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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底有几次生命，这是不言而喻的。从
哲学的角度说，人的生命是一个过程，是时间
中的流淌。哲者将活着的人称作“此在”，即此
时此地的存在，是在特定的空间与时间中的存
在。而人是唯一知道自己的结局是死亡的动
物，海德格尔将人称作“向死而生者”；而从生
物学的角度说，人的生命与动植物一样都有一
个播种、发芽、生长、开花、结果、收获与败落的
生命过程，所谓人生一世草木一秋，如果去除
其消极意义，从生物学的角度说这一说法是没
错的。正是从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的角度，我们
认为“珍爱生命”应该成为一切有价值哲学的
根本要旨，或者说是最高原则，当然也是当代
生态文化与生态美学的最高原则。生命尤其是
人的生命的美丽绽放就是生态文化与生态美
学的追求与要义。

由此可见，所谓“人有两次生命”这是一个
伪命题。但是2017年春节我在病中却切切实实
地看到，真的有人信奉人有两次生命的伪命
题。这真是一种病痛中的特殊经历。

先从我的病说起，本人从2002年开始从事
生态美学研究，一直对环境污染，包括雾霾的
危害进行探析，但具有切身感受却是这一次。
春节过后由于降温与整个北方的大面积雾霾，
我就不停地咳嗽，这种咳嗽发展到剧烈而不停
息，甚至通宵不止，乃至气管痉挛。大年初三，
出现铁锈色痰；大年初四到医院就诊，大夫诊
断为肺炎，没有让我回家，住进医院。

住进医院后才发现我的病友中有若干与
我相同的老人，都是肺炎，都是咳嗽不止，都是
铁锈色痰，这些老人大都是这个冬季在雾霾猖
獗中住进医院的，最高龄为96岁。我还算是这
些老年病人中的“年轻者”。在这个病房中真是
咳嗽之声此起彼伏，众多病友通宵难眠。当然
这种肺炎较易诊断，治疗方案医院也胸有成
竹，那就是持续地用抗生素点滴10-15天。每天
两次，大约三小时。

初五那一天，是传统的“破五”。我刚刚入
院两天，病情正在控制之中，仍然咳嗽难止，但
从初五晚上到初六凌晨，透过微开的窗帘之
缝，看到随着一阵阵爆竹声，一股股浓烟直冲
云霄，几乎是彻夜如此。我就想，这些燃放爆竹

“破五”的人肯定是相信“人有两次生命”的人。
因为在这样严重的雾霾天气中有好多人饱受
雾霾之苦，甚至徘徊在生命的边缘，特别是老
人与孩子。这里也许就有他们的父母与子女，
甚至这种雾霾也会戕害他们本人，难道他们就
没有一点担忧吗？

中国传统文化是充满着同情之心与怜悯
之心的，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
人之幼。在雾霾严重，呼吸道疾病猖獗，而有
关部门已经倡导不燃放爆竹的情况下，仍然
如此放手地燃放，其结果只能导致雾霾的加
剧，更多的人，特别是老人与小孩被呼吸道疾
病伤害。很难讲这是一种符合道德的行为。卧
病在床，感慨万千，思绪飞扬，产生如下三个提
议。

其一，充分认识生态文化与生态美学的生
命意蕴。当代生态文化与生态美学的产生就是
对于现代工业革命只见物不见人的弊端的一
种反思，是对人的生存特别是人的生命的空前
重视。我们的一切发展都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生
存质量与生命质量，而不是其他。生态文化与
生态美学的要旨就是美好的生存与健康的生
命。保护自然就是保护生命，绿色发展就是生
命第一的发展。美丽中国首先是健康中国。

其二，提升抗霾的认识。对于雾霾我过去
有一种从现实出发逐步解决的看法，但这次
罹患肺炎，我看到了雾霾对于人的健康危害
之深。当前呼吸道疾病的发展与蔓延，对于老
人、孩子与慢性病人的危害已经日渐严重，不
少都与当前严重的雾霾有关，抗霾就是对于
生命的一种保护，雾霾的顽疾应该早治快治，
刻不容缓。

其三，重建春节文化。传统春节文化是农
耕社会产生的一种文化形态，所谓“爆竹声声
过新年”，那是农业社会没有空气污染的情况
下的一种乡村习俗。当前已经进入工业社会，
我国的城市化已经达到50%以上，而城市高楼
林立，有极强的热岛效应，爆竹震耳欲聋之声
与阵阵烟雾，都无法消散，在这种情况下只能
加重城市污染，危害健康。因此，春节文化需要
重建，对于年味需要重新塑造，我想团聚就是
年味，健康就是年味，保护环境就是年味。

让我们珍视生命，珍视健康，建设适应时
代要求的生态文化与生态美学，坚信生态问题
归根结底不是经济问题与技术问题，而是文化
问题，是态度问题。

(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原校长、终身教授)

央视大型原创文化类节目《中
国诗词大会》非常火，不仅参与者
众，还制造了一些焦点人物与热门
话题。许多朋友、同事、学生也参与
了这场文化盛宴，作为高校文学院
老师，我也十分关注大会赛况，看了
大量的比赛视频，有人认为，诗词大
会已经连办两季，都引起了强烈反
响，中国将会掀起学习与创作诗词
的热潮，从而引领人们关注并传播
传统文化。也有人认为创作比背诵
重要很多，区区一个诗词大会，不会
有什么大的作用。有学者质疑点评
嘉宾的诗词修养，认为国内诗词教
育并不成功，中文系学生懂格律的
都不多，更别说创作了。考试已经把
青年人的诗词灵性毁掉了，如果搞
诗词创作大赛，还能是青年人的舞
台吗？

