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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   语

值此二○一三德慧智文化教育年，寄语《德道行天下》广大

读者：

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教育是民族的生机。

人才是创造的主体，治理是发展的动力。

道德人生最幸福，德才兼备最快乐！

                                                  

                                                                                ——熊春锦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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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二〇一一，岁在辛卯，阳春之际，德慧智文化工作室集文载道，

汇编《德道行天下》丛书。本书为《德道行天下》丛书二〇一三年第

一册。

华夏人文始祖伏羲、黄帝和老子，共创易道文化、法道文化和德

道文化，砥定神州人文国器，以道德灵魂构筑文化祖根，延续人类文明

源头活水，奠定社会民族生旺之基。有赖道德根文化井泉滋养，中华独

延五千年文明辉煌。

民族实力看文化，民族生机在教育，道德是智慧和创造力的土

壤。文明的开创和文化的复兴，离不开教育之本的正确应用。囊括伏羲

黄老学说和修身慧性教育的道德根文化，既是指导人类追思贤圣成就内

圣外王的性命再造指南，又是引导有志之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济世

智慧源泉。

《德道行天下》，立足民族道德根文化，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复兴

和普及，关注和服务社会百姓日用所需，内容跨越文化、科技、教育、

修身、养生及其他应用领域，以慧眼洞察万象，以道理释疑解惑，以道

学指引修身，以慧智启迪教育，以德心服务苍生，以道德引领迷津，直

指生命本源，和鸣自然谐音，无意炫示浮华，贵在以文化人。

《德道行天下》，知音知心，与您相约，牵手圣贤，聆听大道之

理，提升生命品质，接续道学慧性教育，重铸民族创造潜力，打造健康

幸福人生，共建和谐道德净土，同归终极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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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贺新春话过年

熊春锦

导读：春节，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个文化载

体，是中国人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的道德文化节日。

中国文化中的敬天、爱地、修身三大文化系统，构成了一个极其

完美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系统。春节，本身是一个净化心身、感恩酬

谢、交通天地人三才、修身明德的道德修身文化节日。

意识哲学对春节内涵的误导，使这个一年一度天地人三才立体展

现文化神髓①的最佳节日，最终蜕变成了一个丧失诚信、满足食欲、自

戕肉体、伐害精神、完全为阴意妄意服务、空具文化外衣的节日。

人类要想获得饱满的精神状态和心灵健康，要想在地球上获得命体

的健康和正确发展，扎下稳固的根基，要想终生不受或少受疾病的困扰

和对生命的伤害，只有抓住三个关键点：第一是敬天；第二是爱地；第

三是修身。

更高、更广地去认知春节文化当中的深刻内涵，填补近百年来我

们由于认知上的失误造成的断代鸿沟，使大家都知道如何去做，使之成

为全民之乐和社会之乐，才是国家之幸和民族之幸。

                            

① 清·袁枚 《随园诗话》卷六：“ 王梦楼 曰：‘……未吸神髓，故易於决捨；

如果深造有得，必愁日短心长，孜孜不及。”

道
眼
观
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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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内涵

春节，是指农历的正月初一。春节又叫阴历年或者农历年，俗称

“过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里最具有民族特色的一个文化载体，是中

国人最隆重、最热闹的一个传统的道德文化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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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春节的流变

