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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上海市复旦中学是一所历史名校，与复旦大学同根同源，其前身
皆为近代著名教育家马相伯创办于１９０５年的复旦公学。２００５年，复
旦百年校庆之际，复旦中学发起成立“复旦基础教育论坛”，复旦大学
担任顾问单位；２０１０年，在复旦大学领导下，“复旦基础教育论坛”发
展为“复旦基础教育联盟”，复旦大学在课程、师资建设等方面支持中
学发展。

自１９０５年诞生，在“自强育人”的教育追求中，复旦中学在百年
的发展历程中培养了一大批诸如陈寅恪、罗家伦、胡绳、金冲及、陈望
道等文化名人、大师及１５位院士。桃李满天下，英才遍寰宇。

基于独特的大学及联盟资源以及丰富的校友资源，为更好地践
行博雅教育以培育渊博雅正的文化人，复旦中学于２００７年开设面向
全体师生的“相辉”文化讲谈，邀请以复旦大学教授和中学校友为主
体的专家学者、社会名流开设讲座。

“相辉”文化讲谈中“相”取自于复旦中学和复旦大学创始人“马
相伯”之名，“辉”取自于复旦中学和复旦大学老校长“李登辉”之名。

原名“相辉”文化讲坛，２００９年更名为“相辉”文化讲谈。至２０１５年４
月，讲谈已举办５９讲。

讲谈以“讲”为主，在解读诠释中拓宽视野、促进文化传承。“相
辉”文化讲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整合了中华民族优秀传
统文化与复旦百年文化积淀，设计了六大模块二十四个专题的内容，

邀请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名人大师和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担任
主讲，共同阐释和传递中国乃至整个人类的文化精髓与科学精神，拓
展师生文化视野，提升师生文化素养。

讲谈以“谈”为辅，在对话互动中增进理解、促进文化自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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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文化讲谈在讲座结束后会预留半小时的时间，由师生围绕讲授主
题进行现场提问，搭建起师生对话互动的平台。“提问—释疑”的环
节在让师生进一步感受大师睿智与魅力的同时，更激发了师生的文
化责任感，增进了对于文化内涵的认同、对于异质文化的包容，有利
于师生形成完善健康的人格。

讲谈以“研”为补，在研学探究中学会思辨、促进文化创新。“相
辉”文化讲谈在鼓励师生积极思考，进行现场提问的同时，鼓励学生
针对讲谈内容、以课题研究或主题辩论的形式开展后续思考与探究，
进一步深化对文化现象的理解，学会文化思辨，取长补短，吐故纳新，
在文化的思辨中进行文化的创作，促进文化的创新。

经过近９年的建设，“相辉”文化讲谈已经逐渐成为学校文化建
设的品牌项目和博雅教育的特色课程，为进一步加强讲谈自身课程
建设、提升讲谈文化内涵，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深化博雅教育，特
将讲座内容加以整理汇编，分卷分期出版，以飨读者。

周国正

２０１５年２月



目　　录／１　　　　

目　　录

序 周国正（１ ）…………………………………………………………

第一讲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于　漪（１ ）…………………………

第二讲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中的文化意蕴 朱生坚（１２）………

第三讲　汉语语词的文化源 殷寄明（２２）……………………………

第四讲　中国文化的现代意识 陆继椿（３８）…………………………

第五讲　中国需要新教育 王宏甲（４７）………………………………

第六讲　发扬优良城市精神，做优雅文明的上海人 程乃珊（６６）…

第七讲　加强人文教育　培养人文精神 胡申生（７４）………………

第八讲　榜样的魅力 黄斯璘（８５）……………………………………

第九讲　生活的艺术 胡　雯（９３）……………………………………

第十讲　不废江河万古流 周国正（１０６）………………………………

第十一讲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淳　子（１１４）…………………………

第十二讲　电影和电影市场 汪天云（１３１）……………………………

第十三讲　文化旅游与旅游文化 杨云平（１４７）………………………

第十四讲　先进无机材料在若干主要领域的应用 江东亮（１６０）……

第十五讲　仁义礼智信和中国人 蔡仁美（１７４）………………………

第十六讲　从屈原、陶渊明看中国传统文化 徐志啸（１９１）…………

第十七讲　中国的活力与中国文化 沈国明（２０２）……………………

第十八讲　我的外交人生 程瑞声（２１６）………………………………

第十九讲　中华民族的形成 金冲及（２２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２　　　　／“相辉”文化讲谈（第一辑）

