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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传统统文文化化也也是是一一种种制制度度文文化化
台湾经学专家黄忠天：

生活习惯不能

简单地视为文化

本报深度记者 寇润涛 刘帅
实习生 冯岩岩 于民星

在 5 月 1 7日“山东社科论
坛——— 齐鲁文化传承与创新研讨
会”举行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台
湾著名的经学专家黄忠天，深入
探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经
济社会转型而引发的问题之间的
博弈。

就在30年前，台湾也曾在追
逐经济大潮中迷失自我，社会问
题不断。在如今大陆大力推广和
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际，如
何在传承传统文化上少走弯路，
台湾的经验或许能给予启发。

内地人不爱排队

只能说是一种习惯

2015年5月，一位骗居香港16
年的内地男子拒绝被遣返回内
地。在他眼里，内地人随地吐痰、
不爱排队等等，他对这些“文化”
极看不惯，让他觉得回内地等于

“让我死”。还有之前内地游客让
小孩在香港街头尿尿引发的争
议，似乎内地人身上不好的习惯
都成了内地文化的“展露”。

这是一种文化吗？还是仅仅
属于生活习惯？

5月17日晚，在济南的一家宾
馆里，刚到的台湾高雄师范大学
经学研究所原所长黄忠天还来不
及熟悉房间内的设施，甚至摸不
到电灯开关。“这边酒店设施不太
一样，我还没习惯。”

“我不认为随地吐痰、不爱排
队、乘电梯不靠右站是一种文化，
只能说是一种生活习惯。”正如黄
忠天说的，在台湾，如果走进台
北、高雄这样的大都市，来自乡村
的居民或许也不知道乘坐电梯时
要靠右站立，也许在家乡习惯了
随地吐痰……

那么，这些算是文化的“展
露”吗？什么才是文化？黄忠天不
假思索地说：“在乡下随地吐痰、
不爱排队是生活习惯，如果来到
大都市，开始也许会不习惯，但这
个人如果能意识到周围没人随地
吐痰、干什么都排队，而他又可以
及时按照这些习惯来改变自己，
这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体现。”

没有人认为

读经典会变坏

在台湾的社区大学里，人们
都有颂读、研习经典的传统。而
且，这些组织对六十岁以上的老
人都是免费的。最大的老年大学
有六千多人，可见其盛。

当 然 ，黄 忠 天 也 对“ 经
典”——— 中华传统文化有着充分
的认识。他说：“经典不是百分之
百是好的，我们需要创新，我们需
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我们不能
说学习经典，就全然相信经典是
万灵丹。”

不过，从数十年的经典研究
来看，黄忠天认为经典之所以是
经典，是孔子、孟子等这些中国古
代先贤们经过提炼、萃取出来的
精华，经典的精神是求善而不是
求真，“这里寄存着我们人类的温
度，我们人与人之间的温度。”

“有时候，学生家长也分享孩
子学习经典的过程。”黄忠天说，
家长有时甚至在隔壁的教室，讨
论经典著作的内涵。

黄忠天说：“这是很多台湾家
长的认知，台湾的家长没有人说
读经典会变坏，100%都认为读经
典会变好。”

22次集体学习，

至少5次学历史

记者：您给本届政治局上
过两次课，都是关于中国历史
或者传统文化的。2013年，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曲阜，围绕
传统文化做了讲话。这届领导
人似乎对传统文化非常重视。

卜宪群：本届领导人非
常重视传统文化。党的十七
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中
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
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
实传承者和弘扬者，又是中
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倡导者和
发 展 者 。在 纪 念 孔 子 诞 辰
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
国际儒学联合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就讲道，从孔夫子到
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
积极的养分。

在第七次集体学习时，习
近平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
近平强调，“历史是人民创造
的，文明也是人民创造的。对绵
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
应该多一份尊重，多一份思
考。”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习
近平也再次强调。

22次集体学习中，至少有
五次有关历史，有三次直接与
传统文化有关。这深刻体现了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
传统文化的高度重视。

记者：与过去有何不同?