对于诗词大会，我更在意青年
学生的看法，于是发动学生参与讨
论。一位理科大一的学生认为，“《中
国诗词大会》并没有改变我对古典
诗词的看法，也没有激发我学习古
典诗词的热情，最多就是在嘉宾老
师的分析中更多地了解古典诗词背
后的涵义，所以这个节目对我来说
很‘鸡肋’，因为我不是很喜欢中国
古典诗词，理解不了古典诗词深层
的审美意蕴，也不会创作，所以没有
继续看下去的欲望。”一位文科大二
的学生对我说：“看了近期很火的武
亦姝的一些比赛视频，特别佩服，
2000多首诗词熟记于心。这才是腹
有诗书气自华，她在台上一站就有
一种古代大家闺秀的感觉，外貌没
有特别惊艳，就是那种诗书的沉淀
美吸引视线。”对于前者的观点，我
表示理解，对于后者的体会，“于我
心有戚戚焉”。

三年前，我在美术学院新生班
级讲授《诗经·静女》，诗中写道：“静
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
首踟蹰。静女其娈，贻我彤管。彤管
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荑，洵美且
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诗写得
很简单，但活泼灵动，充满生活情
趣。两千多年来，静女形象一直根植
于国人心中，成了美好女性的代表，
但诗中始终没有描述静女的身材、
容颜等外在形象，她的美主要通过
叙述人的讲述，依靠静女的举止、行
动去体现，至于她到底有多美，全凭
读者去想象。我问同学们，静女是一
个什么样的人？人们为什么喜欢她？
有同学认为静女是一个单纯可爱的
人，她爱生活、爱美，敢于追求真挚
的爱情。也有同学认为静女是一个
娴静美好、矜持含蓄的少女。一位女
同学的发言让人眼前一亮，认为静
女是一个充满古典美的女子，引起
了大家的深思。

古典美源自古希腊学院派的绘
画技法，在文学形象中，表现为含蓄
内敛、安详柔美、天然纯净、不事雕
琢，气质超凡脱俗，所以经得起时间
的检验。有男生说，现在已经没有这
样的具备古典美的女子了，女生则
反唇相讥，当代女生就是要张扬个

性，不会迎合男人心理。我问女生，
矜持含蓄就不是个性吗？为什么个
性就一定是外向张扬的呢？古典美
女真的就绝迹了吗？在《中国诗词大
会》上大放异彩的武亦姝不就是当
代静女吗！总是一副怯生生如履薄
冰的样子，从不张扬，但内秀于心，
因为淡看荣辱得失，所以单纯文静，
敢于表现。

有人问我，学习古典诗词到底
有什么用，我老老实实地回答，除了
应付考试，看上去确实没有什么用，
但无用之用，方是大用。比如对高雅
气质的涵养，对美好个性心理的培
养，对审美素养的提升，古典诗词功
莫大焉。“粗缯大布裹生涯，腹有诗
书气自华。”有用还是没用，用心体
会去吧！

即使是在校大学生，对诗词大
会的看法也向两极发展。我们应该
看到：一方面，诗词大会很热闹；另
一方面，中国诗词的处境一度有些
落寞。古典诗词如此，白话诗更是如
此，在两届诗词大会中，白话诗都缺
位了。

17年前，我在南京一所大学攻
读硕士学位，选修了一位副教授的

“当代诗词研究”课程，与文学院本
科生一起上课。有一节课上，老师讲
得很尽兴，但认真听讲的同学很少，
有人看闲书，还有人交头接耳。老师
很有风度，没有发脾气，而是问在座
的大学生：你们年纪轻轻，为什么就
不喜欢诗呢？其实，这也是我想问的
问题。有人会说，大学生只是不喜欢
白话诗，古典诗词尤其是格律诗，许
多人还是喜欢的，这也是不客观的，
许多人会背几首格律诗不假，但要
谈到真心喜欢，因而走近古典诗词，
用心去揣摩体会甚至研究、创作的
人并不多。

但白话诗确实风光过，最近的
辉煌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
代初。上面那位老师生于上世纪六
十年代中期，亲身经历过改革开放
初期的诗歌繁荣，在他的少年与青
年时期体验过什么叫“我为诗狂”。
当时的青年学生，谁不会背几句“卑
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
者的墓志铭。”“黑夜给了我黑色的
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如果
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
你的高枝炫耀自己。”1980年后出生
的却没有这样的经历了。朦胧诗兴
起时，他们要么懵懂无知，要么还没
有出生，长大后不喜欢白话诗似乎
是可以理解的。

而这次，一台成功的电视节目
证明了曲高的古诗词也能引来众人
和。当然，面对如何传承传统文化的
大课题，一个热播电视节目只是迈
出了一小步。

(本文作者为江苏师范大学文学
院副教授)

□出 品：副刊编辑中心
□设 计：壹纸工作室
□本版编辑：徐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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