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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社区区国国学学讲讲堂堂””传传递递正正气气获获赞赞
88岁老人坐30多站公交车来听讲

感受《中庸》
向善魅力

本报12月24日讯(记者 肖龙凤)
“我年纪大了，虽然听完了也记不

住多少，但听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心
灵的净化和精神上的享受。”13日上
午，在名士豪庭第二社区居委会进行
的“社区国学讲堂”结束后，从市中区
七贤街道文庄附近坐30多站公交车
赶来的88岁老人张思仲告诉记者。

这是由齐鲁晚报名士豪庭社区
服务中心、张刚大篷车社区文化服务
中心和名士豪庭第二社区居委会联
合举办的首期“社区国学讲堂”第七

讲，来自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的
硕士生孙艳杰与听众分享了北宋理
学家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民胞
物与”即“世人皆是我的同胞，万物皆
是我的同辈”，这同样是对儒家思想
的继承和发展，有深刻的仁爱内涵。

“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
近乎勇”。在20日的第八讲上，孙艳杰
与听众分享了儒家经典篇目《中庸》
的“智、仁、勇”三达德思想。“智、仁、
勇”的相互通达等内容，让听众感受
到思辨的精妙与魅力。

孙艳杰已连续6次应邀来到首期
“社区国学讲堂”，为社区居民送上了
6场精彩讲座，从荀子的王道理想到

孟子与告子的人性之辩，从《周易》到
《中庸》，每次深入浅出的讲解都让听
众获益匪浅，吸引了一批忠实的“粉
丝”。20日上午，孙艳杰意外收到了一
份墨宝，上书“博大精深”。这是由多
次听讲的陈先生精心书写并赠送的。

“这对我真是一份莫大的鼓励。”孙艳
杰说。

家住趵突泉附近的周先生是第
一次来参加讲座，听完连连说好。“这
些思想比较深奥，但是结合一些人生
的经历，我也大致能听懂。”周先生同
时对讲座所传递的“正气”给予肯定，

“现代人多少都有些急功近利，张口
闭口都是谈钱，过于强调物质追求，

对知识和心灵的关注远远不够。这里
的讲座传递了一种正气，大家在这里
可以交流人生体验，思考一些精神层
面的东西。”

为丰富社区居民文化生活，建设
书香社区，齐鲁晚报名士豪庭社区服
务中心、张刚大篷车社区文化服务中
心和名士豪庭第二社区居委会联合
举办了首期“社区国学讲堂”，每周六
上午9点在名士豪庭第二社区居委会
进行。首期预计共有10讲，目前已进
行了8讲。为保证课堂效果，每次讲座
听众限40人。欢迎热爱国学的朋友拨
打67879339、88529339(名士豪庭第
二社区居委会电话)提前报名。

《中庸》是《礼记》的篇目之
一，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相传
为战国时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宋
代朱熹将其与《大学》、《论语》、

《孟子》并称“四书”。“中庸”主张
处理事情不偏不倚，坚持原则而
又能灵活运用，是儒家核心观念
之一。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常)，中庸即中和。《中庸》第一章
中写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从历史上看，“中”、“庸”两字
连用，始于孔子，经过后来的儒
家，特别是《中庸》一文充实发挥
而完成。但是，在孔子之前，“中”
作为一个观念则甚是流行，如在

《尚书》中有准确、合理、不偏不倚
等意思。中庸的观念则是对中的
观念的进一步拓展。《论语》把“中
庸”作为至德，作为一种极其高明
而又难能可贵的德性提出来，要
求任何事情都应该有个度，处世
行事要无过无不及，恰到好处。坚
持原则而又能灵活运用，构成了
中庸德行的根本，在实践中需要
有高度的智慧。

智、仁、勇三德则是通达中庸
的三达德。孙艳杰介绍，正如在

“五达道”中，君臣、父子、夫妇、昆
弟、朋友之交“五伦”包含了儒家
所说的基本人际关系，因而构成
了一个整体一样，智、仁、勇三者

本身也构成了一个整体，既相互
通达，又能实现向中庸的通达：

“智是明善，仁是守善，勇是对善
的固执。”