卜宪群：对传统文化的认
识进一步提高。过去我们偏重
传统文化的思想方面，那么现
在我们对制度方面也重视。什
么是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内涵
是什么？我同意一些人的看法，
传统文化是物质文化、制度文
化、精神文化。从大的方面来讲
是这三个方面。

记者：如此重视，这背后的
原因呢？

卜宪群：宏观方面，一个民
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
的基础。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的过程中，我
们不能也不可能采取历史虚无
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放
弃传统文化的继承。中国的历

史发展有中国的特点，和西方
不同，西方有西方的路，中国有
中国的路。

当然也有很多具体的。今
天发生的事情很多都能从历史
中找到影子。现在我们面临的
许多问题，历史上既有成功的
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历史上
的反腐倡廉，除了思想外，还有
制度方面的内容。比如巡视制
度，就是我们老祖宗采取的一
种方法。现在官员任职规避制
度古代也采用。

防范腐败需要

严密的制度建设

记者：中纪委也借鉴传统
文化反腐。

卜宪群：王岐山非常重视
借鉴历史来建设廉政制度。最
近他推荐了一本书叫《历史的
教训》。在今年全国两会，参加
山西代表团审议时，他也强调，
看待腐败问题要有历史、哲学
和文化的思考。

记者：现在腐败官员这么
多，还出现小官巨腐现象，是不
是传统文化传承过程中出现了
问题？

卜宪群：历朝历代都有腐
败，古今中外，不仅中国有，外
国也有。不要认为古代没有腐
败，小官巨腐，历史上也很多。
我们也看到腐败不仅仅存在于
古代王朝的灭亡时期，也存在
于前期中期。关键是我们要抓
制度建设，要通过严密的制度
建设防范腐败。

改革开放30多年，中华民
族的进步是历史上任何一个时
期无法比拟的。在这么快速的
经济发展当中，出现一些腐败
是正常的。所以反腐败要有恒
心耐心，不能急。我们不能限于
整天打老虎拍苍蝇，还要完成
制度建设。古代社会和今天的
社会无法比拟，古代相对简单
了点。

记者：有人说清流压倒浊
流的时候，就是社会清廉的时
候。您怎么看？

卜宪群：清流压倒浊流，在
历史上，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有
时所谓清流，你仔细考察，他背
后也有阶级，也是一定利益的

5月17日，在山东社科论坛齐鲁文化传承与创新研讨会
上，齐鲁晚报记者专访了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
群。2014年10月，卜宪群给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授课，授课
主题是中国古代治国经验和教训。这是卜宪群第二次为本
届政治局讲课。他第一次的主题是“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
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卜宪
群告诉齐鲁晚报记者，这一届中央政府十分重视传统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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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次山东社科论坛上，
一些学者认为，齐鲁文化以及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或
许应该“慎提”。不过，数千年
前的文化经典也确实需要在现
实社会找到依托，与现实问题
结合。

对此，来自台湾的经学专
家黄忠天教授认为，齐鲁文化
以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经过
数千年的提炼、萃取，其中都
是经典精神，“但是，并不是说
经典都是百分之百的正确，其
中也有陈旧过时或已成糟粕的
东西。”

所以，黄忠天建议，在创
新、发展齐鲁文化以及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方面，首先要仔细
研读经典著作，才能古为今用、
推陈出新。

“传承、创新传统文化，在
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尊重历史
传统、尊重社会实际，但是又注

重变通创新开放多元的进程。”
卜宪群说。

台湾的经验

如今，作为旅游胜地的宝
岛，“有温度”成了台湾的代名
词。大陆赴台旅游的人们都有
这样的感受，当他们走在台北
街头，当地人的热情、真诚、谦
逊有礼时刻如微风细雨般沁入
内心。

而在20世纪80年代，台湾
社会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
题：城乡发展失衡、农村人口的
流失严重、自然环境遭到破坏、
传统文化和地方个性丧失殆
尽。这些问题导致民众地方感
的断裂和文化认同危机。

