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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 叶小文

中国梦不是空想，原因之
一，其梦有根。

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
又生。“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
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夭
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
主之民族生命。惟中国能以其
自创之文化永其独立之民族
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
(梁漱溟语)

根，维系于民族精神。无
论历史多么遥远、岁月如何蹉

跎，无论社会怎么变革、如何转
型，都不能除了根、丢了魂，都
必须把根留住。根脉切断不得，
根深才能叶茂。不妨以土耳其
的教训为鉴。这个横跨欧亚非
三大洲的、有过奥斯曼帝国辉
煌的大国，本属于地道的伊斯
兰文明，但在现代转型中却以
最大的决心彻底与伊斯兰文明
断绝关系，力图成为西方文明
的一分子。结果如何？不管土耳
其如何自我阉割改种，西方国
家和西方人从来都没有把土耳
其看成一个西方国家。亨廷顿
指出，这种不愿意认同自己原
有文明属性，又无法被它想加
入的另一文明所接受的自取其
辱状态，必然会在全民族形成
一种文明上、精神上无所归宿
的极端沮丧感。

纵览世界史，一个民族的
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
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
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
往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
精神的萎靡为先兆。文化是精
神的载体，精神是民族的灵魂。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
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

化则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
支撑和强力推动。现代化呼
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唤
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
民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
从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中
重铸。

根，滋润于“慎终追远”。
现代化使人们的物质生活水
平普遍提高，可精神世界却
缺少了关照，往往出现一种
精神上的病态。人们拥挤在
快节奏、充满诱惑的现代生
活中，人心浮动，没有片刻安
宁。欲望在吞噬理想，多变在
动摇信念，心灵、精神、信仰
被物化、被抛弃。近利远亲、
见利忘义、唯利是图、损人利
己，甚至“要钱不要命”的道
德失范现象，反而在生活水
平提高、人类进步的现代化
浪潮中泛起。

因此，“慎终追远”不是
“搬出祖先来说事”，而是为
了今天，以古鉴今，提醒大家
在繁忙浮躁的当下，想想根，
定定神，稳住脚步找到魂。如
果说金钱、利益可以洗刷和
消解人伦道德，诱使民德“变

薄”，那么，“慎终追远，则民
德归厚矣”，有助于积德厚
德，开创民德归厚、厚德载
物、厚德载市场经济的新天
地。

根，深扎于敬畏之心。人
不应敬畏鬼神，但不能没有
敬畏之心。信仰的支撑、科学
的论证、理论的彻底都是必
需的，但不够，还要靠敬畏。
讲“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
所畏惧”的，那是讲不信鬼不
信神需要的思想状态，但不
能放大为人什么都无所畏
惧。“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
厉，无咎”。有了敬畏，才有自
律。马克思认为“道德的基础
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只有道
德主体将道德规范内化为自
己的道德，完成他律向自律
的转化，才能成为有效的道
德规范。有了自律的基础，相
互的他律——— 道德规范、社
会公德、法律法规，才有实施
的可能。

共产党人不敬畏神灵，
但敬畏历史，敬畏先烈，敬畏
人民。人民，才对共产党人

“譬如北辰，众星共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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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教诲
隔 李贞寅

父亲仙逝已30多个年头了，
我也到了老之将至的年龄，怀旧
的心理常常让我怀念起父亲在
世的时光，父亲的教诲更是不时
涌上心头，让我感念不已。

父亲的毛笔字写得较好，在
他那个靠近窗户的带抽屉的桌
子上，天天摆着砚台，笔筒内竖
着写大字、小字的毛笔。一有空
闲，他就研墨，在包东西的包装
纸上或他专门买来练字的“毛
边”纸上写毛笔字。他常对我说：

“字要习，马要骑，要想把字写
好，就得多练。”我从上小学开始
练写石笔字、铅笔字、钢笔字，一
直到工作了书写粉笔字，都是工
工整整、从不潦草。

父亲上过私塾，跟那些老先
生学了不少做人、教子的道理。
他对我们兄弟姐妹管教非常严
厉，他常对我说：“一个人从小要
走正路，不偷不摸，小时敢偷别
人一根针，大了就敢牵人家一头
牛。不要见到别人好的东西就眼
馋，你要有相中的东西跟我说，
我给你买。”父亲对我的教育，我
时刻记在心间，后来我当了教
师，也总不忘把父亲教育我的话
灌输给每个学生。

