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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的重要功能是文以化人，其最深层的积淀和影响是对人格的

培养。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在数千年漫长发展中不

断塑造和培育的正面人格，或者说集体人格，就是被历代中国人广泛

接受并尊崇的君子人格。

    “君子”一词早在西周时期已经流行，主要是贵族和执政者的代称。

到了春秋末期，孔子在构思和传布自己儒家学说时，对君子概念的内

涵进行改造，赋予其许多优秀道德的意蕴，使其基本骨架、内在气质

和俊彦风貌在《论语》多视角的反复琢磨和刻画中脱颖而出 , 惊艳四方。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述而》）；“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君

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如此等等，君子一词在《论

语》里出现 109 次，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核心概念，由此足见孔子

对君子人格的百般钟爱和悉心打造。如果说，孔子在构思和传扬儒家

学说时，思考的轴心问题是探求如何立身处世，即如何做人的道理，

那么他苦苦追寻的结果，或者说最终给出的答案，就是做人要做君子。

    为了让世人认识和理解他所设计的君子人格，孔子睿智地在《论

语》里采取比较排除法，同时论述了比君子高大的“圣人”和比君子

矮小的“小人”。关于圣人，他对弟子把他奉为圣人的做法，表示不

君子文化：
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人格基因

钱念孙

钱念孙

    1979年毕业于安徽师范大学。现为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政府参事、安徽省
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任安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
长，安徽省文联副主席，英国杜伦大学、伦敦大学和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汉普舍
尔学院客座教授。1992年获国家“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同年获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
    出版著作《文学横向发展论》《朱光潜与中西文化》《重建文学空间》《中
国文学史演义》《艺术真谛的发掘和阐释》《无法尘封的历史——抗战旧书收藏
笔记》《起点——中国农村改革发端纪实》《中华三德歌》《公民道德歌》《诗
情画意蕴风流》等25部，先后五次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两次获“全国优秀
畅销书奖”，三次获中国“中国图书奖”，另获“田汉戏剧奖”“冰心文学奖”
等省部级奖10余次。

吴  雪

    安徽蒙城人。现任安徽省文联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中国书法家
协会理事、安徽大学兼职教授。作品多次入选全国性展览，参加中法建交50周年
“2013年卢浮宫中国书画艺术邀请展”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南海、人民大会
堂、西安碑林等机构收藏。2008年荣宝斋出版社出版《吴雪书法作品》，同年9
月在甘肃美术馆举办个人书法展览。2011年1月在滁州举办“吴雪书欧阳修滁州
诗文作品展览”；2011年12月在安徽省博物馆举办“翰墨情怀——吴雪书法作品
展”。2013年6月在深圳关山月美术馆举行“春天的故事——吴雪书法作品展”。
2013年6月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中国梦——吴雪书法长卷”。《中国艺术报》
《中国书法》《书法》《书法报》《中国书画报》等均有专题评介。

李洪峰

    1954年生。安徽合肥市人。1982年毕业于安徽大学经济学专业。曾任安徽经
济管理学院院长助理、合肥荣事达集团副总裁、中国科技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
现任安徽新四军研究会铁军书画社常务副社长。

秦金根

    笔名耕之。1969年出生于安徽省南陵县。书法从芜湖赵泾生先生启蒙。1997
年考入首都师范大学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师从著名书法家欧阳中石、刘守安诸
先生，攻读书法艺术教育专业硕士学位，2000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2013年攻
读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学博士学位，导师任平先生。现供职于安徽美术出版社，
编审，《书画世界》副主编。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国际书画研究会常务
理事、安徽省美学学会理事、安徽省教育委员会书法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
书法成就新华网、中国科学网、《中国科学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人民艺术
家》杂志、《中国书画》杂志、《中国书画报》、中国书法网等均有专题报道，
雅昌艺术网、百度、中国爱艺网等辟有秦金根个人官方网站。
    书法艺术作品参加多种全国和省级展览。发表专业论文、评论70余篇。已出
版专著7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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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和反对：“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他还明确地说：“圣人，吾不

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意在表明君子并

非让人高山仰止的圣人。关于小人，他在与君子一系列对举和比照中

予以贬责和否定，如“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

反是”（《颜渊》），等等。这就告诉我们：君子一方面不是难以见到、

难以企及、仰之弥高乃至高不可攀的圣人，另一方面也与目光短浅、

心胸狭隘、见利忘义、斤斤计较的小人判然有别。君子作为孔子心目

中的崇德向善之人格，既理想又现实、既尊贵又亲切、既高尚又平凡，

是可见、可感，又可学、可做，并应学、应做的人格范式。

    孔子塑造的君子人格，伴随《论语》的流传而走入人们的心灵，

可谓登高一呼，八方响应。儒家学派的后继者孟子、荀子等，对君子

人格张扬申说并竭力推许自不待言。与儒家学派颇多论争的墨家学派

和法家学派，对君子人格也欣赏有加，如墨子说：“君子不义不富，

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墨子·尚贤》）；韩非子说：“君

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恶（《韩非子·内储说上》），等等，都是

对君子人格的高度肯定。影响深远的道家学派，虽然诸多思想观念与

儒家学派迥然相异，但在如何看待君子人格这一点上，两者却颇为一

致。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胜而不美”（《道德经·三十一章》）；庄子说：“君子之交淡如水，

