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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之言】

中国传统文化的资源异常丰富，家训、家
教、家风就是极具价值的一个系列。《大学》里提
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家”正是个人与
国家、社会之间最重要的连接点。每个人都是由

“家”走入社会的，家风是社会风气的基础。
良好家风的形成必须靠家教。不幸的是，我

们今天已经不自觉地将“教育”窄化为“学校教
育”，以为“学校教育”就是“教育”的全部。我们
并没有将“家教”安置在“教育”的重要位置上。
在这种语境下，“家教”甚至成了校外补课的同
义词。这难道不让人担忧吗？曾国藩晚年在《与
弟书》中写道：“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
分由于家教。”我们真应该三思其言。

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不应对文化遗产

用“开发”这种野蛮词汇
我对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是忧大于喜，我心

怀忧虑。日本、韩国每一项“无形文化财”和“人间
国宝”，后面都有一批专家保护它，帮助传承人。
我们的非遗80%以上没有专家保护，我们的艺人
没有科学支持、没有保护，而是只有开发。我是最
反对对文化用“开发”这个词的，野蛮的词汇，世
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对自己的文化遗产用

“开发”这个词，联合国用的是“利用”，我国香港
地区和台湾地区用的是“活化”这个词，我也赞
同。开发的目的是为了经济，不是为了精神、文化
的传承。

冯骥才(中国文联副主席)

文言文不等于甄嬛体

最近兴起一股文言文热，用文言文翻译网络
时髦用语，用文言文翻译英文歌曲。多数“翻译”，
其实就是搞笑，根本不算文言文，更接近装腔作势
的甄嬛体。近年来，由于社会对于年轻人汉语水平
的降低感到普遍的不满，所以，重视文言文的呼声
再起。好些年轻人，包括对古文涉猎不深的年轻
人，也开始赶时髦。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不能浅尝辄
止、知一当十。跑到网上卖弄不要紧，但要争取越
卖越好，不能总是逃不出甄嬛体的藩篱。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教授)

传统文化提供了有效生活方式 □王蒙

中华传统文化是古老的文化，是
覆盖面、影响面巨大的文化，是独树
一帜并拥有巨大影响与声誉的东方
文化。它历经曲折，回应了严峻的挑
战，走出了落后于世界潮流的阴影，
如今日益呈现出勃勃生机。它更是一
个能够与世界主流文化、现代文化、
先进文化相交流、相对话、互补互通、
与时俱进的活的文化。

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有效
的生活方式，提供了一种独具特点的
世界观与哲学观，一种人文价值与思
路，一种独特的、精致的语言文字、工
艺与文学艺术，一种乐生的、务实的、
注重此岸性的生活态度与生活质量，
提供了一种有参考意义的克服现代
性的某些负面弊端的思路。

中华文化，首先是汉字文化。它
重整合，重大概念，重万事万物间的
关联，重书写与万事万物的统一。它
不是着力于塑造人格神，而是追求终
极概念——— 理念之“神”，如道、通、
大、一、仁、义、天、易。追求自高而低、
自低而高、自大而小、自小而大的思
维秩序与社会秩序。

中华文化是一个泛道德主义的
文化。它强调人伦关系，强调和谐与
秩序的理想，主张克制无限竞争与不
断膨胀的欲望，强调人生而有之的伦

理义务，强调敬天与天人合一。这虽
然有它的不足，影响了数千年来中国
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文化创新，但同
时，它维护了中华大国的延续与统
一，帮助中华民族渡过了重重难关，
以充满活力的姿态进入了21世纪。同
时，今天看来，它对于回应恶性竞争、
欲望的恶性膨胀、生存压力的畸形增
重与飞速发展中的浮躁心理这种种

“现代病”，是有积极意义的。
同时，中国文化又具有一种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积极进取取向，
它较易与迅猛发展的现代性接轨，它
接受发展是硬道理的思路，较少那种
仇视现代性、敌视科学技术的心理与
不求上进、消极懒惰的人生态度。

