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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公益城市人文讲坛———金沙讲坛，创办于２００９年３月７日。

讲坛由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主办，成都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成都市社

会科学院）承办，成都传媒集团、成都广播电视台、金沙遗址博物馆等

协办，办公室设在成都市社科联 （院）。五年多来，金沙讲坛已发展成

公共文化服务和普及社会科学的品牌活动，深受成都老百姓的喜爱，赢

得了群众的肯定和青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工作创新，要 “提高质量和水平，把

握好时、度、效，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让群众爱听爱看、产生共鸣，

充分发挥正面宣传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这是金沙讲坛不断开拓进

取的座右铭。多年来，讲坛坚持以 “弘扬人文精神、传播学术文化、提

高市民素质、提升城市品位”为主旨，通过 “讲成都、谈天下，通古

今、论人生”打造专家学者与普通百姓双向结合的文化沙龙，邀请国内

外社科知名专家和文化名人，走出书斋，走进百姓，用通俗的语言，将

专业的学术研究成果变为普通百姓听得懂、学得进、用得上的知识内

容，进行传授和互动。到金沙讲坛聆听讲座已成为成都市民业余文化生

活的重要内容，听众中日渐形成热爱知识、崇尚文化、提升思想、尊重

科学的良好风气。可以说，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金沙讲坛已逐渐成长

为宣传普及先进文化直接有效和富于感染力的阵地，成长为向大众提供

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途径之一，成长为成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重要基地，被群众誉为先进文化的阵地，高尚思想的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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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年全年，金沙讲坛共举办现场讲座５４场，邀请到了王蒙、杨

禹、王陇德、陆天明、苏芩、饶雪漫、牛国卫、胡大一、孙为民等国内

知名人士。同时，金沙讲坛还大胆创新，勇于尝试，尽可能地满足不同

年龄和层次的听众需求，紧接地气，服务群众。一方面邀请了饶雪漫、

苏芩等知名女性作家，举办了针对年轻群体的专场，吸引大批年轻人涌

入现场，为讲坛注入了无限青春活力。另一方面首次举办学会分讲坛，

充分发挥本土专业学会的资源力量，使讲坛走进基层，来到百姓身边。

同时，与成都市三医院、成都市司法局等合作，邀请前卫生部副部长王

陇德、著名心血管内科专家胡大一教授、健康科普专家牛国卫等医学专

家以及张卫平、胡云腾等司法界权威人物，通过举办相关专题普及性系

列讲座，为群众提供专业的咨询服务。

本书是 《金沙讲坛讲座集萃》的第四辑，应广大听众和读者之期，

我们择优编选了２０１３年的３３期演讲，希冀可以在更大的空间、更长的

时间里，让更多人分享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

金沙讲坛办公室

２０１４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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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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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的
几
个
特
点

◎
王
　
蒙

中国当代著名文学

家、学者，文化部原部

长。著有 《青春万岁》

《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

等近百部小说，曾任中

国作协副主席，中共第

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

员，第 八 届、第 九 届、

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

随着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民族自信心的

增强，主流媒体和领导的提倡，近二三

十年来我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越来越大，

这和五四时期大家都来痛骂痛斥传统文化有很

大不同。但是这个传统文化和每个人心目当中

所讲的传统文化并不一样，有人认为讲传统文

化就是讲孔孟之道，有人认为传统文化就是儒

家的思想，还有人讲传统文化就是阴阳五行，

认为传统文化就是易经和阴阳五行。每个人说

法都不太一样。那么到底中国传统文化最核心

的东西，最主体的精神是什么？中国的传统文

化和目前在世界上处于强势和主流地位的基督

教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究竟何

在？这个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你不能说博大

精深就是好得不得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在这里

面找一点特点。

泛道德论

我们中华文化最主张道德善，认为一切都

决定于我们的道德水准。首先我们认为社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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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运作和统治合法性的根据在于道德，天下唯有德者居之。为什么有的人

就成了国君，就成了朝廷，而其他的人是臣子或者是老百姓，因为在国君

的身上体现了天地的道德。有道德所以他成了统治者，在中国人来看这是

最有说服力的。

道德的根据是哪里来的呢？中国传统文化把道德哲学化，认为我们的

道德是从天和地来的。最主要的道德是什么？就是 《易经》上说的 “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以厚德载物”。一个是自强不息，一个是