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庄子·山木》）；

他还说：“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

谓之君子”（《庄子·天下》）。凡此种种，无不表明道家学派对君

子人格的认同和称许。至于被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更是对

君子人格赞不绝口，推崇备至。其中广为人知的名句：“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对君子形象的生动

描绘，也被张岱年等哲学家认为，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最佳概括。

    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很重要的内容是阐扬仁、义、礼、

智、信，以及忠、孝、廉、悌等众多为人处世的伦理和规范。这些伦

理规范或者说美好品德，最终都聚集、沉淀、融入和升华到一个理想

人格即君子身上。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被誉为高于历代帝王之

上的“素王”，最能体现其思想情怀和超迈气质的人格形象，或者说

真正让他自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人格模式，就是君子人格。由孔

子孕育培养、诸子百家呵护成长的君子人格，在此后中华文化奔腾不

息的历史长河中，受到上至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及文人士大夫，下至

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普通百姓的广泛认同和景从。 

从先秦至清末，有关君子和君子文化的描述不仅在汪洋浩瀚的历

代典籍中星罗棋布，数不胜数，而且在传统戏剧、民间说唱、民俗礼

仪及家教家训中汗牛充栋，俯拾即是。君子文化及君子形象还渗透和

融入我们日常生活及器物之中，如中国人自古就有爱玉的传统，实缘

于“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礼记》）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诗经》）的观念。中国画自宋代以来画得最多的题材是梅、兰、竹、

菊，也缘于人们把梅、兰、竹、菊看作“四君子”。苏东坡所以说：“宁

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原因正在于他

推崇竹子劲节虚心、清雅脱俗的君子品格。周敦颐的名篇《爱莲说》，

之所以称颂“莲，花之君子者也”，也缘于他欣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的君子风范。

君子概念历久而弥新、古老而鲜活，至今仍保存着旺盛的生命力。

当今社会尽管发展迅速、观念多变、文化多样，但只要是中国人，不

论居庙堂之高，抑或处江湖之远，哪怕是目不识丁的山村老农，也乐

于被人看作君子，而绝不愿意被人视为小人。君子人格在不同阶层的

人群中，包括社会底层老百姓中都有相当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君子风 3  2  



满和反对：“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他还明确地说：“圣人，吾不

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意在表明君子并

非让人高山仰止的圣人。关于小人，他在与君子一系列对举和比照中

予以贬责和否定，如“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求诸己，

小人求诸人”（《卫灵公》）；“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

反是”（《颜渊》），等等。这就告诉我们：君子一方面不是难以见到、

难以企及、仰之弥高乃至高不可攀的圣人，另一方面也与目光短浅、

心胸狭隘、见利忘义、斤斤计较的小人判然有别。君子作为孔子心目

中的崇德向善之人格，既理想又现实、既尊贵又亲切、既高尚又平凡，

是可见、可感，又可学、可做，并应学、应做的人格范式。

    孔子塑造的君子人格，伴随《论语》的流传而走入人们的心灵，

可谓登高一呼，八方响应。儒家学派的后继者孟子、荀子等，对君子

人格张扬申说并竭力推许自不待言。与儒家学派颇多论争的墨家学派

和法家学派，对君子人格也欣赏有加，如墨子说：“君子不义不富，

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墨子·尚贤》）；韩非子说：“君

子不蔽人之美，不言人之恶（《韩非子·内储说上》），等等，都是

对君子人格的高度肯定。影响深远的道家学派，虽然诸多思想观念与

儒家学派迥然相异，但在如何看待君子人格这一点上，两者却颇为一

致。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

胜而不美”（《道德经·三十一章》）；庄子说：“君子之交淡如水，

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庄子·山木》）；

他还说：“以仁为恩，以义为理，以礼为行，以乐为和，熏然慈仁，

谓之君子”（《庄子·天下》）。凡此种种，无不表明道家学派对君

子人格的认同和称许。至于被誉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更是对

君子人格赞不绝口，推崇备至。其中广为人知的名句：“天行健，君

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是对君子形象的生动

描绘，也被张岱年等哲学家认为，是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最佳概括。

    儒家学说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化，很重要的内容是阐扬仁、义、礼、

智、信，以及忠、孝、廉、悌等众多为人处世的伦理和规范。这些伦

理规范或者说美好品德，最终都聚集、沉淀、融入和升华到一个理想

人格即君子身上。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被誉为高于历代帝王之

上的“素王”，最能体现其思想情怀和超迈气质的人格形象，或者说

真正让他自觉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人格模式，就是君子人格。由孔

子孕育培养、诸子百家呵护成长的君子人格，在此后中华文化奔腾不

息的历史长河中，受到上至历代政治家、思想家及文人士大夫，下至

社会各阶层人士包括普通百姓的广泛认同和景从。 

从先秦至清末，有关君子和君子文化的描述不仅在汪洋浩瀚的历

代典籍中星罗棋布，数不胜数，而且在传统戏剧、民间说唱、民俗礼

仪及家教家训中汗牛充栋，俯拾即是。君子文化及君子形象还渗透和

融入我们日常生活及器物之中，如中国人自古就有爱玉的传统，实缘

于“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礼记》） “言念君子，温其如玉”