第二十讲　世界文明的盛会 张　梅（２２３）……………………………

第二十一讲　中国饮食文化与青铜器 胡志祥（２４１）…………………

第二十二讲　我是谁？ 孙宗良（２５７）…………………………………

第二十三讲　书须读破方精彩 任寿柏（２６９）…………………………



书书书

第一讲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１　　　　

第一讲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于　漪

演讲人简介：于漪，当代著名语文教育
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复旦中学教育顾问。

１９７８年被评为语文特级
教师。曾任上海市第二
师范学校校长，中华全国
总工会执行委员，上海市
第七、八、九届人大常委
会委员，教育科学文化卫
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全
国语言学会理事，全国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副理事
长，上海市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会长等职。现任上
海杨浦高级中学名誉校长，首都师范大学、华东师范
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上海市教师研究会会
长。多次被评为上海市先进教育工作者，上海市劳
动模范，全国及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全国五讲四
美、为人师表优秀教师，全国先进工作者。主要著作
有《于漪语文教育论集》《语文教苑耕耘录》《语文园
地拾穗集》《教你学作文》《语文教学谈艺录》《于漪
文集》《于漪教育文丛》等。

演 讲 时 间 ：２００７年９月２１日。
演 讲 地 点 ：复旦中学逸夫楼演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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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漪：各位老师，同学们，下午好。今天是复旦中学“相辉”文化
讲谈开讲的日子，对我来说，这也是给我一次学习的机会。

同学们，喜欢看京剧、昆剧的人都知道，戏单子里头如果是折子
戏的话，它的开锣戏一定由唱功比较差的人去唱的，而压轴戏是角儿
去唱。我年纪大了，周校长跟夏书记让我来开讲，我想，我正好就是
抛砖引玉，就是唱开锣戏的，好戏在后面，后面的每一讲一定更精彩！

周校长出了个大题目，中国文化。我们是古老的民族，又是古老
的文明国家，这世界上，四个文明古国能够延续至今而不衰的就我们
中国一个。我们讲的希腊，跟现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叫“古希腊”，
“古希腊”文明随着时间流逝而慢慢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可是，我们
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文明不衰，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在我们这块
土地上，我们的民族代代相传，生生不息，才造就了今日绵延不绝的
中华文化。

什么叫文化呢？我们高三的学生一定要学会能够用简明的语言
表述非常复杂的问题，那你就是真懂了，真掌握了。我们讲文化，那
你去查字典有种种的说法，其实它就是人们在社会实践当中创造的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综合，这就是文化。这个文化的内涵非常深
厚，它有物质文明，也有精神文明，而且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我
们人在社会实践当中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民族有民族政治和民族经
济。民族政治随着社会的发展，它的制度可以不断变换；民族经济从
小规模的个体生产，到今日由于科技发展而规模变大，所以经济也是
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还有就是民族文化。经济可以不断发展，政
治制度可以更替，文化亦是如此，但每一个人都有民族文化的情结，
因此文化是有非常强大的生命力和凝聚力的。比如，我们一生下来，
就在中华民族的文化氛围之中，因为任何一个人，他的生存、他的生
活环境都需要两个环境，即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而文化环境有的时
候比自然环境更重要。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既生活在这个特定的民族文化的环境中，自
己又参与了民族文化创造这样一个过程，你的一举一动，它都打上了
民族文化的烙印，可见文化的生命力非常强，凝聚力很大。

我们中国的文化是博大精深的。你回过头去看历史，这几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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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不知多少的内忧外患，但是我们这个民族还能够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文化起了极大的作用。因为文化是黏合剂，可以把本民族
的人黏合在一起。我们这样一个民族，外族不断侵略，可是因为有一
代一代受民族文化熏陶的人，因此能够抗御外敌，使得我们这么一个
国家能够经久不衰，挺立在世界的东方，亚洲的东方。

