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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能可贵的坚持

我工作了一生的上海交大附中要出一本《中国文化精神》的校本教材，作为学校德育

课程系列丛书。他们让我为此书写一个序言，我考虑再三，最后答应写一段文字。

文化是一个颇宽广的概念，很难一言以蔽之。而精神更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然而

作为新时代的青少年，有必要、也有责任了解我们悠久的文化精神、传承我们的文化传统。

因而，虽然这项工作任务艰巨，但交大附中的各位晚生后辈们迈出了这一步，是非常值得

肯定的。

文化包罗万象，千姿百态。这本教材从文学、史学、哲学、艺术、民俗、科学这六大方

面，试图为中国文化勾勒出一个大致的轮廓，为其发展理出一个简单的脉络，尤其注重的

是各种文化现象所显示出中国人民、中国文化的精神共性。这种共性有不同的表达，可

以是“仁”、可以是“和”、可以是“礼”、可以是“道”……以人际人伦为核心、强调礼义与仁

爱、修身与济世的精神，总渗透在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由于这是面向高中生的选修教

材，本书兼顾了介绍与启发、呈现与质疑的编写原则。在材料选择上，力求兼收并蓄，在

不同视野下为学生提供各样的观点，引导学生去发现、去思考。中国文化精神到底是什

么？自然不是一本教材可以盖棺定论的，但学生可以通过本书管中窥豹，找到自己的

答案。

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博大精深，要靠一代又一代人传承下去。学校教育是最好的

课堂。当今社会，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我的学校能出这样一本书，对学生开展

中国文化精神的教育，实为难能可贵。这再次证明交大附中在培养人的问题上抓住了

根本。

上海交大附中至今已走过了六十年的历程，我作为这所学校最老的教师之一，看着学

校的变化发展，看着一代又一代学子走进校门，又走出校门，感慨良多。交中人为国家、为

社会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也万分自豪。不少同学至今仍与我保持着联系，常来看

望我，师生情谊浓浓。

今天，交大附中又有了新的发展，在秉承了工农速成中学办学传统的同时，又根据时

代发展更新了办学思想，形成了“思源致远创生卓越”的办学理念。在该办学理念基础上

又探索高中生创新素养培育的方式方法。我也切实感受到在交大附中，同学们会主动探

索、坦诚交往，老师们会主动创新、在相互合作中尽展各自才华。学校也在充分利用大学

附中独有的资源优势，为学生和教师提供更实、更高、更新的发展平台，在积累深厚文化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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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的同时，逐步创生实力、创生卓越。

今年９７岁的我，见证了交大附中从工农速成中学到上海市高中四大名校的辉煌发展

历程，感到十分的欣慰。上海交大附中的明天会更好，培养的学生将一代胜过一代。

是为序。

语文特级教师　沈蘅仲
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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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单元

文坛管窥

中国古典文学滥觞于先秦，绵延至晚清，作者众多，体裁完备，题材各异，风
格歧变，有着丰富鲜活的情感积淀和悠久多元的历史源流。

历代的骚人墨客习惯于通过诗歌来咏叹日常的悲哀与欢欣，寄托内心的志
向与理想，由此形成了历久弥新的抒情言志传统。这些诗章的篇幅虽然大部分
显得短小，只能撷取刹那的情感或片段的场景，却能指引读者的联想和玩索，在
刹那中见永恒，于片段间显全局。

深受儒学精神濡染浸润的士人则笃信文以载道的古训，或畅言论道，或犯
颜极谏，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即便在千载之下读来，仍能让人感
到生气凛凛，肃然起敬。不过与此同时，他们也有着极为细腻柔婉的情感世界，
偶或关注起身边琐事，寥寥数笔，略一点染，也能够涉笔成趣，情韵悠然。

某些文人由于时代、环境甚或个人的缘故，未能通过诗文来随性地抒写情
志，但立言不朽的信念始终萦绕在他们的心头，其奇崛的想象力和恣肆的创造
力仍能够借助小说、戏曲等虚构性文体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虽然从文体发展
完善的时间而言，小说、戏曲的成熟要等到明清时期，远远落后于诗歌、散文，但
也同样呈现出异彩纷呈的格局。





第一课　人间诗意

阅读

诗大序（节选）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

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

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

人伦，美教化，移风俗。

《毛诗》书影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上以风化下，下以

风刺上。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故曰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

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

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

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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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

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是谓四始，诗之至也。

（《毛诗正义》卷一）

【译文】

诗，是人表现志向所在的，在心里就是志向，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情感在心里被

触动必然就会表达为语言，语言不足以表达，就会吁嗟叹息，吁嗟叹息不足以表达，就会长

声歌咏，长声歌咏不足以表达，就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情感要用声音来表达，声音成为宫、商、角、徵、羽之调，就是音乐。太平盛世的音乐安

顺而欢乐，其时的政治就平和通畅；动乱之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时的政治就乖戾残暴；

