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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文化复兴需要修身治世人才

熊春锦

引言：我们生而为人，是甘愿不学无术地做一个不明道德的宵

人，还是愿意“为学者日益”地做一个贤人，或是“闻道者日损”地

做一个圣人，心明德全地做一个至人，甚至是明德居道地做一个真

人？自己这个人才该怎么进行打造？身边的孩子该如何进行教育？

这一系列的问题，不见得每个人都认真地进行过思考，但却是人

生这张试卷上的必答题。

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经有一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求

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教人求真，学做真人”，这正是中国道

德文化教育思想的目标，是根文化教育的根本目的。

伏羲、黄帝和老子的道德根文化学问，具有不同于世间一切显学

的特征，她是显密圆通的学问，也是修身治世的学问，是必须内外兼

修才能成功的学术。道德根文化早就将教育和培养人才的次第进行了

明确地规范，依次是不教而愚昧的宵人，教而明德的贤人，学而有道

的圣人，德全无己的至人，心身成道的真人。

由此可见中国道德文化教育思想系统的完整性、任务的艰巨性、

次第的严谨性。修身如治国，治国如修身，外行内促，内成外就。道

德根文化思想的灵魂，就是培养系统型的内修外用、尊道贵德的智慧

圆融型济世人才。万丈高楼平地起。“教人求真，学做真人”，这是

教育的终极目标；而实践的教育起始，是立足于教人脱离愚宵，学做

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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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与学，立足于贤人修。启民智、开民智而教人学做贤人，这是

教人做人的基础。终极目标不可忘怀，才具有奋进不息的动力；起始

目标不可逾越，才能质纯基固而具有发展的空间。

什么是贤人的品格和素质？简而言之，贤人就是德才兼备的人。

道德根文化人才的德才兼备，是指内圣外王修身成果的自然显现和流

露。《易·系辞上》曰：“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

德，可大则贤人之业。”贤人应当具备明阴洞阳的素质，只有通过修

身明德求真的实践才能具备。正如《黄帝内经》所指出的：“贤人

者，法则天地，象似日月，辨列星辰，逆从阴阳，分别四时，将从上

古，合同于道，亦可使益寿而有极时。”因此，宵人向贤人的提升转

化是道德文化教育的基础工程和重点工程，也是道德文化教育事业的

根本任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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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信土是人才培养之基

中华传统道德根文化可以说是当前世界上最优秀、最肥沃的文化

土壤，只要相信她、亲近她、走进她，将生命的种子、事业的种子种在

根文化的沃土之中，就一定能够茁壮成长。

 

1.道德根文化是最肥沃的信土

人才培养，是每一项事业的基础工程。

 

双手捧起信念之土

我们曾经讲到过“土”的重要意义，只有我们的双手能够捧起这

道
眼
观
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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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信念之土，才可能培育出茁壮的人才。所谓茁壮的人才，就是走出

去像个人才，干起事业来也像个人才。芽苗只有在信土的基础之上，才

可能茁壮成长起来。这幅双手捧着一撮土的图片很有象喻意义，无论是

瓜秧，还是树秧，它们的芽苗一定要扎根在信土之上才可能茁壮成长，

这也就是我们培养人才的关键点。我们从事任何活动的一个首要条件，

就是在信德的基础之上来进行事业人才的培养，从事修身学习实践，从

事事业的拓展和团队建设的开展。只有这样，才会有依托，有承载，有

良好发展的可能性。

作为道德文化事业，将中华传统道德根文化入世运用推向第三次

复兴的高潮，我们所拥有的根文化这个承载之“土”是非常丰富的，

“土”的元素是完整具备的，远远比其他世界各民族遗留的文化遗产的

土壤要肥沃得多。中华传统道德根文化可以说是当前世界上最优秀、最

肥沃的文化土壤，只要相信她、亲近她、走进她，将生命的种子、事业

的种子种在根文化的沃土之中，就一定能够茁壮成长。

确定了这一根本认知，再来从土壤当中吸取营养，使自己能够顺

利地生根、发芽和成长，剩下的环节，就是需要阳光和雨露水分的滋

养。这两种营养物质，我们既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获得，同时也可

以主动创造。现在人们不就挺会“创造”的么！搞出了很多温室效应，

用灯光来照耀，想尽一些办法去“创造”；还可以引水灌溉，甚至做到

南水北调和人工降雨等等，各种各样的方式都可以使用。

但是，唯独这个土壤却是最重要的。道德根文化作为生命的土

壤，作为文化的土壤，作为教育的土壤，作为事业的土壤，尤为重要。

伏羲黄老的中华道德根文化，是地球人类硕果仅存的完整而系统

的文化，她镶嵌着人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相继诞生的各类文化的基因，

是人类一切文化的母体根蒂。她诞生于人类历史中的轴心时代之先，远

比智识取代慧识所诞生的宗教文化先期得多。因此，地球人类目前最盛

行的各种各类的宗教文化不仅无法取代她，而且都无法与之相混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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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本体上更无法进行超越。