你回过头去看，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那么你朝前看，看未来，那
是澎湃起伏。今天，我们在传承过去文化的基础上，又加以发展。比
如说和谐，这是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今天我们总书记讲要建设
和谐社会，而且把这个认识、这种看法、这种理论推到世界上，世界上
也要和谐相处，那我们这边就发展了，所以中国的文化是博大精
深的。

那么，中国文化究竟有怎样的基本精神呢？
我想，首先要看一下文化的特点。中国文化有非常显著的特点，

跟西方文化有很不相同的地方。比如说，我们中国文化有非常强烈
的人文精神，那么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我们高三的学生都知道，我们
有《易经》对吧，《易经》在贲卦的彖辞里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就是你能够了解这个日月星辰的变化，时时的变
化，这是天文。观乎人文，你看人文，人世间的人文，就可以化成天
下，教化天下，造就人才，这个是《易经》的话。什么叫文明？本来这
个一张白纸，一块白布，它是素的，上面有花纹了，这就文明了，那么
天本身的底子是很素的，因为日月星辰在里头运行了，这就是天文
了；你观乎人文，人逐步摆脱愚昧，人本来是裸体的，后来要穿衣服
了；人本来是生食的，跟野兽一样，后来要熟食了，这个就是文明了，
这是被忽视的文明，这就是人文。从这句话中我们看到，从古以来，
我们对人是多么的尊重，把人文和天文放在同等的位置上，等量
齐观。

比如说在《孝经》里，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也”。天地之性，这里
的性，是什么呢？是人。因此我们中国人的文化，第一个特点就是非
常尊重人，对人的遵从。

比如说老子是搞道德的，在《老子》里，它有“四大”：第一个是道
大；第二是天大；第三是地大；第四是人大。这个人跟天、跟地、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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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大。
所以，中国文化有强烈的人文精神，我们说中国的文化是以人为

中心的，是以人为主体的，是以人伦为核心的。我们小时候学的很
多，这个人伦，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哥哥一定是了不起的，弟弟一定
要非常尊重他的，长幼有序。这跟西方就有很大的区别，为什么呢？
中国人是“人大”，大到跟道一样的大。什么叫道？当然这个里头非
常丰富，简单来说就是一条路。整个天地运行的道路，人成长发展的
道路，人就跟道一样大，西方就不是这样了。西方信基督教，信天主
教，他生到世界上来，第一就是来赎罪的，他一辈子就赎罪，一辈子赎
罪就说明神是至高无上的，而我们不是神至高无上，这就有很大的不
一样，我们没有教皇，没有国教。

孔子就不语怪力乱神，对吧？但是，我们是祭祖先的。我们的祭
祀，比如说清明节，扫墓是祭祖先，我们还祭什么呢？就是对我们民
族做过大贡献的人。孔子，万世师表，我们要祭他的，他是教育家、哲
学家。为我们的老百姓做了很多好事的人，我们要建庙来祭的，比如
说修都江堰的李冰父子，那个时候是水灾不得了，洪水猛兽不得了，
老百姓受灾，李冰父子为老百姓是造福的，因此人们就建庙来祭他。
诸葛亮，说老实话，蜀国那个时候要实现三国鼎立，没有诸葛亮是根
本不可能的。功盖三分国，名高八阵图，江流石不转，他死了还要遗
恨失吞吴，因此在成都就有武侯祠，称颂他的功劳。

东西方文化一比较，你就知道中国人的人文精神第一条就是对
人的遵从，这条是非常重要的，在宗教方面也是如此。比如佛教从印
度进来以后，中国人很能化，这个化道就变了我们的禅宗，化得有中
国的特色，比如说在印度的佛教信徒，叫“苦行僧”，苦得不得了，但是
在我们中国信佛教，老太太可以在家里念经，在家里修行，那就是根
据中国的一些特点，所以，这个有很大的不一样。

