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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教育垄断与儒学复兴
┬颜炳罡

历史告诉我们，教
育问题是一个民族文
化传承与发展的本源
性问题，它直接关系
到一个民族文化的
兴 衰 荣 辱 。事实说
明，有什么样的教育
方式就会成就什么
样的文化形态，垄断
性教育必然造成垄断
性文化，多样性教育必
然导致文化的多样性。
教育垄断必然造成思想
垄断、文化垄断，垄断就不
会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只
有解放教育，使教育多样化，才
能真正迎来文化的大发展、大繁
荣。儒学欲再度复兴，前提是民
办教育、私人讲学再度兴盛。

众所周知，孔子创立私学，
终身从事传播文化、教授学生的
工作，他是位最有成就的民办教
育家，是私学领域最为成功的导
师。孟子“后车数十乘，从游数百
人，传食于诸侯”，但如此庞大的
师生队伍是私学团队，虽然他接
受个别政治人物的私人捐助，但
他不受任何政府的控制和政治
人物支配。他的灵魂是自由的，
思想是开放的。荀子虽然一度在
官学栖身，为稷下学宫的祭酒，
也曾一度出任兰陵令，但他讲
学、著述在民间，他的学问传承

在私学。孔子、曾参、子夏、孟子、
荀子等等都是民办教育家，
都是私学传人，先秦儒学
之所以有思想活力、发展
有动力，就因为私学的
发达。而秦始皇采纳李
斯的建议，实行文化专
制，取消私学，成为历
史上的短命王朝。自秦
朝以下，没有一个封建
王朝敢于公开禁止私
学，明万历年间，张居正
打着儒家的旗号，公然干

着违背儒家精神的勾当，
禁私学，然而毕竟不得人

心，没有得到好下场。中国社
会长期以来，官学与私学并行，保
证了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促进了
中华文化的发展。

宋代，书院兴盛将私学教育推
向新的阶段。儒学迎来第二个高
峰，进而促进了儒、释、道三教融
合，使中国文化远播东亚、东南亚
地区，在日本、韩国等国家，出现了
朱子学、阳明学等学派，为中华文
化的传播，为儒家文化圈的形成做
出了杰出的贡献。

“私学”或曰民办教育其长处
在于个性化教育，其缺点也是个
性化教育，私学出现是教育多样
化最好的诠释。历史一再说明，私
学盛则儒学有活力，禁私学则儒
学奄奄而无生气；儒学盛，中国文
化再度繁荣；儒学衰，则中国文化
就会走向萧条。如果一味践踏儒

学，从
某种意义
上说就是“文
化自宫”。

儒学兴盛从来都是与民间讲
学相联系。民间讲学或曰私学归根
到底是反教育垄断、教育独断。如
果人类只剩下一种教育，人类文化
的衰微就不可避免了；如果一个民
族只剩下一种教育模式，那么这个
民族必然只能剩下一种思维、一个
思想，必然导致一个民族的最高政
治领袖就是这个民族的最高精神
导师，最后导致“拜权教”，这个民
族就没有文化。

历史告诉人们：凡是文化发达
的时代，一定是教育十分昌盛的时
代，是开放、包容的时代，是教育方
式多样化的时代。文化大繁荣的前
提是教育方式的根本变革，孔子创
立私学，导致了百家争鸣的到来；
秦始皇取消了教育的独立性，以法
律教育代表人文教化，同样也消灭
了思想文化。

今天，中华民族面临着千载难
逢的发展机遇，文化自觉、文化自
强、文化自信、文化繁荣成为人们的
期盼。然而文化建设不同于经济建
设，经济建设加大投入有时就会立
竿见影，文化建设没有投入当然不
行，而只有资金投入并不会立即生
效。过多的金钱既可能腐蚀灵魂，也
可能会收买灵魂。金钱可以造出摩
天大楼，但造不出思想家、学术大
师，这可能是杜甫“文章憎命达”的