当时，台湾城乡的卫生情
况脏、乱、差，随处可见居民任
意丢弃垃圾。1984年，台湾地区
垃圾清运量为12646公吨／日，

每人每日垃圾量约0 . 71公斤。
黄忠天还记得30年前台北

市交通混乱，机动车不仅互相
之间抢行，还与行人抢道。

公共汽车上，时常有一些
乘客不仅不为需要的人让座，
还将手放在身旁空位，阻止他
人入座。在交通高峰期，乘客
不依排队顺序上车，不按上下
车门进出，甚至乱丢废物……

与文化有关吗？黄忠天这
样回答齐鲁晚报记者：“当然
有关，不过更多的是在经济繁
荣下传统文化建设的缺位。”

在此情形之下，1993年10
月20日，台湾地区相关部门做
了题为《文化建设和社会伦理
重建》的报告，呼吁“透过文化
策略的发展，落实对于社区意
识及社区伦理的重建工作。”

提高居民的素质和能力
是社区文化建设的重要任务。
在此之前，台湾社区文化活动

的着力点是文艺表演、亲子活
动等休闲娱乐性质的活动，亟
需向具有教育性质的活动转
变。

1998年，台北市成立了第
一所社区大学——— 文山社区
大学。此后，社区大学蓬勃发
展。截至2012年，全台已建成
83所社区大学，16所分校。

社区大学突破了传统的
知识获取门槛，根据居民的职
业 、需 求 和 年龄开设不同课
程：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领域等学术课程。

通过学术课程的学习可
以扩展居民知识广度，培养
其反省及批判思考能力。这
些课程可以培养居民主动参
与社会公共事务的热忱和能
力。

“这其中就包括了经典教
育，也就是优秀传统文化的教
育。”黄忠天说。

代言人。像汉末清流，哪个背
后不是世家大族？只不过这些
人的仕途被阻隔了，清流就出
来发声。但真正让他们上台，
仅仅靠这些人就能把国家治
理好吗？不见得。还是要从制
度这一块来。历史也证明，制
度完善了，政治就相对清明一
点。比如唐代前期，制度就非
常完善。

唐太宗经常跟高级别官
员谈心，包括腐败问题。《贞观
政要》有很多谈话内容，就是
告诉官员贪有什么危害，讲得
很具体。从《汉律》到《唐律》，
关于反腐倡廉制度建设非常
完善，官吏出差，吃几斤肉，用
几斤米都有登记。今天有人
讲，制度建设很细，太琐碎，这
个是不对的，就是要细，你要
告诉官吏哪些事情能做，哪些
不能做。比如出差到什么地
区，住宿什么标准，这样的规
定很好。

但制度建设和教育是相
辅相成的，光靠制度也不行。
汉代思想家对秦的灭亡进行
了总结，提出这样的思想。

腐败严重程度

与经济发展有关

记者：官商勾结现象在历
史上很多朝代都有，您怎么看
这个事情。

卜宪群：经济发展与腐败
的严重程度可以说是相关的。
比如汉武帝时期、明代中后期
商品经济的发展，腐败程度比
较高一些。我们现在也是。我
认为都是正常的现象。

正常不代表合理，人类社
会不是腐败、反腐败再到腐败
这个过程循环。马克思对历史
的解释还是讲生产力与生产
关系。

今天我们有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有优秀的传统文
化。这些都给我们反腐倡廉
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基础。因
为我们中国共产党，代表的
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
益。这和西方制度还是有区
别的。有些人盲目地认为西
方制度好，但是他们没有看
到制度后面深层次的东西，
没有看到他们背后所代表的
阶级利益的本质。

但西方国家在具体制度
操作上，有些也可以借鉴。但
他们制度本质与我们制度本
质有区别。

记者：您怎么看待中国现
在所处的一个历史阶段？

卜宪群：总结改革开放30
多年来的经验，我们看到了很
多存在的问题，比如腐败问
题。但我们看到党的十八大之
后，很多事情做了调整。这个
变化令人开心。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卜宪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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