人文精神的第二条表现在哪里呢？就是重视人的修养，追求理
想的完美，人格的完美，这是中国文化的很大特点。

我们翻开这些经典的书籍，几乎所有的书都讲修身养性。打开
《易经》你去看好了，六十四卦里头，尽管是卜卦占卜的，但是讲的很
多都是修身养性的，所以孔子讲，“朝闻道夕死可也”，你早上闻道，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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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道就是做人之道、宇宙之道，你早上懂得这个道理，你夕死了也就
死了，很值得了。比如《论语》里讲，杀身以成仁，我可以牺牲自己但
是要成仁。什么叫仁啊？人字旁边一个二，仁就是爱人，爱别人，两
个人嘛，你不能光爱自己，也要爱别人，人要爱人。孟子讲舍身以取
义，你可以舍自己的身，义就是宜，就是你应该做的事情，你就要不断
去努力，所以杀身以成仁，舍身以取义，它都是讲的这个。

我们同学们大概都知道曾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每天要不断反
省自己，因为我们非常讲究人格的完美。这个跟西方就不一样了，十
七世纪哲学家说人是什么呢？人是一种动物，是一种利益的动物。
这个是西方的主流的思想，人就是追求利益的动物，因此他就是要扩
张自己的知识，扩张自己的能力，要来用理性的思考取得最大的利
润，而中国文化是内向型的，反而求诸己。西方哲学的文化是外向型
的，因此它的扩张，它的对外侵略，都有哲学上的理论根据，有道德上
的理论根据，它是外向型的，因此，它的整个知识体系用一句话来囊
括的话，就是有用性，只要是对我利益有用的，我都要去追求。所以，
中国的文化跟西方的文化有很大的不一样，我们一部《论语》，实际上
就是修身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你修了自身才能齐家，家庭弄好
了，国家才治得好，才能够平天下。因为过去我们没有“世界”这个观
念，只有“天下”这个词，所以中国的文化特点就是人文性特别强烈，
而且，把学习不仅看成是学知识，更看成是一种人生的实践。学习时
一定要有对照，就是一定要用一面镜子来看自己，如何使自己的道
德、人格能够得到完善，因此学习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人格完善的过
程。所以，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人文的，是跟天、跟地、跟道是
一样大的。

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特点，所以我们的《论语》讲什么呢？是为
自己学。我们学《论语》为自己，为自己什么呢？不是像西方为自己
的利益，而是为自己的修身。比如说，修身有知识方面的，“学而不思
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有道德方面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
不要的东西你千万不要给别人。还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
人”，就是要有成人之美之心。这些都是为自己学，为自己学实际上
是成就自己，就是成就自己的道德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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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样的一个文化基本特点是以人为核心的，那么人当中
呢，又是以圣人为核心的，因为你整个的学习就是追求人格的完善，
加强自己的修养，提升自己的精神境界，就是成为圣人。孔子是圣
人，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什么叫圣人呢？就是道德和智能都很完善
的人。一个是道德很高，一个是学问很渊博，道德和智能都很完善的
人，这样的人即圣人，我们现在讲起来就是德才兼备。每一个人都可
以在自己的岗位上，不断的为自己学，成就自己。因此，孟子讲“人人
皆可为尧舜”，只要自己不断修炼的话，都可以成为尧舜这样的圣人。
圣人贤人的基本精神是什么呢？

有一个文学家张岱年，他搞传统文化的，他说我看圣人贤人的基
本精神就是两句话，其实这两句话同学们都很清楚的，就是清华大学
的校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个也是《易经》上面的。乾卦的象辞
里第一句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就是说，天的运行里头有日
月星辰，一年四季刚健有力，它是非常有规则的，因此人要做君子的
话要自强不息，要向天学习，你一辈子的发展运行要刚健有力，自强
不息。一个人被打垮绝对不是外力，而是自身，自身腐朽就垮掉了，
自身不腐朽是打不烂的，拖不垮的，因此要自强不息。