（《诗经》）的观念。中国画自宋代以来画得最多的题材是梅、兰、竹、

菊，也缘于人们把梅、兰、竹、菊看作“四君子”。苏东坡所以说：“宁

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原因正在于他

推崇竹子劲节虚心、清雅脱俗的君子品格。周敦颐的名篇《爱莲说》，

之所以称颂“莲，花之君子者也”，也缘于他欣赏莲花“出淤泥而不染，

濯清涟而不妖”的君子风范。

君子概念历久而弥新、古老而鲜活，至今仍保存着旺盛的生命力。

当今社会尽管发展迅速、观念多变、文化多样，但只要是中国人，不

论居庙堂之高，抑或处江湖之远，哪怕是目不识丁的山村老农，也乐

于被人看作君子，而绝不愿意被人视为小人。君子人格在不同阶层的

人群中，包括社会底层老百姓中都有相当的知晓度和认同度，君子风 3  2  



范今天仍为绝大多数中国人奉为做人的圭臬。做人做君子，这是中华

民族世代相传的祖训，像血液一样涌动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内心。“君

子一言，驷马难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君子成人之美”；

“君子不夺人所好”；“君子动口不动手”；“近君子远小人”，等等，

这些至今活在人们口头的君子格言，已不同程度地成为中华儿女做人

做事的人生信条，以一种习用而不察、日用而不觉的方式，影响和调

节着人们价值判断和行为方式。

    君子文化作为中华民族千锤百炼的文化基因，彰显着我们民族深

沉的精神追求和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聚焦之点和

闪光之源，是烛照中华儿女历经坎坷而跋涉向前的人格力量和心理支

撑。君子文化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以水滴石穿、润物无声

的方式，在每个中华儿女身上都植入了文化的 DNA（基因），或者说

在每个中华儿女的心底都埋有一颗君子的种子。我们可以通过倡导和

弘扬君子文化，让这颗种子在新时代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在当代社会

竖起一面具有深厚传统底蕴和时代精神的文化旗帜。

    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下文件、发号召，需

要广宣、传造声势，需要编读本、做讲解，需要评模范、树标杆，关

键是要激活和焕发人们内心由传统文化长期熏陶而形成的价值理念，

简单地说就是对“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典型特征的君子人格的遵

从和追求。面对市场经济浪潮席卷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导致一些人

信仰缺失、价值迷失、道德失范等诸病连发的状况，我们尤其需要在

当代开展“新君子文化运动”，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大兴君子文化、

大倡君子之风、大行君子之道，让君子文化这剂传统良方在培育和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项宏大工程中，发挥补气固本的独特作用。

这样才能做到如习总书记所说：“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

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

性的方式推广开来。”

    这本《当代书法家书君子格言》，就是我们几位同仁为此所做的

一点努力。安徽省文联主席吴雪、中国科技大学副教授李洪峰、美术

学博士秦金根，十分喜爱书法艺术，多年来对书艺孜孜以求，成绩斐然。

他们有感于倡行君子文化的当代意义和价值，嘱我从历代典籍中挑选

一些有关君子的格言，由他们以书法作品的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为

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特别是君子文化添砖加瓦，另一方面为书法艺术

更好地服务社会和人民贡献点力量。不论是从多年友情看，还是提议

本身价值看，对此我都欣然接受。在编选和解读君子格言的过程中，

安徽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王树森博士、华东师大中文系陈婷婷博士帮

助做了不少工作。三位书家为创作好作品，更是多次在一起商讨、推敲，

有些作品曾反复重写。尽管这本《当代书法家书君子格言》远非完美，

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但作为几位朋友一起合作的见证，或许也

可聊作文坛艺苑里的一棵小草、一片绿叶，对百卉争艳的文艺盛景起

到一点烘托和陪衬作用。

    是为序。

 2016 年 1 月 3 日于合肥书香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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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乾卦摘句  
吴雪

68cm×34cm   

2015 年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周易·乾卦》）

天道运行刚强雄健，君子应效法天道，像它那样精进奋斗，

自强不息。

《周易》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相传是周人所作，故称《周

易》。它既是一部古人用于占卜的书，又是一部伟大的哲学经典，

在中国文化经部典籍中有“群经之首”之誉。

“君子”概念在《周易》中出现 53 次，是《周易》推崇的

人格表率。君子所具有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及包容、勤勉、

仁慈、博爱等品格，光耀千古，感召众人。几千年来，《周易》

所宣扬的君子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是烛照中华儿女历经

坎坷而跋涉向前的人格力量和心理支撑。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

学系教授张岱年先生认为：“自强不息 , 厚德载物”是中华民族

精神的精辟概括。北京和台湾的清华大学校训都是“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

【释文】

【解说】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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