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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青未了》11 月
20 日用一个整版，向我们介绍
了大众讲坛《台湾学者讲当代
儒学》的两个长篇讲稿，当日，
我抽出此页报纸留存案头，待
闲暇之时，再捧卷仔细品读，
受益良多。特别是读到台湾政
治大学名誉教授董金裕先生
介绍的，台湾初中高中语文课
本里，专门选编了《老残游记》
里济南大明湖和“王小玉说
书”的章节，他说，“台湾的朋
友由于受过初中高中的教育
对咱们济南都会有印象”。读
到此处，倍感亲切，就像有滴
滴清泉浸润心头，我的思绪又
涌出台湾之行的若干记忆。

那是前年春季，我赴台旅
游。行前，一位当教师的亲戚
托我买一些台湾小学教材读
物，以便对照两岸的教材内容
和教育方式的差异。

在台湾，我们那个团是沿
着环岛公路做顺时针游。旅游
大巴带着游客们行进，每夜都
要换宿新酒店，游客没有自由
活动时间。我只好起大早，在
一个陌生的环境里，边遛弯边
寻找书店，终于在花莲县的街

巷书坊里，看到有几本台湾小
学‘国语’教材，每个字都附着
注音，读起来格外亲切。还有
几本《三字经》《千字文》《唐
诗》等国学读物，我也悉数收
入囊中，在那个空气清新的早
上，虽然还没踏上旅途，我却
得到了意外的收获。

在台南，我看到马路边有
所“台南县新市乡新市国民小
学”，我像发现新大陆似的走
进校园。在教学楼过道两侧，
挂着八首古诗，一一读来，竟
全是杜甫的，右侧选《咏怀古
迹》四首，左侧依次为《登岳阳
楼》《旅夜书怀》《别房太尉墓》

《奉济驿重送严公四韵》，我边
吟咏边思忖，这所学校的诸
公，在群星灿烂的唐代诗人
中，何以独选了忧国忧民的

“老杜”？教室外墙，张贴着五
颜六色的班级制作。荣誉榜上
有获奖孩子们的彩照，一张张
可爱的男孩女孩的笑脸宛如
三月桃花。他们分设“诚信、惜
福、感恩、自律、负责、关怀”等
六个奖项。穿过楼栋，眼前是
一尘不染的塑胶跑道，跑道边
上有一闲亭，亭前抱柱楹联是

“完来太璞归天地，留得和风
惠子孙”。校内有一石刻，上书

“敦品励学”。这所普通的小学
和大陆小学一样，继承着中华
传统文化，守护着数千年的精
神家园。

又是一个早上，遛弯时和
同团的在省委退休的一对老
夫妇做伴，走进台北“大同国
立高中”校园，看到教学楼前
耸立着孔子铜像，基座上镌有

“万世师表”四个大字。望着陆
陆续续走进校门的朝气蓬勃
的青年学生，我想，大陆和台
湾虽有海峡阻隔，但两岸学子
都在念“儒学”这部大书……

在台湾名刹佛光山，徘徊
瞻眺，拾级而上，石阶两侧排
列着台湾著名佛学家星云大
师的劝世语录牌。迎面有一木
坊，上书星云大师翻用唐诗

《枫桥夜泊》的四句，全文是：
“两岸尘缘如梦幻，骨肉至亲
不往还。苏州古刹寒山寺，和
平钟声到台湾。”我凝视着这
面诗壁，赞叹着这位佛门高僧
济世的智慧和博大的胸怀，他
的诗句，不仅表达了台湾僧侣
信众的祈愿，也表达了两岸中
国人的共同心声。大家赶紧按
动快门，记录下这个富有特色
的景观。举目四望，山上山下
都掩映在繁花似锦的春光里。

回到济南，我在泉城路上的新
华书店，偶然发现竟有《星云
大师的人生幸福课/宽心、舍
得、厚道》这三卷精装书出售，
立即携宝而归。这是后话。

在台北午餐时，我提前瞄
准了不远有家书店，于是匆匆
填饱肚子，利用开车前的一刻
钟 ，一 溜 小 跑 着 赶 去 ，买 到
2009 年台湾版的《中国全图》，
然后兴冲冲地登上我们的大
巴，向游伴们展示。看啊，全国
各省市自治区的标注与大陆
样样相同，在背面《大陆主要
城市现况》一栏，北京市名下
豁然标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
都，城市人口 1493 万”，“济南，
山东省省会，人口 590 万”等
等。台湾导游阿成指着地图
说，我们同是一个中国，大家
都是中国人。

两年过去了，对台湾的思
绪，像陈年老酒，反而随着岁
月的延伸而更加香醇。海峡那
边，那浓浓的中华文化氛围，
那同是炎黄子弟的风情民俗
都难以忘怀，每当翻看游台影
集，每当谈论涉台话题，千情
万景又涌上心头。这正是：海
峡两岸是一家，同族同宗同文
化。

