愿意
相信“退一步，海阔天空”。争执双
方倘若采取这种妥协的姿态，那
么就会使诉讼变得多余。所以，孔
子说：“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
讼乎！”孔子认为，“无讼”才是一
个社会的理想状态。有趣的是，这
同西方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一定意义上，诉讼可以说是古
希腊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这不
仅促进了法律制度的发达，而且
辩论术也因此获得了独立的发
展，修辞学、逻辑学以至于辩证法
的成熟，无不是基于这一历史文
化背景。

中国文化的儒雅性格，虽然
没有咄咄逼人的凌厉之势，却又
决不因此而失其庄严。相反，这才
是一种真正的内在力量。

蛤儒者柔也，但此柔非真柔，而是指那种“以柔克刚”之柔；

蛤中国文化的儒雅性格，虽然没有咄咄逼人的凌厉之势，却又决不因此而失
其庄严。相反，这才是一种真正的内在力量。

当下小文谈

中国文化
以何姿态

“走出去”

□叶小文

中国文化曾有过“盛唐
气象”的辉煌灿烂。那时，我
们有“万国衣冠拜冕旒”的荣
光，有对外来文化“食而能
化、化而能食”的气魄，有敢
去“西天取经”、敢上九天揽
月的气象。近百年丧权辱国
被动挨打的历史，大大削弱
了国人对中华文明的自信心
以及文明古国应有的尊严，
由此开始了西风东渐的百年
历程。但中华文明五千年一
脉相承、绵延不断的历史，特
别是经过了一百年的挫折和
打击之后，古老的中华文明
不但没有湮灭，反而开始复
兴的事实，雄辩地证明了它
的合法性、坚韧性与生命力。

——— 我们因文化是一个
互动体系而自信与尊严。它
保持着互系性的哲学思考方
式，让我们总是寻找事物的
两方面，求和谐，求平衡。这
是祖先传下的法宝。它让中
华民族智慧、敏捷，立于不败
之地。

——— 我们因文化是一个
道德体系而自信与尊严。它
告诉这个民族，命运在于它
自己，而不在“上帝”，更不在
别人。道德在人的身上，神奇
在人身上，人存在它们就存
在。

——— 我们因文化是一个
人道体系而自信与尊严。民
贵君轻，民惟邦本，本固邦
宁；民，犹水也，水可载舟，也
可覆舟；为政之道在于安民，
安民之要在于察其疾苦；天
下之势，常系民心，民心顺，
一顺百顺，一顺百兴；天下静
在民乐。怨不在大、可畏惟
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

——— 我们因文化是个开
放体系而自信与尊严。能与
时俱进，能包容、自重、会通，
它的内涵像大海一样深广。

这些中华文化的特质，
是可以与西方文化交流、互
补的基础，也是中华文化自
信的基本点。所以，我们应该
重拾中国文化自信，让中国
文化以自信、从容、高迈、尊
严的姿态走出去！

中国文化不再是 19世
纪后西方人眼中的愚昧落后
衰败脆弱的文化，更不是持
“中国威胁论”人士宣扬的那
种冲突性、扩张性文化。中国
文化“走出去”所显示的，不
是“好战”的中国，而是可以
与世界各国合作的中国，是
强调和睦、和谐、和平的中
国，是以人为本、仁者爱人、
有宽容精神的中国，是怀有
“天下”观念和博大精神的中
国，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
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
物”的君子之国。

○叶小文：中央社会
主义学院党组书记、第一
副院长，中华宗教文化交
流协会会长，著名学者，著
有《小文百篇》、《多视角看
社会问题》、《化对抗为对
话》等多部著作，本栏目特
邀顾问。

身边的传统

走进对门
□纪慎言

在我老家农村，住在
一个胡同里的对门之间
相距最多也就十来米远。
这说的还是斜对门，如果
正对门的话最多也就 5
米。在城市里，过去住一
排排的平瓦房时，有近
邻，但不开后门的话一般
没有对门，所以过去的那
种情况就不在我今天絮
叨的范围了。咱今天说的
是现在而今眼目下，大家
都住上了单元楼房，对门
最多有两米远；最近的就
是门挨门，如果两家碰巧
同时开门，这俩人的身子
就能够碰到一起！还有比
这再近的吗？答案肯定是
否定的。

那么，这么近的对
门，有几个人曾经走进去
过呢？说没有人是不可能
的，但是说很少却是完全
准确的。如今在一个楼道
里住了几年，不认识上邻
下舍甚至对门的人已不
在少数。
“关起门来成一统，

管他春夏与秋冬。”你说上
对门干什么去？都忙得如
陀螺哪有时间啊？！就是有
时间，哪有心情啊？！就是
有心情，哪有理由啊？！就
是有理由，人家欢迎吗？
嘁！

都说“远亲不如近
邻，近邻不如对门”，这话
在过去和农村绝对是真
理。可现在不同了，人们
都习惯了关起门来自顾
自；真正有什么事了，人
们首先想到的是给远处

的亲戚朋友打电话，解决
大事绝不指望邻居。

但是，反过来想一
想，如果真正有了大事急
事，最得心应手的还是最
近的对门邻居。譬如钥匙
锁屋里了；或者出门时忘
了拔电源了；家里没人却
有亲戚上门了；或者自己
突然患病了；只有老人在
家却几天没开门了等等，
这些意料外的事情发生
时，有个热心细致的对门
绝对是你的福气。

再譬如我自己，迷恋
网络，可电脑常常让我茫
然，加起来就是迷茫吧；
先前出了问题总麻烦这
朋友的朋友或者那伙计
的伙计。白天还行，可晚
上就比较麻烦！后来知道
对门的儿子对电脑很在
行，就试着请了一回，结
果很爽快。所以现在我再
也不用担心电脑会耽误
我的什么大事了。

国学经典《三字经》
上有“昔孟母，择邻处；子
不学，断机杼”的名句，我
想，现在的人们既没有昔
日孟母的那个心计，也没
有孟母那时的那个条件，
因此我们不可能按自己
的心愿选择自己的邻居。
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拥有
孟母那时就传承下来的
“仁义礼智信”，凭着自己
的热情、热心和热诚，致
力于协调和沟通，处好邻
里关系，酿造甜蜜亲情；
让自己舒心安然，让社会
其乐融融！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让我们首先走进对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