父亲常教育我要珍惜时间，
他说：“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
买寸光阴。”他怕我不理解这句
话的意思，给我解释说：“时间过
去就不会回来，要把时间用好，
不能白白错过。”后来我工作了，

“要把时间用好，不能白白错过”
成了我的座右铭。我有一次从学
校回家探亲，遇上倾盆大雨，第
二天雨仍不停地下着，星期天的
下午无法按时返校。我一夜翻来
覆去没睡好觉。我想，如果我耽
误一小时，几十个学生就是几十
个小时，时间过去了，可无法弥
补啊！星期一早上天还未放亮，
我就带上雨具，翻过两座山，蹚
过几条河，在上课前赶到学校。
我到了学校，几十个孩子一起围
了上来：“老师，这么大的雨你怎
么来的？”看到我的这些学生，我
的眼顿时湿润了，激动的泪水夹
杂着雨水从脸上流下来。

“做人要正直，要实话实说，
不要撒谎。”这是父亲常对我说
的一句话。父亲的正直人品影响
着我，使我懂得对人要实话实
说，不哄不骗。

父亲教我很多为人处世的
道理，指点着我的人生之路，这
都是我一生用之不尽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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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 徐宏力

旗袍是满族服装，俗称大
裁，平面结构，款式不分男女。
第一次变革主要表现在收腰
上，显出女性曲线美，开始与男
袍有了区别。第二次变革收腰
更明显，衣长也缩短了。第三次
最彻底，出现在上世纪40年代
初，胸省、腰省、斜肩缝、装袖、
两侧开叉加大，变平面裁剪为
立体裁剪，成为标志性的汉族
女性服装。传统旗袍符合“被体
深邃”的古代服装理念。进入现
代社会后，接受了西洋服装包
身托体的审美意识。传统女性
重内里，现代女性重内外，传统
女性像幽兰，现代女性既像兰
花，也像玫瑰。

旗袍为物质文化，可以看
做物化国学，其走入现代生活
的过程，可以用来借鉴说明经
典变异。“国故学”在当下的蜕

变与再生，将构筑其现代形
态———“新国学”，如果需要下
一个定义，“新国学”是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实践中包容发展的
本土文化学说。它有三个基本
特征。

首先是实践性。“新国学”
是行动国学，根在腿上，不在
嘴上。孔子面对诸侯割据的中
国，今人面对走向世界的中
国，实践是新的，国学就新。如
果国学对国家发展没有价值，
对国民幸福没有意义，就成了
大而无当的空谈。在知行统一
中重行，是中国文化本色。我
们要向先贤学习，也要向自己
学习，向自己的实践学习，开
发当代智慧。当今的国事前无
古人，已经创造了辉煌的物质
文明，也应该打造灿烂的精神
文明。物质有多大，精神就有
多大。

其次是变易性。胡适把“国

学”视为“国故学”，定义简洁而
权威。胡说有理，但不全对。其
所指实为国学史，并非国学。传
统并不只是继承得来的，需要
当下带动，我们理解着传统的
进展并且参与了这一进展，在
选择、诠释与发展中，经典被确
定了下来，而且还会被明天的
人们所重塑。有些文化要素带
有现代原创性，没有古学痕迹，
除掉它们，国学就失去了丰富
机会。时间概念是次要的，空间
概念是核心。国学不是古学，而
是今学，或者说不仅仅是古学，
更是今学，古学是过程，今学是
结果。国学是国民之学，国家之
学，概括下来，就是国本之学，
国魂之学，书写着全域全程的
大国精神与疆域文明。

第三是包容性。“新国学”
开放着，只有古学基因和今学
滋养还不够，西学启示断不可
少。当今许多先进的东西来自

于欧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闭关自守只能做傻子学问，迂
腐僵化等于自戕。但是生就为
中国人就是一辈子的事，头发
可以染黄，眼睛不能染蓝。所以

“西化”不如“化西”，将西学融
解吸收过来，本土化后，它就不
是纯粹的西学了，可以产生积
极变异，成为“新国学”元素。吃
了牛肉，要变成人肉才好，依然
是牛肉，说明消化不良。

2008年，《澳大利亚人报》
发表了一篇赞赏北京奥运会开
幕式的文章，标题是“子曰：让
奥运开始吧！”记者的眼光贯通
了时间隧道，只用几个词，就连
接起春秋时代与网络时代。在
鸟巢的广场艺术里，张艺谋打
造了诵读《论语》的浩大场面，
可谓时尚国艺，也是时尚国学。
但包装只是浅表叙述，深层关
联在内容上，国学的现代转型
便是内容基本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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