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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董兴生

你知道唐朝和尚玄奘，但你知道法显吗？在纪念孔
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
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提到，“法显、玄奘西行
取经,郑和七下远洋,等等,都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生
动事例。”

其实，在玄奘法师西行前数百年，早有另一位僧人
西行求法，那就是法显和尚。

据史料记载，法显和尚俗姓龚，生于公元334年，平
阳郡武阳(今山西临汾)人。当时正处于东晋时期，法显
三岁时就剃度做了沙弥，二十岁时受具足戒，正式出家。
法显幼年时十分坎坷，三个兄弟先后夭折，十岁丧父，母
亲随后不久也去世。

据说，法显自己也曾“患病将死”，被家人送到寺院，
只住了两宿病就好了。父亲去世后，法显的叔父想劝他
还俗，法显说：“我本来就不是因为父亲的原因出家的，
而是因为要远离尘世才入道修行的。”

东晋时期，佛教已经相当盛行。不过，佛教传入中国
之初，佛经典籍多靠中亚及印度的佛教徒来华传译。这
多有弊端，“往往篇章不备”或者“转译失真”，日渐不能
满足需要。因此，法显和尚发愿要前往西域、印度，寻求
戒律原典。

公元399年，已是60多岁高龄的法显和尚踏上了西行
求法的道路。这一走就是15年，共走遍了30多个“国家”。

法显与同伴由长安出发，取道河西走廊，一路向西。
他们一路上穿过了上无飞鸟下无走兽的沙漠，经受了酷
热、恶风的恶劣气候，一同随行的僧人多因伤病而死。可
以说，法显西行的艰难程度丝毫不亚于唐僧师徒的“八
十一难”。

东晋义熙七年，法显搭乘载有二百余人的商船泛海
东行归国，途中耽误数月。第二年，法显再搭乘贸易商
船，航向广州，最终到达长广郡界的崂山(今山东青岛)。

法显从长安出发时，已经是60多岁的“耳顺”之年，
一路西行，经6年到达印度中部，停留6年，归程经狮子国
等地，又3年才回到青州，前后已经过了15年，游历30国。
每到一处，法显都要广泛搜求经律。这些佛教经典被运
回国内后，法显到京都建康(今南京)，前后译出《摩诃僧
只律》四十卷、《僧只比丘戒本》一卷、《僧尼戒本》一卷、

《大般泥洹经》六卷、《杂藏经》等，共计百万余言。
后来法显在建康居住数年后，再转往荆州(今湖北

江陵)的辛寺，在此圆寂，享寿八十六岁。

法显：

西行取经第一人

以义制利，和谐就有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十五个儒家思想，可以归纳成三个大方面，即人与自
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何中华说，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三个
合一，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这三个合一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真善美特
有的方式，对当代中国、世界的发展，也有启示作用。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这是习近平提出的第一个思想。何中华说，现代社会
在追求物质利益的大背景下，人与自然的相互矛盾日渐突出。要解决这个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有很强的积极作用。“第一方面，因为西方文明总的
来说是以人克天，强调人对自然的征服，但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人对
自然的顺应。”何中华说，当然这个顺
应不是消极的，是说在改造自然的时
候要符合自然的本性，实际上就是利
用自然，这样才能够达成人与自然的
双赢。

“习总书记提到的思想中，很多
都涉及人与人和谐相处的问题，即天
下大同、和谐。”何中华说，商品经济
强烈地诱发了人的欲望、贪婪，追求
利益的最大化，这些都妨碍了人的
道德感，甚至有人说是道德滑坡。那
么道德为什么会衰弱呢？最主要的原
因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受到冲击，人
与人之间彼此不再信任，所以要重建
信任。

“重建道德，途径也很多，但是我
觉得最重要的是回到我们传统文化
中，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就是道德本位
主义，强调道德的至上性，强调人与
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强调义利之辨，
也就是道义优先于利益，当两者发生
矛盾时，我们中国文化讲究道义优
先。”何中华说，如果我们现代人像过
去人一样以义制利的话，道德状况、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就会有保障。我们
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拒绝利益，但是
它有一个底线，人们在获取利益的时
候一定不能逾越道义这个底线，这是
我们传统文化非常突出的特点。

“居安思危”解决

暴发户心态问题

习近平提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关
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
居安思危”的思想。何中华说，这种思
想恰好解决了目前国人的暴发户心
态问题。“所谓暴发户心态，就是致富
很快，但产生了很多后遗症。比如从
消费来看，被国际上称为‘奢侈’，这
表现得很狂妄，好像老子天下第一，
没有别人，以自我为中心。这影响很
不好，而且不文明。”