孙艳杰对“智、仁、勇”的内涵
进行了讲解。好学近乎智，通过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
之，笃行之”，明了什么是善与不
善。而仁是守善，先要明善，因此
仁要以智为基础。以智为基础的
仁必然会对生命有更悲悯的关
怀，拥有更坚定的信念，因而会引
发出真正之勇。《论语·宪问》有
言：“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
仁。”

“智、仁、勇”的相互通达让听
众感受到《中庸》的思辨魅力。孙艳
杰接着介绍了通往中庸之道的三
个原则，即慎独自修、忠恕宽容以
及至诚尽性。此外，孙艳杰还结合
一些相关案例进行讲解，其中，关
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若

“人不欲立(达)”该怎么办的讨论，
一度引发了听众的热情辩论。

《中庸》提出的“智、仁、勇”三
达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
得现代人思索和践行。《论语》有
云：“知(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
者不惧。”《史记·平津侯主父列
传》也写道：“智、仁、勇，此三者天
下之通德。”

品读张载
“民胞物与”思想

王复周先生几乎每次都来听讲座，并认真记笔记。

孙艳杰的讲座受到听众欢迎。

张载，字子厚，人称横渠先
生。他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
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四句名言，历代流行而不衰。
在他生活的时代，宋王朝与边疆
少数民族矛盾严重，他因生长在
西北地区，因此对战患时局尤其
关注。他认为当时的年代在民生、
道德、秩序方面存在着严重问题，

“民胞物与”思想就是在这样的大
环境下产生的。

孙艳杰介绍，“民胞物与”即
“世人皆是我的同胞，万物皆是我
的同辈”。其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孔
子的“泛爱众”思想 (主张以“爱
人”实现生活中的和谐交往)，孟
子的“仁民而爱物”，以及《礼记》
中的“圣人能耐以天下为一家，以
中国为一人”思想等。这是对儒家
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有深刻的仁
爱内涵。

“民胞物与”思想提倡“和
谐、包容”的人文精神。“气充塞
天地，万物源自一气”，是张载重
要的哲学思想。人居天地中、“性
帅天地”，首先，确定的是“人之
为人”的独特之处，与万物同源
但又非其它物。其次，在处理人
与人、人与天地万物的关系时，
采取的不是征服、对抗的态度，
而是视其为同胞同类。最后，不
仅如此，更加强调这种精神是一
种自然本性而不是人为的要求。
人生百年应当对他者、对自然展
现出“海纳百川的雍容气度，博
采众长的思维方式，以及和谐共

生的包容品质”。反观近代西方
发展的历史与人类如今的现状，
更加凸显了此种“和谐、包容”精
神的难能可贵。

张载在《西铭》一文称，“凡天
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
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尊高年，
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
幼”。意思是，天底下衰老或有残
疾的人、孤苦无依之人或鳏夫寡
妇，都是我困苦而无处诉说的兄
弟；要像对自己的长辈一样礼敬
同胞中年长的人，像对待自己的
孩子一样保育同胞中的幼弱之
属。及时帮助和照顾他们，就是尽
到了自己在这个大家庭中的责
任，而抛却责任就是“悖德”。

《西铭》一文还写道，“知化则
善述其事，穷神则善继其志。不愧
屋漏为无忝，存心养性为匪懈。”
在人性修养上，张载教导人们要
追求天地大道，时时修身养性，遇
顺境不骄傲，遇逆境不气馁，面对
社会精神荒芜的现象以及迷茫情
绪泛滥的社会现实，这样的人生
态度也为我们构建了一个安放自
身的精神家园。

孙艳杰认为，反思当代社会
中的诸多问题，如环境污染、精神
荒芜等，其关键点就在于人自身
的定位问题，构建一套和谐的世
界观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基础。而
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提供了
一套基于中国传统思想的价值
观，为化解当代社会问题提供了
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 本版文/片 本报记者 肖龙凤 通讯员 高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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