缘由。宽松的政治环境、人文环境有
时比金钱更重要，教育观念、教育方
式的转变尤为重要。有什么样的教
育就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产生什
么样的思想。中华文化的复兴说到
底就是作为中华文化主体——— 儒学
的再度昌盛，没有儒学的昌盛，中华
文化主干就难以挺立、中华文化的
主体性就难以确立。

儒学是中华文化的根本、主
干、本源，是中国文化之所以为
中国文化的本质特征。中华文化
复兴必须从本源上、根本处着
手，从复兴儒学入手，进而带动
儒、释、道等的多元发展。时代呼
唤新儒学，要求出现儒学的新形
态，因而需要从政府到民间，加
大民办教育的扶持力度，促进民
办教育的成长，放开西方模式下
的学科管制，使教育多元化、多
样化。一方面让私学、书院、民间
讲学真正复活起来，重建儒家的
新道场，另一方面，要求学术精
英从象牙塔里走出来，走向民
间，面向大众，架起精英文化通
往大众文化的桥梁，儒学的复兴
才有可能。有了儒学的复兴，才
能真正迎来中国文化的大繁荣、
大发展，迎来中华文化的全面复
兴，迎来人类文明的第二个“轴
心时代”。

□田邦利

看时间，不看手表了，而是看
手机。这是当今大街上的一道风
景，是城市大街上的一道风景，也
是农村大街上的一道风景。人们
都有手机了，裤兜里装着手机的，
比手腕上戴着手表的多，多得多。

看时间，不再抬头遥望钟楼，
而是低头抬手撸袖口。这是二十
世纪八九十年代城市里的一道风
景。这时城里人都戴上手表了。打
开收音机，听听广播电台在播啥，
由广播电台播着的节目来推断时
间。这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农
村的一副生活写真。说不定正巧，
从收音机里传出“嘟——— 嘟———
嘟——— ，嘀——— ”的响声，“刚才最
后一响，是北京时间……点整。”

没有手机，没有钟表，也没
有收音机时，人们看时间，白天
看太阳，夜间看月亮。我知道，在
我的家乡是这样。

1963 年的秋天，我跟着父亲
夜里看坡，看守自留地里的地瓜。
这天夜里，一觉醒来，见月亮从东
方天际冉冉升起。父亲说：“半宿
了。”“咋知道是半宿呢？”我问父
亲。“二十二三，月出半夜天。”父
亲又说：“‘二十二三，天亮月正
南’，不信，明了天你看看。”

天亮了，我抬头看月亮，月
亮真是在正南。我感觉挺新奇。
父亲告诉我，明天月亮不到正南
天就亮；往后几天，月亮是一天
比一天出来得晚，“二十八九，月
亮出来走一走”。往后的几天里，
我留心观察，还真是呢！我在镇

上念高小时，学校上早操和早自
习。学校离家五六里路，得早早
地起。月明如洗，夜如昼。父亲透
过窗户看月亮，不早也不晚，准
时喊我起床；西沉的月亮被屋挡
住的日子，父亲就探着身子从窗
户往外看，看西屋在天井里的阴
影。我背上书包拿上干粮，来到
村头，同村的伙伴们，或早一霎
或晚一霎，也都起来了。

在我的家乡，我前面的两代
人——— 父亲这代人和爷爷那代
人，在我的记忆中是清晰的。他
们都会看月亮。看月亮的圆缺，
能知道农历是什么日子；看月亮
在天上的位置，能知道夜间的时
间。爷爷是木匠，在我的脑海里，
有爷爷踏着月光去台子赶集的
记忆。天井里，爷爷看看天上的

月亮，一边拾掇着赶集要卖的撑
子、板床子、锅箅梁子什么的，一
边说：“到台子就大天老地明。集
上也就开始上人了。”这里附带
说一句：台子西边不足二里地的
田家村，是我的祖籍，是爷爷的
出生地。

“大二小三，月亮一竿”，“初
八九，半宿走”，“十五六，两头
露”，“十七八，天黑摸瞎”，“二十
整整，月出一更”，“二十二三，月
出半夜天”，“二十八九，月亮出来
走一走”。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
照古人。”一代一代口口相传，一
代一代观察验证，一代一代分析
琢磨。看月亮读时间，都能读得八
九不离十，差秒不差分。如今，月
亮依旧在天上，有谁还能读她？