春节到了，也就意味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新一轮的四季转

换，即将重新开始。因此，春节是一个辞旧迎新的转折点，是一个转折

的时间点和空间点。

春节的历史比较悠久，它起源于古代的慧识悊学文化历史时期，

在智识哲学文化逐步取代慧识悊学的殷商周的时期，就发生了一些变

化。人们堕入只能片面追求、外求的阶段，因而祭祀活动的礼仪就逐步

完善起来，并且趋向于形式化，而且有点僵化，于是对于年头岁尾把握

天时地利的祭神祭祖活动也就越加依赖。这是智识时期的一个重要文化

特点，比较依赖于慧识悊学期诞生的文化认知，但是自己又没办法从中

升华，因而就只能在外在的形式上，进行了一种更细致、更缜密、更复

杂的形式化，从而形成了《周礼》等几部著名的经典。后来汉代的儒学

家们，也加以搜罗和整理，作为汉代的礼仪制度的基础。正因为如此，

春节就成为礼仪文化的重要节日，被社会推崇和继承不绝。

依照我国的农历，正月初一古代称之为元日、元辰、元正、元

朔、元旦等，俗称大年初一。到了民国时期，由于全盘的西化，我们

国家改用了公历，也就是西历。公历的1月1日就称为元旦，而把农

历的一月一日叫春节。当然，春节还有上日、正朝、三朔、三朝、三

始、三元等别称，也就是说正月初一是年、月、日三者的开始，是一

个信息高度集中收敛之日。

春节到了，也就意味着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新一轮的四季转

换，即将重新开始。因此，春节是一个辞旧迎新的转折点，是一个转折

的时间点和空间点。

人类重视和把握这个时空点，经历了“知其白”而“守其黑”，

道
眼
观
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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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到“知其白”而难以“知其黑”的阶段。但是在“知其白”而难以

“知其黑”的这个阶段，还是尊重贤圣们对“守其黑”的发现的，然后

才滑落到了只知其白不知其黑的全盘否定“守其黑”的必要性，落入了

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历史阶段。

现在我们对传统文化已经很陌生了，问问年轻人知道过年的来历

吗？对于过年的来龙去脉，年轻人几乎全然不知。但是，一谈起西方的

圣诞节和圣诞老人，却讲得津津有味，民众的大脑已经被洗白了，对中

国人自己的春节文化反而比较陌生。我们这一代人，要尽快补充道德根

文化的内涵，这样我们才能够对下一代负责。

这个补充和学习、培训、培养，应当是我们这一批热爱道德文化

复兴、能主动修身明德实践者首先做到。否则，我们的文化将会出现严

重的断代，甚至会完全的西化。文化的复兴不能按照智识时期的哲学文

化水准来复兴，因为智识文化对于慧识文化也还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更难以知其三。换一句话来说：只知道“三”，就不知道“二”，更不

知道“一”，也更难以知道“○”。

所以，如果我们局限在复兴2000年以来这个智识文化哲学认知的

话，那么我们将来还要走很长一段弯路，才能去接近民族道德根文化的

井泉。所以，我们应当抓紧对传统文化的掌握和熟悉，这样才能迅速绕

过漫长时间长河当中的误区，直指本源，把握住最真实、最根本的内

容，将其确立起来，真正做一个明白的人，真正做一个了解中华文明和

民族文化来龙去脉的人。所以，我们对历史上这三个阶段的现象需要把

握住，这样才能知道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全盘否定“守其黑”的必要性，

堕入了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这个历史阶段的原因。

2. 春节的修身内涵

中国人高度重视春节，正是遵循了自然规律，诚信先圣教导而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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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住了天时地利、顺应这个天时地利的文化和教育现象。每天有四时之

转，子午卯酉；每年有四季之换，春夏秋冬。年与年之间在时间单位

上，更是一次质量与能量上的重大转换。六十一个甲子，时间和空间那

就更大。

春节，本身是一个净化心身、感恩酬谢、交通天地人三才、修身

明德的道德修身文化节日。这么一个好的文化节日逐步沦落为家庭人团

聚的节日，忘记了祭祀祖先，只顾大吃大喝，折腾我们自己的肠胃；忘

记了交通阴阳、祭祀和感恩道德天地师亲，恣情娱乐、消耗自己的精气

神；忘记了这是一个顺应天时、同步净化、除秽迎新、转变精神的重要

机会。

对于春节期间如何正确把握这一个重大的文化节日，《黄帝四

经》已经为我们指出了明确的答案。只是我们要在读通黄老经典以

后，能够融会贯通，才容易发现和把握。

日月星辰之期，四时之度。

天天则得其神，重地则得其根。顺四时之度而民不有疾。①

中国人高度重视春节，正是遵循了自然规律，诚信先圣教导而把

握住了天时地利、顺应这个天时地利的文化和教育现象。每天有四时之

转，子午卯酉；每年有四季之换，春夏秋冬。年与年之间在时间单位

上，更是一次质量与能量上的重大转换。六十一个甲子，时间和空间那

就更大。

一年之计在于春，重在把握住对天地四季大转换的同步相应，相

应于大转换的时空节点。中国传统文化，始终把握着内外一体，天地人

① 《黄帝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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