厚德载物，这是清华大学的校训，这是中国人最早提出来的道德规范，而

这个道德的规范是从天地来的，所以它是无可置疑的，道德的哲学化是一

个不可讨论的东西，不是人自己懂得了道德，而是按照天地给你的启示做

有道德的君主，谁要是有了这种崇高的道德，他就代表了天意，所以君权

天授。我们把皇帝叫作天子，就是因为皇帝的身上体现了天的美德。

道德全世界各国都讲，但是中国的道德有自己的一些特点。比如说我

们中华道德的特点是重勤俭，我们放弃纵欲与懒惰，重祖先。相对来说不

是太重视时尚，现在有了很大变化，也很重视时尚。过去不管孔子也好，

老庄也好，他们理想的道德标准不是在未来而是在往昔，孔子认为周公时

期的道德最好，所以孔子夜里睡觉梦里就见到周公了，周公时期，全国都

过着幸福的生活。

庄子比孔子讲的更夸张，他认为三皇五帝，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

时期道德最好。燧人氏是发明了火的时期，有巢氏时期是知道盖房，给自

己弄个窝的时期，神农氏时期是懂得种植开始了农业的时期。

重秩序与本分，这个在孔子学说里面很明显，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

子，你当君的要有君的道德，你当儿子的要有儿子的道德，你当臣子的要

有当臣子的道德，你当丈夫的要有当丈夫的道德，你当妻子的要有当妻子

的道德，这里有个要求，合乎秩序，不强调平等。怎么可能平等呢，你是

君我是臣，君有君的权力，也有君的规范，臣有臣的规范，同时臣也有臣

的权力。

大家都有秩序和本分这样一种理念，客观上形成了对权力的文化监督

与道德监督。我们今天在研究中国政治史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很容易简单

４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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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君权是至上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

亡，子不得不亡，生杀予夺之权都在皇帝手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

之滨莫非王臣，这方面讲得很绝对。但是你观察一下，它存在一种文化监

督和道德监督。

这种道德在政治上，在社会问题上往往突出表现为中庸之道。为什

么？西方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多元制衡，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 “性恶论”，

说人是有原罪的，本来在伊甸园生活得很好，但是夏娃受了蛇的挑唆，吃

了智慧果，结果就有了罪，受到上帝处分，派到人间。 “性恶论”认为人

生来有罪，但是我们中国政治，带有自己的一套，我们没有一个多元制衡

的理论，相反我们相信一元化才是稳定的根基，才是稳定的保障。

一元化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做什么事情是不是就没有平衡了，是

不是就没有变化了呢？有，中国的变化有很多，中国的这种相互矛盾的事

情也很多。但是这种事情往往表现在时间的纵轴上，中国人总结出来一个

规律，这个规律就叫作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是中庸之道的意

思。林语堂先生也讲到，中国道德喜欢的是一些偏于老年的优点，比如比

较稳重，比较含蓄，不过激，不过分感情化，遇到什么事冷处理，有定

力，我们喜欢这样的人。相反的，我们不喜欢毛毛糙糙，突然拍桌子，打

板凳，动不动把事情做得很过分，我们不喜欢这种。这个也是中庸。

泛整体论

中国古人的思想认为世界不管怎么大，最后它是一个统一的。最大的

数字是什么呢，就是一。一把什么都概括了，一加一仍等于一，前面的一

是各种具体的事务，具体的人，后面的一是当前唯一的一个整体，唯一的

主宰者，我们称之为 “一”。

我们一直追求一个统一的概念，这个概念能够涵盖一切，这是中国古

人的一个要求。我们看整体表现最明显的中医。西医把医学切割分析得非

常细致，有时候我到医院看病，大夫说你这个不能看我这个科，你得看另

一科。你都不知道看什么科，现在有的医院光一个内科就分了心脏科、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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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科、消化科，越分越细。可是中医就喜欢从阴阳、寒热、表里、虚实这

些方面给你做整体分析。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人提出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相”指总理。你

当不了总理，怎么办？你就当良医。这种观念让西方人非常难理解，因为

这完全是两个科系，而且很专业，你要搞政治，你应该学习法律，甚至上

特殊学校。可是要学医更复杂，现在中国也是这样，普通大学四年到五

年，医学院至少六年，有的六年制医学院，毕业就是硕士。 “总理”和

“良医”二者培养途径完全不一样。所以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这对欧

美人来讲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整体论有时候把互相相反的事情解释成相辅相成，就是把悖论的