第二句就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君子要像地一样，能够
有博大的胸怀，有厚重的德性。人们经常讲，一个人的责任心有多
大，他就能够承载多少厚德，就能够完成多少历劫，因此厚德载物。
你想我们大地母亲承载着那么多的江，那么多的船，那么多的湖，那
么多的泊，那么多的高山峻岭，那么多的树木生灵，那么多的人和动
物，因此厚德载物，也就是说，做人要像地学习，要宽容、要有博大的
胸怀，能够兼容并蓄、生生不息。植物也是这样，秋天、冬天，它枯萎
了，第二年春天又萌发了，生命就是这样，生生不息。我们教育的最
大特点就是生生不息，一代一代的培养人，传承文化。传统，关键不
在统，关键在传，就是把我们祖先的优良精华传给后来人在新时代加
以发展。这不是说我们复古去吧，把古时候的那些东西全部搬过来，
那就糟糕了。古代南唐以后要裹小脚的，我们现在照搬的话也要裹
小脚，那不是荒唐到极点？所以，我们继承传统主要是在传承精华，
不在统，不是用过去的东西来统现在，而是把过去人类最最好的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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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最最精华的东西，传给我们下一代，这就是中华文化，中国文化的
基本精神，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只有这样才能做君子。

所以一部《易经》，实际上就全部教你做君子，中国的整个的文化
的典鉴，朱熹也好，张载也好，归根到底就是让你做君子，不要做小
人。那么做君子的话，你就要遵从人的权利，你就要修身，你就要追
求人格的完美。你翻开历史，许许多多的人都是这样做的，就是这些
国家的脊梁，中国的脊梁，支撑着我们这个民族，经得起内忧外患。

比如说，中国的第一个大文学家屈原，这是我们爱国主义的老祖
宗，他就是这样的。他原来是当官的，楚怀王很听他的话，但是后来
楚怀王听信小人的谗言，疏远他了，然后这些小人诽谤他，使离间计，
因此他的美好的理想不能实现，最后被放逐到汨罗江边。

他写《离骚》反映的就是他追求理想，追求一个“善”字。比如说，
他完全有机会，那个时候从这个国家到那个国家从政的人多得很，他
完全有机会去的，但是他《离骚》里面反映出是什么样的？他到了天
上以后，八条龙给他驾车子，旗帜迎风招展，后面千辆车子跟着他，非
常威风；然而朝下一看，看到他的故乡故都，他的仆人就非常悲伤，他
的马也蜷缩起来不走了，因此他在《离骚》里讲，我这么一片心，国人
是不知我的了，我还怀念故都干什么呢，但是想到故乡是他的根，宁
可学古时候的彭咸，自残也不能够离开故乡。所以，我说他是什么
呢？爱国主义的老祖宗。他一辈子追求的理想就是无论如何国家要
强盛。他自己说“苏世独立”，苏就是苏醒，在乱世的时候一定要有清
醒的头脑，要独立，独立就是说不能随波逐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
就是不能够随波逐流，要有清醒的头脑，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做到呢？
他在《橘颂》里讲得非常清楚，就是一定要独立不迁，你自己有了志
向，志存高远，你就不会被外头的物质引诱而动摇自己的志向了。他
追求人格的完美，一心一意把自己的心系在国家上面，忧国忧民。所
以，他就是完全实践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这个人是非常有天分的，
将来你们读了大学以后，去看看《天问》，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政治
历史，各种各样的问题。

我们高中语文要读司马迁的《廉颇蔺相如列传》，鲁迅称《史记》
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其文直”，他的这个文章是直言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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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不讳；“其事核”，所有的事情都是核实过的，不去夸夸其谈去讲人
家怎么好，不说假话；“不隐恶”，不好的也不把它隐藏起来。他为李
陵说了几句话受了腐刑，中国有句话“士可杀不可辱”，但是他宁可受
屈辱也要完成《史记》这部著作，真是了不起的，这部作品成为我们中
国民族的经典史作，无韵之离骚，他实际上是在用生命在写的，太了
不起了。