解悟儒家

□纪慎言

民间的许多地方言词很有意
思，譬如这个“骂誓”。如果望文生
义来解释的话，“骂誓”似乎就是
咒骂誓言的意思；而实际情况却
绝非如此。我们这个地方说的“骂
誓”其实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发
誓”或者“盟誓”。至于为什么会把

“盟誓”或“发誓”演绎成了“骂
誓”，笔者以为原因有二。

其一，许多民间土语的发音
与真正意义上的标准语音既有相
因又有游离，这样的例子俯拾皆
是，例如：我们这里把“孝顺”叫

“孝纯”；把“滚蛋”叫“滚道”；把
“糊弄”叫“糊咙”等等，稍加留意
就会发现，土语与标准话的发音
在声母或韵母上往往仅有一个字
母的差别。窃以为今天要说的这

个“骂誓”的“骂”字就是由“盟”的
声和“发”的韵组成的。

其二，骂是在人们愤怒或者仇
恨的极端情况下发生的语言攻击
行为，狠毒程度有时会超过“拳打
脚踢”的肢体动作。因此在表示某
种决心或者证明自己清白而“发毒
誓”“起死誓”的时候，唯有“骂”(诅
咒自己)是最酣畅淋漓让对方信服
的方式。所以，我们这里的人们在
许多重要的事关成败的活动之前，
就常常给别人“骂个誓”或者叫“狷
个誓”(我们这里平常把骂人叫狷
人，庄户人家也幽默，常常把电视
上的“宣誓”说成“狷誓”)。

乡村的孩子们最爱“骂誓”，而
且张口就来。有时候一帮孩子在一
起玩耍，经常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情
况，好几个孩子都要“骂誓”，而且
一骂就是“给他娘”如何如何的那

种“脏誓”，且夹带着手势和动作。
但是骂完之后，大家该怎么玩还是
怎么玩，没有人记住别人骂过的什
么誓，当然更没有人想去践誓。

大人们相对要“文明”一些，不
骂“脏誓”。但是大人们容易记住别
人骂过的誓，而且会找后账。至今
我老伴还常常管一个比她大几岁
的×姓男同事叫“×狗儿”，因为那
个同事曾经为了什么事(老伴现在
也说不清到底是什么事了)“骂过
誓”，骂过“谁要是怎么样谁是小狗
儿”的誓，结果后来那个同事中了
自己骂过的誓，于是认真的老伴从
此就嬉笑着喊那个同事为“×狗
儿”了，一直喊了这么多年。

夫妻之间也“骂誓”，尤其在发
生误会或者龃龉的时候，受屈或想
证明自己清白的一方在说不清道
不明的情急之下就爱“骂誓”，而且

常常是“毒誓”。别人骂的什么誓咱
没见过，但是见过京剧《四郎探母》
里杨四郎对铁镜公主骂的“毒誓”
(戏里叫“盟誓”。盟读明)，那誓词是
“我若探母不回还，黄沙盖脸尸骨
不全！”就等于把自己咒死了。于是
铁镜公主信了他，为他偷来“金鈚
箭”，让他夜探老母佘太君去了。

如今城里人“骂誓”的少了，
追求语言文明是一个方面，人们
大多不再相信那些“信誓旦旦”是
最重要的原因。于是，订协议，签
合同，办公证的多了起来。官场上
前几年与“骂誓”有点关联的是搞
了一阵子“承诺”活动，后来就像
以往搞过的许多事情一样偃旗息
鼓、自生自灭了。

“骂誓”不是文明之举，但在
正直的人们看来，它起码对自己
是个制约或者警示。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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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时钟

有什么样的教育方
式就会成就什么样的文
化形态，垄断性教育必
然造成垄断性文化，多
样性教育必然导致文化
的多样性。教育垄断必
然造成思想垄断、文化
垄断，垄断就不会有文
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颜炳罡，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
究院副院长、尼山圣源书院副院
长、《儒风大家》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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