我在台湾见到的文化传统[ ]悟在当下

行孝须先

解放自我

□徐勤玲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孝
道”，经过两千多年的沉淀，

“孝道”逐渐演化为一种社会
伦理规范。从个体的角度来
说，孝敬父母是天经地义的
事，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把

“孝”作为一种统治、约束手
段，作为一种规范、一种义务
过分强调，就会偏离人的本
性，此时“孝”就成为一种压
迫、一种束缚。“孝”应该是发
自内心的自主自愿的行为，
而不应是在规范约束下的行
为。

在封建社会“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下，孩
子处于天然的劣势地位，当
受到父母不合理的对待时，
他没有办法抗争，只有遵从

“孝道”才能获得生存和发
展，因而才出现了“卧冰求
鲤”这样看似为“孝”，其实是
悲剧的故事。孩子以一种近
乎自虐似的行为感动了后
母，可是有谁来真正体验孩
子的内心世界？有谁来保护
孩子的权益呢？

所以，现代社会提倡“孝
道”，首先应该把“孝”的观念
从“三纲五常”的伦理体系中
抽离出来，把父母与孩子的
关系放在“孝”的核心位置来
考察，建立新型的父母与孩
子的关系，打破固有的“孝”
的观念对孩子的束缚。在新
时代“孝”的观念中，应该把
西方文化中“自我”的概念放
在重要位置。“孝”是子女对
父母“善”的行为，并且这种
行为应与父母的心灵相呼
应。子女是“孝”的行为的发
出者，是主动的一方，因此子
女内心的体验、自我的评价
应该在“孝”的概念中占主导
地位。

在传统“孝”的观念中，
子女是行为的发出者，而父
母是行为的评价者，只有孩
子的行为合乎父母的意愿才
可称之为“孝”，这对孩子来
说本身就是一种束缚。每一
个个体随着自身的成长，都
有独立自主的需要，都要设
法挣脱这种束缚。如果一个
孩子老是想着逃离控制，那
么“孝”怎么会是自主自愿的
行为呢？所以，有时候父母说
孩子不孝，也不能全怪孩子，
而是在于父母与孩子的关系
没有处理好；有时候，父母夸
自己的孩子孝顺，可能也并
非出于孩子自己的意愿，而
是孩子长期被束缚后的惯性
使然。

因此，孩子要把自己从
固有的“孝”的规范中解放出
来，找到自我，打开由“孝”导
致的父母情结，与父母建立
起边界。在此基础上，吸取中
国传统文化中“孝道”的精
华，探索真正的孝亲之道，这
样的“孝”才是建立在发自内
心的基础上。

“敦品励学”。这所普通的小学和大陆小学一样，继承着中华
传统文化，守护着数千年的精神家园。

孩子要把自己从固
有的“孝”的规范中解放
出来，找到自我，打开由

“孝”导致的父母情结，
与父母建立起边界。

再谈儒学的用处
有朋友问我：儒学是修齐治平之学，是一种政治学说，在此方面，儒学长

期受到批判，那么儒家的政治学说在当代政治建设之中，还能用吗？朋友希
望我给予他一些解答。

□颜炳罡

的确，长期以来，由于批孔
反儒狂风暴雨的洗礼，儒学在政
治领域似乎已被完全妖魔化，几
乎被描绘成漆黑一团的东西，甚
至一度被贴上“吃人”的标签。在
这种政治氛围下，有人说儒学是
封建意识形态，有人说儒学是封
建宗法主义，有人说儒学就是三
纲五常、封建礼教，这样的儒学
有用吗？诚然，我们也认为，封建
意识形态不能用，封建宗法主义
也不能用，三纲在当代也不能用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另当别
论)，但我们要问：儒学等于封建
意识形态吗？儒学果真就是封建
宗法主义吗？儒学就是三纲五常
吗？

回答是否定的。众所周知，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
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儒
家学者所共期。儒学自形成之日
起，其政治学说就不是专门为某
一特定政治制度设计的，也不是
为某一个时代设计的，而是“为
万世开太平”而设计的。儒学的
政治学说曾一度作为封建意识
形态，但不等于封建意识形态；
一度曾是封建宗法主义，但不就
是封建宗法主义。道理很简单，
从纵向上看，封建社会没有出现
之前，儒学就已存在，而封建社
会结束之后，儒学依然存在，儒
学未来还会存在，这说明儒学有
超越具体封建制度架构之上的
普遍原则，因而不会随着某一政
治制度的解体而完结。从横向上
说，儒学已经不只存在于中国大
陆，中国大陆之外的港澳台地
区、韩国、日本、马来西亚、新加
坡等等，这些地区与国家都是资
本主义社会，但儒学与中国大陆