我们中国人是最讲历史的。非常感谢这些了不起的伟人，把我
们中国民族的各类人，从帝王将相一直到普通的人都记录下来，从中
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轨迹，知道善恶真伪正误是非，这是了
不起的，所以说是“无韵之离骚”，一直到今天毛主席的文章里头还要
引用他在《报任安书》中的话，如《为人民服务》。他在《为人民服务》
里写了一连串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中国人要经得起挫折，我们现在是
生长在蜜糖里头的，但是将来你步入社会，不可能都如你愿的，你的
生命尽管是一个会思想的微草，但是你要非常刚强，要有韧劲。《报
任安书》里头写了多少人，这都是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反映。周文王
写《周易》，因为他受到拘禁；孔子吃饭都很困难，周游列国别人不听
他的主张，因此他编《春秋》；左丘明失明，却能著《左传》，真是了不
起。我们学过“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
就是中国人的这种自强不息精神。这就是我们的财富，这就是民族
的精华，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的精神。

比如说，爱国诗人陆游和爱国词人辛弃疾，他们一辈子就是壮志
未酬，但报国之心不衰，罢官了以后还在想自己当年怎么样练马横
刀，两鬓斑白还想为国效劳，到后来要拄着拐棍了，年纪大了就僵了，
骨头都不行了，依然“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还在想要
为国家来驻守边疆；“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做梦都想
到铁马冰河要报效国家，你想我们中国人这种修身到什么样程度？
我们中国的文化教育传统，真是达到顶峰！在睡梦里头人还在铁马
冰河入梦来，死掉了以后还要嘱咐后代“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
告乃翁”，你平定外族侵略之后，不要忘掉给我焚香告知这样的大喜
讯，中国的这个文化精神，就叫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我们这样一个文化，并不是说排斥外来者，而是兼收并蓄，海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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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川。
我们历史上最盛的时候是汉唐，汉唐盛世时期外来的文化是很

多的，我们都吸收了很多，我们民乐中的许多乐器，如胡笳、胡琴、扬
琴，这全是国外传入的，但是全部变成我们中华民族的、５６个民族
的。中国人是最虚心学习外国，也最能够融合，跟西方人不一样，他
们是排斥的，看不起东方的，认为你不发达，因为资本主义是从欧洲
发源的，因此他们就觉得你落后了。各个民族有各个民族的优点，因
此我们是兼收并蓄。

比如说，科学的发展使很多人有了生存机会，让人吃上饭了，大
工业生产吸纳了很多就业的人，我们现代学校办学也就是为了解决
这些问题，其中一个目的就是解决吃饭的问题。我们实用，有用我们
就学习了，我们不是不学习的。我们过去是书院，书院更讲究修身，
现在学校普及教育，人要吃饭就要有本事，因此就普及教育，所以我
们不是不学习的。现代教育制度很多都是从西方来的，他们要个性
解放，我们也是讲究个性的，但是我们不是无法无天的，个性也要健
康发展，因为社会是人类各种关系的综合，你只要你的自由，但你不
能妨碍别人的自由，西方是用法来规定的，我们现在不断地从人治到
法治，我们是学习的，所以我们不排斥外国。

中国文化是以君子的培养为核心的，以圣贤的培养为核心的，又
讲究内部的修养，厚德载物的，所以我们中华文化就有尚群的特点。

孙中山讲“天下为公”。“天下为公”是我们古时候的尚群，崇尚
的尚，群体的群，你不仅要爱自己你还要爱别人，要尚群体。我刚才
讲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还有我们经常讲的“敬业爱群”
就是这个道理。讲究群体，一个人好是不够的，你还要大家好；要生
生不息厚德载物，因此还要崇尚善良，刚才我们举的例子都是的，不
管是司马迁也好，屈原也好，这些的志士仁人，中国的脊梁，他们都有
一颗善良的心。真善美，要有同情心，“一言以蔽之，思无邪”，你一定
要以善为准则，不是邪恶，不是乱七八糟的，就是这个道理，你要崇尚
善良，要有同情心。