在道德根文化当中共有三个强大的优势：一个是《黄帝四经》，

她是修身治世的宝典；另外两个分别是《易经》和老子《德道经》。

这三部经典一体构成了坚定的道德根文化系统支撑。《黄帝四经》虽

然历经战火，甚至经过汉代皇室清剿，国家之吏收集整理，将竹简本

整理成帛书本，保存于分崩的各王侯宫廷之中，而在1973年经考古出

土，她的生命活力重新焕发出来。一部老子五千言虽然经历了汉代和

各个时期的修订，被改成了通行本，使她失去了修身教材的原貌，但

同样也是在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使她得以重现原貌。这一点，西方和

中东都是不具备的。这两部历史巨著作为文化的土壤重见天日以后，

就为我们整个东方的文明能够重新走在世界文明的前列，呈现出了一

片营养沃土，使我们能够以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将人类最优秀

文化的强大力量爆发出来，使中华民族有可能重新走在世界各民族的

前列。

所有道德根文化的学习者、实践者，以及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根

文化爱好者，可以说都是这一片沃土上最有幸的一粒种子。古人说的

“中土难生”，就表现在我们都是生在“中土”这片坚实的土地之

上。中土为信，最适合于道德根文化的生长和崛起。生活在这片坚实

的土地上，只要我们用厚实、正确和真实不虚的信念去学习、掌握，

并且建立坚定的道德文化信仰，那么我们每个人就必定会在文化复兴

的推动当中，在自我学习实践当中，成为人类传统文化复兴的最大受

益者。

所以，我们应当很好地将《黄帝四经》和老子的五千言深入学习

下去，深入研究下去，从现今世界上的综合性文化和拼盘式文化当中真

正升华出来。

道
眼
观
天
下



8

◎
 

德
道
行
天
下  2013

版
第
一
册
︵
下
卷
︶

2.人才是决定的因素

美国近几百年的文明文化和社会发展为什么能快速走在世界前

列？经济上的原因是沾了二次世界大战的光，别的国家都打得满目疮

痍，而美国却在战争当中发财。在文化、精神领域，美国则采用了海

纳百川的办法，允许各种思想、文化、精神在本国国土上进行碰撞，

把其中最优秀的文化内容提纯出来、集约出来，这样就使国家达到了

人才济济的状态。无论是以色列的人才，还是印度的人才，或是中国

的人才，实际上在美国科技领域的发展中都占据了主导地位。科技人

才源生于文化土壤，世界各民族当中在文化和教育上最优秀的三大民

族所培养出来的优秀人才，也就是三大民族文化土壤所培养出来的最

优秀人才，都集中在美国那一块土地上，使它在科技上遥遥领先，从

而引领着世界经济飞速发展。回溯教育、文化、文明的根源，就能够

深刻破解其中的奥秘，知道其中的根本原因。

3.牢牢立根于道德文化之信土

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到要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响应国家的号召，推动道德根文化实现第三次伟大

复兴，首先要进行道德文化人才队伍建设。

研究文化复兴，肯定要研究自己原始祖根的文明和文化。将诸多

的文化形态之根都拎起来，“抖一抖”上面粘着的信土，看一看总根，

我们就会产生一种自觉意识。作为道德文化人才的培养，首先要将根文

化思想的一元论、“执中守一”的系统论牢牢确立起来。否则，任何问

题都难以达到究竟。

社会上很多人喜欢东家学一学、西家学一学，认为这个不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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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不高端，一心只想找来一个究竟的方法。这种究竟的方法在哪儿

呢？其实就在自己心里。不用到外面去寻找，什么最“究竟”？“究

竟”不是在方法里面，而是在信念、信仰里面，就在这个“德一”里

面。都是一样的，何必分彼此呢？是因为自己心中有了人我相、男女

相、阴阳相，把自己割裂开了，所以才会产生种种困惑。那个“究竟”

实际就是“一”。当我们能够做到从“根”上面进行把握的时候，就会

轻松地释然一笑，拈花一笑。任何事情摆到我们面前，很快就能够用系

统论把它展开，能够知道它的必然发展趋势和未来变化方向。例如一部

《易经》的应用，只有在掌握好了一元论，即在用好了这个“一”的情

况下，才能得心应手，有时候根本不需要起卦，很直观地就会直扑事物

的过程和结果，很多现象就会了然于胸，结果一下子就会出现。

因为把握住了“一”，所以就不是像常规的学习方法那样，需要

进行逻辑推理才能得出结论。常规的学习方法，假如走到一个地方看到

一棵树，肉眼觉得这树好漂亮、真美啊，欣赏之后想了半天它到底美在

哪儿呢？最后得出的结论是树的叶子真美。这样的学习，所把握住的都

是“道之华”，是从“道之华”开始入眼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在

对世界和事物的认知上，人类的眼睛已经占了主导地位。眼耳鼻舌身意

智这七识的层级发生了变化，不是靠阳我心识作为最前端的东西来进行

解码，而是靠前识中可怜的一双肉眼来进行解码，所以当人们站到树前

去欣赏它的时候，大多数人怎么也不会想到需要去观察它的根，而只有

一些植物学家受学说系统论的影响，会从树的上端看到下面，然后看到

土壤，最后还要分析它的生长环境、地理环境，从经度、纬度来判断这

棵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美的状态。

事实上，只有根才是这棵树的生命根基。所以，要想自己能够快

速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才，就要从根本上去取真，从信土的大地里面去吸

取营养，也就是要从文化之根里面去掌握和吸收营养。一棵树在映入我

们眼帘的时候，不要只重视树冠这个“道之华”，不要仅仅重视这个

道
眼
观
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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