东西变成一个互补的东西，我们自古以来最佩服的就是内圣外王。从内心

来说你是一个圣人，悲天悯人，仁义道德，同情人民的苦难，不惜付出自

己的一切来献给祖国，献给人民。可是对外来说，你要正确毫不犹豫地行

使你的权力。生杀予夺，王就是王，你不能成为老好人，你不能成为一个

好好先生，你不能成为一个慈善家，所以内圣外王。

中国还有一些说法，是外国人最难理解的，说是 “小隐隐于野，中隐

隐于市，大隐隐于朝”。什么意思？一个小人物在朝廷看到很多黑暗，也

可能是不走运，怎么办？你回农村种地去，回到山野里面去。中等人物上

山下乡有不便之处，你可以在市镇上找个地方住起来当宅男，当义工，但

是其他事一概不管，政治不管，公共管理也不管。 “大隐隐于朝”是指：

由于各种原因我没有办法只好来当差，但是我从当差第一天起开始计划，

我干几年赶快退，该尽的义务尽了，就走了。这样也是很高雅的，也是很

智慧的。

我们经常都是整体性的思维，我们考虑这件事的时候要统筹兼顾，考

虑很多其他事情。我们注意全局，注意大局，很多高级领导同志的讣告里

面都有一句话： “维护大局”，维护大局就是维护整体，整体利益高于一

切。我们很多说法都是泛整体论，过去人民公社常常有这样的说法，叫作

“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就是说大河必须要有水。可是你

想想事物另一面，大河的水哪来的？如果所有小河没有水大河哪里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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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事物是双向的。为什么改革开放提出来要富民，因为每一个人富起来

国家才富强。

随着现代化进程，这些年泛整体论的观念在改变，比如我们有一个说

法：“细节决定成败”，这就已经突破了泛整体论，不是说整体决定具体。

在泛整体论的问题上我们也要有科学的认识，既考虑到整体，也考虑到具

体，既考虑到全局，也要考虑到细节。没有细节的准确就没有全局的准

确。

泛化论

我们很崇拜 “化”字，什么叫作 “化”？我们说一个东西进入 “化”，

就是进入高度的熟练、高度把握的境界。我们中国有这么长的历史，碰到

过各种各样的问题，中华民族不但没有灭亡，而且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能够随机应变，我们既承认一，也承认变化，变

化完了还是一。这是中国哲学。早在庄子时期他就提出来，一切事物要

“与时俱化”，随着时间推移事物不断变化，每天都是新的，每天会有变

化，我们是非常承认事物的变化的。

我们还有一个说法叫作 “变则通”，所以我们有一个词叫作 “变通”，

有些事情变了才能通。这方面外国人对中国有这么一个评论，就是说当中

国开始改革，一直影响着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都在搞一些改革。中国搞

了改革，苏联也搞改革，东欧国家也改革。有两个西方政要都预言苏联和

东欧改革将产生灾难性后果，一个是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一个是美国的

国家安全顾问布热金斯基，他们都讲，苏联和东欧改革肯定要失败，因为

苏联实行计划体制，其文化和比较灵活的改革从本性上不相融。但同时撒

切尔和布热金斯基都认为社会主义改革有可能成功的是中国，因为中国有

独特的文化，中国有各种各样的办法，中国的文化适应性很强，什么事都

有办法，难不住中国人。所以欧美人对中国也是有相当的估计，他们认为

中国的文化有一种适应能力，有一种应变能力，有一种无往而不胜的可

能，这就是 “化”的能力。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变通的方法，有许许多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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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协的方法。那样调整不合适，再这样调整一下，而且都是有道理的，都

是可以行得通的。所以我们的泛化论是非常有意思的中国文化的特点。

泛道德论、泛整体论、泛化论这三个特点分不开，因为道德、顾全大

局注意整体当然是美德。虽然是整体，但你也不能老是迈左脚，有左手在

前的时候，也有右手在前的时候。中国人有很多别的国家过不去的关我们

能过去，是因为我们能变化，而且变化来变化去，也都在这个大的圈子

里，所以我们看到中国文化能够成为全世界这样一个独一无二的长期坚持

下来的连接下来的文化绝非偶然。

我们今天弘扬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并不是照搬中国的传统文化，并

不是否认五四运动的方向，恰恰是由于五四运动，由于中国接受了从欧美

来的大量的外来文化，并使之本土化，和中国的这块土地相结合，我们才

有今天的文化。如果我们的文化还是停留在男人梳着长辫子，女人裹着小

脚的时候，现在谈弘扬文化也都成了空谈。所以越谈弘扬中国文化，越要

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三个面向。

我今天就给大家先介绍到这里，谢谢。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１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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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筑
七
美