何中华说，西方现代化已经有好
几百年的历史了，它有足够的时间
在文化上成熟起来，我们的现代化
周期太短，几十年我们就从一个贫
穷的国家走向富裕了，好像我们走
向现代化了，但是在文化上还没来
得及富裕起来，还没有能力驾驭一夜得来的巨大物质财富，这就出现了暴发
户这种畸形的现象。

“‘居安思危’的思想恰好解决这种麻痹性。”何中华说，老子讲“物极必反”，
好的时候要想到坏的时候，乐极生悲，这样的思想还有很多，比如儒家“先天下之
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以在顺利的时候你一定要想到遭遇困顿的时候，这
是一个民族成熟的表现。

此外，何中华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集思广益、博施众利”是中国式
的民主思想。“一个高明的统治者应该是能够听取不同意见的，包括历代王朝的
皇帝也有纳谏的传统。”何中华说，我们中国文化特别强调包容性，荀子就说“偏
听则暗，兼听则明”，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包容性的体现。

“这种包容性，在当下有着重要的意义，对我们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做出选
择——— 到底是全盘西化还是批判地继承传统政治文化的资源，还是非常有作用
的。”何中华说，有人主张完全去掉中国格致传统，民本思想，完全把西式的政治
模式移植过来，中国文化上下五千年，不可能成为零，一夜之间完全抛弃干净是
不可能的。“所以只能是改良式的，相互选择相互监督，达成一个比较全面的选
择，不可能推倒重来。”

何中华还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思想，体现了务实的态度。“比如躬行实
践、脚踏实地，都是强调务实的表现。”何中华说，习近平总书记虽然提出中国梦，
但是他还提出“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虚和实是相互统一的，应该是结合在一
起的。对一个事物也好，对一个国家的治理也好，光有虚的东西不行，光有实
的也不行。知行合一强调的是言行一致，理解的东西要落实到行动中去，经世
治国和经世致用都是强调务实的方面，也就是实践的方面。“这针对的是我们
党的一些经验。因为毛泽东时代虚的东西多一点，改革开放以来实的东西多
一点，从现在回顾来看，这两个时代都有一些问题，毛泽东时代我们只做梦就
不行，后来没有梦，好像也不行。所以现在提出中国梦应该从虚实相生的角度来
理解比较恰当。”

西方转而向东方文化找答案

目前，儒家思想一再被提及，不少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正在势不可挡地回
归。对此，何中华说，在新的背景下，儒家文化的价值正在被重新估价。“现在进入
了后现代时期，而不同于现代时期。现代时期环境下，儒家思想是落后的，因为按
照儒家思想，不能发展科学、商业，强调重义轻利，不能肯定自我的权利，而现代
时期需要主体意识的张扬，所以儒家思想被打倒。”何中华说，而进入后现代时期
后，人与自然的矛盾，人与人的矛盾日渐突出，自我迷失，找不到方向，这都需要
有效的方法来解决。“儒家恰好有应对的有效因素，就是上述所讲的问题。”

何中华认为，人与自我的关系也是习近平提到的重要方面，而且是整个思想
的精髓，“现在西方的文化已经发展到了后现代化阶段，现代化的内在矛盾表现
得非常突出了，那怎么解决现代化带来的危机？我觉得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重建
文化上的自我。这就是我们东方人的文化身份、文化认同问题。所以在这个方面
我觉得还是要安心立命，中国传统文化能为我们中国人提供一个安心立命的根
源，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资源。”

何中华说，至少从哲学和文化上来讲，世界发展到后现代时期，自我否定的
东西越来越表现出来，所以儒家思想原来负面的东西，现在变成了正面的东西。

“现在西方也苦于找不到解答的方法，转向从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中找答案。”
何中华认为，中国的软实力没有跟上硬实力的发展，还有些落后。“比如现在

社会发展，但国人的民族德性、道德水准还落后很多。”何中华说，文化软实力才
是一个国家的竞争力，所以解决这个问题，弘扬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步骤。“越是民
族的，也越是世界的，现在西方对中方文化也是很有兴趣，很多西方思想家把眼
光投向中方，希望从中方的思想中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源。”何中华认为，应该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尤其在近代以来我们文化自信丧失的情况下，是十
分重要的。

●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
●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
●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
●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

想
●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
●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

新、与时俱进的思想
●关于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思想
●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

的思想
●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

的思想
●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
●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
●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
●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
●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

同、和谐相处的思想
●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

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

习习近近平平1155个个传传统统思思想想
背背后后的的答答案案

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
大会开幕会上，提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并举出“道
法自然、天人合一”等15个思想。

对此，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理事何中华将其分为“人与
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三个方面，进行了解读。

本报记者 陈玮 实习生 张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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