我们这样一个文化的特点，因此能够讲究和谐、中庸。《大学》
《中庸》《论语》《孟子》里，“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中国的特点是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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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统，外国就是要分裂，城邦，还要分下去、分下去，因而它要战斗，要
斗争，你去读外国历史，都是分很小很小的城邦，不断的分；而中国要
讲“和”。讲和谐，家里过年我们要有祥和的气氛；要和谐，家庭要和
谐，学校要和谐，社会要和谐，它整个要讲和谐，这个跟中国内部的修
养都是连在一道的。所以西方的有识之士，比如说英国大历史学家
汤因比就曾经说，将来拯救人类的到底是什么文化？他是崇尚中国
的文化。人类一定要讲究“和”，所以我们的国际关系里，都是讲和
的，不是用打来解决的，不是用争斗来解决的。你现在一个原子弹就
不得了，因此就要谈和，就是这个道理。周总理倡导的五项原则都是
这个。西方的有识之士非常担心的是什么呢？是科技的发展，物质
的极大丰富和道德的沦丧，谁来拯救人类？他们希望能够从东方文
化里找到拯救人类的一些药方，因此我们现在的这些学科的出现，其
实是西方的一些补救。比如说西方讲科学，将来门类就越分越细，越
分越细，怎么来补救，因此就出现了“跨学科”“交叉学科”“通识教
育”，现在复旦一年级新生全部学习通识教育，就是这个道理。

人是一个整体。比如说中医看病，西医是头痛医痛、脚痛医脚
的，中医看病一定从人的整体来考虑，这是中国文化的思维的特点，
整体思维。西方的有识之士、哲学家，你们去看海德格尔，要“诗意的
安居”。为什么要诗意的安居？这样斗下去人类要毁灭的，东方也
好，西方也好，它有很多共同追求的东西。意大利的诗人但丁曾经讲
过，一个人的知识能力不足，可以用道德来弥补的，他可以非常勤奋，
勤能补拙；而如果说道德缺了，中国人叫“缺德”了，就是道德缺少了，
以后是无法弥补的。

所以，世界上不管是东方的、西方的一些圣者智者，他们对世界、
对社会、对人生都有很多共同的看法，总体来讲，就是希望人类能够
有一个美好的前途，能够实现真善美的世界。西方是从科学技术这
条路来发展的，那么我们中国是从“吾日三省吾身”“修身齐家治国平
天下”这样来做的。张横渠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
学，为万世开太平”，就是要万世开太平，世界大统。确实就是这么一
个状况，它有共同的地方，但是东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一样，但基本
精神是做人。生生不息，为社会做贡献，厚德载物，要有宽广的胸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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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九死而犹不悔。
你们学过文天祥的《过零丁洋》，那真是九死，“辛苦遭逢起一

经”，他为什么这么辛苦？做宰相，从读书开始，有了知识，有了本领
后来做了丞相，“干戈寥落四周星”，他到最后是怎么样呢？他已经到
了全部败掉了，只能是“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的地步
了，但最后仍是“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从他们这些圣
贤之人，这些中华民族的脊梁看，读书是干什么？读书是明理的，是
摆脱愚昧，否则就不要读书的。读书明理，是明做人之理，明报效国
家之理。文天祥，这是个豪华宰相，生活上是非常奢侈的，后来兵败
被俘之后，关在囚车里头，元统治者让他出来做大官，他是富贵不能
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最后慷慨就义，以身殉国。他死了以
后，他的夫人给他收尸，在他衣袋里头发现了一张纸条，纸条上面写
有１６个字，“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以身许国，慷慨就义”，没有什么值
得遗憾的了。这就告诉我们，他是读书明了道理，明做人之理，明报
效国家之理。

我们这个苦难的民族，经几千年内忧外患而不倒，就是由于有一
代一代的志士仁人，继承和弘扬了我们爱国主义的传统，弘扬了我们
修身立德的传统。现在很多老人在担忧，如果日本人打进来，汉奸大
概比过去要多了，我想是很值得深思的。见利忘义一定是小人，什么
叫小人？什么叫高尚？很简单，高尚就是心中有别人，你活别人也要
活，你活得好别人也活得好，心中有别人，这就是高尚。什么叫小人，
小人就是只为自己的人，你看那些小人是忘了做人的底线，中国文化
的基本精神忘掉了，没有了，因此他就变成阶下囚，到被枪毙了，再来
后悔，我做个平常人多好，读书读到鼻孔里去了，不懂道理了。读书
就是明理，所以我想，中国文化的这个基本的特点，就是要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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