◎
叶
廷
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

国文学研究所北欧文学

室主任、研究员，博士

生导师。全国第九届政

协委员，中国德语文学

研究会会长。主要著作

有 《现代艺术的探险者》

《卡夫卡———现代文学之

父》《现代审美意识的觉

醒》等，译著有 《迪伦

马特喜剧选》《溺殇》和

相当数量的散文、随笔

以及戏剧、建筑与艺术

方面的评论作品。

朋友们下午好，我不是搞建筑的，建筑技

术我一窍不通。我只是业余水平，但业

余水平可能也能发现优秀的建筑行业专家关注

不到的地方，比如我今天讲的建筑七美，这是

我关心文学的结果，我把这个也结合到建筑方

面来，这个应该说是我个人的一些见解。建筑

属于艺术。世界上的建筑从形式上来讲差不多

有两种：一种是以石头为材料的建筑，叫作石

构建筑，石构建筑遍布世界各大洲。另外一类

以木材为材料的建筑叫木构建筑。

建筑的雕塑美

不仅是建筑物本身，建筑物附设的一些部

分，比如人像雕塑、动物的雕塑以及其他具有

雕塑特性的部分都有欣赏价值。雕塑美虽然不

是中国建筑的长处，但中国建筑也具有雕塑美

的特点。与外国的石构建筑多半为几何造型的

特点相反，中国建筑主要是曲线造型。而且中

国人对建筑的这种审美理想很早就萌发了。中

国的封建统治者为了突出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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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威严，他们的皇宫及其所属的大型寺庙建筑都要衬以高大的台基或须弥

座，有的非常宏伟壮观，像北京故宫大家都看到过，还有像天坛祈年殿的

基座大家都看到过，这些墙体和栏杆的造型都十分讲究，雕刻非常丰富，

可以与外国的石构建筑相媲美。

悉尼歌剧院、迪拜的 “世界第一高楼”，还有新加勒多尼亚首都的文

化机构，这些都是雕塑感很强的建筑物。再看看我们的故宫，栏杆、台阶

非常壮观，故宫的角楼、天坛的祈年殿，也都非常漂亮。云南曼飞龙塔，

也像一个雕塑品一样。武当山３２００米顶峰上的铜质佛殿，是我们国家最大

的铜雕；赵州桥是世界上现存最早、保存最完善的石拱桥，也是石构建

筑，有２００多米宽，墙上全都是浮雕。

建筑的结构美

中国建筑的长处表现为结构美。外国的建筑大部分的重量都压在四周

的墙上，但是我们中国建筑不一样，中国建筑墙不承受重量，重量都在结

构上。所以中国的建筑结构美全部暴露在外面，容易欣赏。要使建筑物具

有审美价值，就必须让那些主要的木头构件在结构过程中体现出美感来。

大家都知道中国建筑的梁柱结构是由梁、柱、枋、檩、椽等主要构件组成

的，它们按照结构所需要的形状、大小和间距组合在一起，在合乎目的的

明确性和逻辑的合理性中体现出理性与秩序，产生美感，从而达到技术与

艺术的浑然统一。在这方面具有审美价值的是斗拱和外挑的屋檐，包括重

檐，特别是那种反曲向上的翼角也非常漂亮具有美感，它的曲线或弧度完

全是由斗拱和椽木构建出来的。北京北海有一个团城，团城有一个承光

殿，雍和宫万福阁、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万荣县飞云楼、五台山佛光

寺，河北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正定县隆兴寺摩尼殿等，都是结构既精妙

又美观的建筑杰作。

中国建筑结构美的另一个体现是藻井，这里也是建筑师们关注的一个

地方，他们付出了很多智慧。像天坛的皇穹宇、故宫养心殿和承德普乐寺

旭光阁这些地方都是比较有名的藻井所在。此外，中国建筑师善于用不同

０１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