地球不能垄断，文化不可单一，
中华文化，是现代世界主流文化、以
欧洲为中心的基督教文明的最重要
的参照系统之一。

文化的软实力，关键在于它的有
效性，我所说的有效性，其含义是：

第一，它能提供越来越好的生活质
量与生活乐趣，提供受这种文化熏陶的
人众以幸福、满足、欣悦与尊严，它扎根
于人民群众之中，使人们喜爱与尊敬这
种文化。简单地说，它是以人为本的文
化而不是以人为敌为奴的文化。

第二，它有足够的凝聚力与亲和

力，能够使受这种文化的覆盖与影响
的人和善起来、聚拢起来，而不是恶
斗不已，极端、恐怖、分裂。

第三，它能坚持自身的特色、自
己的性格，独树一帜而又友好立身，
正确地处理与异质文化的关系，能够
与外来影响切磋交通，也能撞出火
花、取长补短、互利互补。既不会动辄
失去自信、屈服于强势的文化压力、
自我瓦解，也不会盲目排斥异端，不
会在急剧的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陷
入认同危机，即失去自身的身份认
定，陷入绝望与仇恨。

第四，它有足够的想象力与创造
性，有足够的自我调整、自我更新与
抗逆能力，它能够与时俱进，苟日新、
又日新、日日新，自强不息。同时又有
足够的对于自身的传统的珍爱与信
心———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

我们已经并正在克服面临急剧
走向现代化、全球化的世界所产生的
紧张、困惑、焦虑与进退失据，我们一
定能够做到文化兴国，创造历史，并
为全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王蒙，当代作家、学者，著有《青春
万岁》等近百部小说。他在国内首开创
作先河，倡导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
化，掀起人文精神大讨论，是中国当代
文学走向现代写作技巧的开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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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路

家风是社会风气的基础

魅力无穷说京剧
京剧是我们的国粹，是中华民族

的文化瑰宝，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一
笔珍贵的精神财富，它以独特的艺术
魅力赢得了国人的喜爱。

京剧艺术博大精深、魅力无穷。
就其内容来说，它抑恶扬善，爱憎分
明，蕴含了许多民族传统美德，是非、
善恶、美丑从剧情上很容易区分，甚
至从角色化妆上便可一目了然。红脸
的关公忠勇无比、大义凛然，受人尊
崇；黑脸的包拯刚直不阿、执法如山，
令人钦佩；白脸的曹操阴险奸诈、忘
恩负义，遭人憎恶。欣赏京剧，能从中
学到许多做人的道理，比如要爱国、
要讲民族气节、要乐于助人、要有爱
心、要忠孝仁义等等。

就其艺术性来说，表演的程式化
是其鲜明的特色。京剧不追求生活的
真实，它甚至不允许有纯自然形态的
戏剧元素出现在舞台上，所有戏剧元
素包括唱腔、念白、动作、服饰、化妆、
舞美、伴奏等，都有一套经过概括、提
炼、夸张而形成的程式。演员在舞台
上，根据需要将若干表演程式组合起
来，用以表现剧情，塑造人物形象。演
员的表演常常是写意性的，舞台上一

个演员挥动马鞭，跑几个圆场，即表示
经历了长途跋涉，跨越了千山万水；两
员战将各率四个龙套出场，按照规定
的程式开打，不足两分钟，一方败退、
一方胜利，一场千军万马的激烈战斗
就结束了。演员的表演又常常是虚拟
性的，明明是灯火辉煌的舞台，全凭着
演员模拟的动作、表情，就变成了在漆
黑的环境中激烈格斗；有时舞台上空
空荡荡，只见一个手持“船桨”的角色
上台，模拟渔夫划桨的动作跑圆场，舞
台就变成了波浪滚滚的江河。

京剧表演十分讲求“美”，唱腔要
字正腔圆、声情并茂，念白要字音清
晰、富有韵律，做工要和谐统一、连贯
流畅，武打要激烈有序、严谨优美。演
员的服饰化妆、脸谱的图案色彩也都
要具备绘画美、工艺美的审美特征。
为了体现“美”的原则，京剧不惜采取

“化丑为美”的手法。醉酒之人的神态
是丑的，但《贵妃醉酒》中杨玉环的醉
态，是以醉步、嗅花、卧鱼、下腰等舞
蹈化肢体语言表现的，很美；犯人戴
的刑具是丑的，但《女起解》中苏三戴
的枷，是涂有金色鳞纹图案的两片鱼
形板组成的，很美。京剧就是运用如