一样活跃，甚至美国也有“波斯
顿儒学”，“夏威夷儒学”等等，这
些区域既不是封建政体，也不是
宗法社会，因而简单地将儒学归
结为封建意识形态或封建宗法
主义，显然是不正确的！因此儒
家的政治原则有万世之用。儒家
的“万世之用”，不在于其具体执
政措施，更不在于具体的政治制
度，而是具体政治措施或政治制
度背后超越时空的普遍而永恒
的政治原则。

首先，儒家学者认为任何政
治举措或政治制度设计都应本
于天理，基于人性，合乎人心，顺
乎民欲。天道运行、天理的显现
是一个渐次展开的过程，因而人
类社会走向大公、至正也是逐次
展开的过程。天道、天理、天命落
实于人即是人性，人性是人有别
于动物、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
定，这个本质规定就是仁义。任
何政治集团或者说政治人物执
政都不能贼仁贼义，即不能引导
人背离人性而走向邪恶，而是使
人不断向善的方向努力。任何时
代、任何政权、任何政治制度都
不能违天理、灭人伦、贼仁害义，
由此，我们说儒家的政治原则具
有万世之用。

其次，基于人性本善哲学理
念，儒家主张以德治为本，以法
治为辅，德法相辅而行，同体而
异用。德治的具体表现就是“仁
政”与“王道”。仁政是“以不忍人
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即以高度
同情心、怜悯心去从事国家管理
和行政管理活动。它要求治者必
须承认人人都有“贵于己”的“良
贵”，“良贵”即天生不可剥夺的
人格尊严，视一切人为人，而不
是没有感情的“刍狗”。仁政一项
重要主张就是“制民之产”，认为

人有“恒产”才可能有“恒心”。
“恒产”者，固定的资产与有保障
的收入之谓也；“恒心”者，平常、
正常之心理状态也。从孔子的

“富而后教”，到孟子的“制民之
产”，再到荀子的“五疾之养”，儒
家学者一再告诉世人，民以食为
天，国以民为天。任何统治者都
不得“罔民入罪”，阴谋不可，阳
谋也不行，“政者，正也，”政治就
是光明正大、堂堂正正对待人民
的管理活动。“王道”要求治者德
服天下，而不是利诱天下、威服
天下，以超强权力镇压天下。

德为本，法为辅，德治的功
用在于防罪于未然，而法是惩罪
于已然。法是社会堕落的“止动
力”，而不是社会向上提升的“牵
引力”，德治恰恰是这种牵引力，
德与法相辅而行，同体异用。

再次，基于人人皆有贵于己
者的“良贵”理念，儒家主张以民
为本和即民见天。以民为本就是
以人为本。儒家的民本主义有如
下特点：第一，民心向背是政权
存废的决定力量，民意是政权合
法性的法理依据，所谓得民心者
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第二，
民不可敌，任何统治者都不能与
民为敌，民众是不可战胜的；第
三，民众的意愿就是历史必然趋
向，历史必然趋向可称之为

“天”。“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即
民以见天。儒家的民本当然不同
于现代政治架构下的民主，但与
民主并不冲突，它完全可以成为
当代民主的学理支撑。

第四，治权上儒家主张贤能
者握治权，倡导精英治国的理
念。孔子的选贤与能、举贤才、

“举直错诸枉”，到孟子的“唯仁
者宜在高位”，儒家主张治者应
以德为本，德才兼备。这一思想

被荀子予以充分发挥。荀子明确
提出了“论德定次，量能授官”
(《荀子·君道》)的主张，认为一个
合理的政治运作模式和人才选
拔机制应当是“无德不贵，无能
不官，无功不赏，无罪不罚。”“尚
贤使能，而等位不遗。”(《荀子·
王制》)“尚贤使能”是任何一个
时代、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应遵
守的人才选拔原则，这一原则过
去有效，今天依然有效，未来也
不能失效；中国人才选拔应当如
此，外国的人才选拔也不背离
此，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

第五，天下为公的大同理
想。儒家向往建立一个至公至
正、天下一家，四海若一人的人
间社会，孔子将这个社会描述为

“大同”社会。建立一个至公、至
正的大同社会是人类永远的理
想，也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

儒学政治理论不是无用之
用，而是现实之用。儒家所揭示
的是治国、平天下的一般性原则
或称之为普遍性原则，这些原则
不为封建时代所限，也不为某一
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所限，因而不
能因儒家的政治理论曾为封建
统治者利用过而对儒家的政治
主张心存顾虑、忌惮乃至有意回
避。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儒家的
一切政治主张都有用，也不是说
儒家一切政治主张都可照搬照
用。我们主张，对传统儒家的政
治理论的运用应因时而用，因地
而用，创造性地“活用”，以传统
儒家政治原则为主体，通过融摄
当代世界政治理论的新成果或
人类共享的政治资源，完成儒家
政治理论新形态建设。
(颜炳罡，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
究院副院长，教授，《儒风大家》
杂志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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