此这般的艺术手段，唤起观众的联
想，把舞台意象转化为艺术真实，让
观众看了赏心悦目。

当然，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是尽善
尽美的，京剧也有它的不足和局限。
传统京剧中那些遥远而又陌生的背
景，某些剧目中那些陈旧的故事情节
和思想观念，甚至连它那程式化表演
的艺术特性本身，都可能是造成它与
当代观众相疏离的原因，它也需要积
极审慎的改革和创新。但归根结底，
振兴京剧要靠观众支持，这就需要我
们多做宣传、普及、推广工作，让更多
的朋友喜欢上京剧。

对于京剧，真正学懂弄通不容易，
但要提高欣赏水平、成为一个京剧爱
好者并不困难，只需迈出三步：首先是
多听多看；其次是学习京剧基本知识，
了解京剧艺术的基本规律，认同京剧
艺术的表演方法；再次是学唱学演，现
在全国各地都有京剧爱好者组织，随
处可见群众自发开展的京剧演唱活
动，勇敢积极地投入其中学唱、学演，
是了解和熟悉京剧的好方法。

（本文作者著有《京剧优秀剧目
欣赏》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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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庆新

孔子在一些人的印象里是一个
“迂腐的老头”。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
误解。

恰恰相反，孔子是一个乐天知
命、通权达变、与时偕行的智者。诚
然，孔子一生历尽磨难，孜孜不倦地
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但这种“坚
定”决不是刻板、拘泥和迂腐。

与孔子同时代的鲁国，有一个叫
尾生高的人，以守信、热心著称，他守
道义但不知变通，结果送了命。传说他
与一女子相约在桥下见面，女子没有
按时来，尾生高一直在约会处等候。后
来，河水暴涨，尾生高不愿失信离开桥
下，就抱住桥柱子死守，终于被淹死。

史料记载，孔子不喜欢拘泥、固执
的尾生高。在《论语》中，孔子还批评过
曾参的“愚孝”(曾参以孝著称，一次被
父亲体罚以至于昏倒而不躲避，孔子批
评说：这样不是容易陷父亲于不义
吗？)；也批评过子贡的“谦让而止善”(子
贡替一奴隶赎身，政府奖励他，他认为
做好事求回报不道德，所以不要奖赏，
但孔子认为这样的示范效应不好：以后
还会有人愿意去做这样的好事吗？)。守
信、孝顺、谦让当然好，但不分情况的拘
泥与固执就不好，大的原则坚持住，就
要“通权达变”和“与时偕行”。

《易经》中有“时中”的说法，也就
是在坚持“道义”的前提下“合乎时
宜”，还要“随时变通”。孟子认为孔子
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评价他为“圣
之时者也”，并认为孔子融会贯通，真
正做到了“集圣贤之大成”。

孔子及儒家思想之所以上千年
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其中一个奥秘
就是它有“活的灵魂”，我们认为这种

“灵魂”就是其时代精神。
回顾儒学发展历史，我们不难发

现，儒家之兼容并包、与时俱进是其强
大生命力的源泉。从唐朝开始，佛教影
响已然非常强大，其学说和组织形式具
有许多优势。历代儒家从一开始的排
斥，最终走上一条借鉴吸收、融合提升
的路子，最终形成影响巨大的“心学”，
在西方哲学史上被称为“新儒家”。

到了近代，面对西学的强大攻
势，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学一败涂地，
国人的文化自信荡然无存。一部分儒
家学者为了应对西学挑战，兴起了所
谓“新新儒家”(也叫“三期儒学”)，期
望在儒学“花果飘零”后，能够“灵根
再植”、“反本开新”。到今天，他们的
孜孜之求已经初见成效。

2013年末，习近平同志在孔子故里
曲阜考察时说：对历史文化特别是传承
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
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
予以继承。其实这正是儒家真义所在。

离开了时代，就没有儒家；离开
了生活，就没有儒家；离开了人本身，
也没有儒家。新的时代，给了我们新
的使命：“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本文作者为《儒风大家》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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