亡国之时的音乐悲哀而思虑，其国民就困顿贫穷。所以矫正政治的得失，感动天地鬼神，

没有什么比诗更近于能实现这个目标。古代的君王正是以诗歌来矫正夫妻的关系，培养

孝敬的行为，敦厚人伦的纲常，淳美教育的风气，改变不良的风俗。

所以诗有六义：一叫“风”，二叫“赋”，三叫“比”，四叫“兴”，五叫“雅”，六叫“颂”。上面

的统治者用“风”来教化下面的平民百姓，下面的平民百姓用“风”来讽喻上面的统治者。

用深隐的文辞作委婉的谏劝，这样说话不会得罪人，听取的人足以警戒，这就叫“风”。至

于王道衰微，礼义废弛，政教丧失，诸侯各国各行其政，老百姓家风俗各异，于是“变风”、

“变雅”的诗就出来了。国家的史官明白政治得失的事实，悲伤人伦关系的废弛，哀怨刑法

政治的苛刻，于是吟咏自己的情感，成为诗歌，用来讽喻君上，这是明达于世上的事情已经

变化，而又怀念旧时风俗。所以“变风”是发于内心的情感，但并不超越礼义。发于内心的

情感是人的本性；不超越礼义是先王教化的恩泽犹存。因此，如果诗是吟咏一个邦国的

事，只是表现诗人一个人的内心情感，就叫做“风”；如果诗是说的天下的事，表现的是包括

四方的风俗，就叫做“雅”。“雅”，就是正的意思，说的是王政所以衰微兴盛的缘由。政事

有小大之分，所以有的叫“小雅”，有的叫“大雅”。“颂”，就是赞美君王盛德，并将他的成功

的事业告诉祖宗神明。（《关雎》是“风”的开始，《鹿鸣》是“小雅”的开始，《文王》是“大雅”

的开始，《清庙》是“颂”的开始，）这就是“四始”，是诗中最高的典范。

链接

（一） 中国是诗的国度
林　庚

　　中国怎么成了一个诗的国度呢？中国是诗的国度，诗是我们民族的骄傲。但我们要

知道，取得这个成就我们曾经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从文学史上说，我们没有史诗。西方文

学史一上来就讲史诗，而我们没有。那么，既然是一个诗的国度，为什么没有史诗呢？是

不是缺少史诗的素材呢？

不是的。《诗经》的《大雅》中就有反映周民族历史的诗歌，《生民》、《公刘》、《绵》、《皇

矣》、《大明》等分别记载了周民族源起、发展的重要事件。但它们是祭歌，属于赞美歌的性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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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课　人间诗意

质，叙事、描写只是粗陈梗概。例如，周武王最后伐殷以取得天下，姜太公率八百诸侯围攻

纣王，其中战争的场面在史诗中正是大可以写得有声有色的。但在《大明》中却只用了短

短的十四句，就结束了对这场战争的描写。这就是说，我们虽有史诗的素材，但它们只构

成了诗歌的背景，最后真正写出来的却是抒情的赞歌。这表明中国的诗歌一开始就走上

了一条抒情的道路，而不是叙事的道路。因为同样的缘故，中国的戏剧也产生得很晚。西

方在古希腊时代就出现了戏剧，而我们直到元代才出现。其实，可以构成戏剧的素材也是

很早就有了，只是没有发展成为戏剧。例如，《楚辞》中的《九歌》乃是富于神话性的祭神乐

歌，其中《湘君》、《湘夫人》就是两幕歌舞场面，暗含着湘君、湘夫人的悲欢离合。但故事背

景我们已经不清楚了，因为诗中没有交代。这两首诗都是用抒情的笔法，抒写了湘夫人与

湘君的爱情，是《九歌》中最富有抒情性的作品。

那么，既然有神话，有故事，有舞台，有表演，为什么没有发展为古代的戏剧呢？我们

都知道，欧洲的戏剧就是从酒神节的赞歌中发展而来的，而我们的《九歌》却将本可以写成

戏剧的素材写成了抒情的诗章。这同样是因为我们的诗歌从一开始就选择了走抒情路

线。就文学史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损失。而且我们没有包含神话的悲剧和史诗，所

以古代神话保留下来的自然也就较少。

清代 石涛　《山水清音图》

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得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

以十五国风为代表的抒情传统。我们长篇的叙事诗也

因此出现得很晚，而且数量不多。即便是有一些叙事

诗，篇幅也不长。欧洲的叙事诗动辄千行、几卷，而我

们的《长恨歌》不过１２０行而已，就算是长的了。我们

真正可算作是长篇叙事诗的作品到了明代才有，那就

是鼓词和弹词。鼓词大多叙述历史兴亡、战争之事，

弹词则写爱情故事多一些，也有写历史故事的，如《二

十一史弹词》。鼓词、弹词都采用弹唱的形式，有点像

今天的大鼓书。可是这类长篇叙事诗，篇幅越长，故

事情节越多，诗意也就越少，只是具备了诗的形式而

已，其实质就是小说。中国早期的小说本来也有弹唱

的成分，如小说原名“银字儿”，最初也用乐器伴奏，陆

游《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诗云：“斜阳古柳赵家庄，

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

郎”，写的便是民间说唱蔡伯喈故事的情形。这颇可

以使我们想象古希腊时代史诗流传的情景。而这已

是南宋的事情。可见我们的故事多是在小说发达以

后才大量成长起来的。唐人的传奇几乎没有不入戏

曲的，这说明是小说发挥了叙事的特长，才带来了丰

富的人物故事情节，于是才有了戏剧和长篇的叙事

诗。而小说又总是晚出的，中国如此，欧洲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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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之处只在于，欧洲的诗歌在小说出现之前承担了一部分叙事的使命，而中国的诗歌

则一开始就以抒情为中心，等到小说发达时，抒情诗的传统早已充分发展，诗的国度也

早已形成。

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呢？这就是：中国的诗歌是依靠抒情的特长而存在

和发展的，并不因为缺少叙事诗，诗坛就不繁荣。相反，正因为走了抒情的道路，才成其为

诗的国度。从文学史上说，付出的代价是无法补偿的；但就诗歌来说，这个路子是走对了。

我们认识事物的本质，就是要把握住它的特殊性。一个事物能否继续存在，就看它的

特长能否为别的事物所取代。如果能被取代，它最终就将遭到淘汰。就抒情和叙事的功

能而言，显然，用诗歌叙述故事就比不上小说，因此，小说可以逐渐取代叙事诗。而诗歌抒

情的特长则是小说、戏剧所无法与之相比的，也是无法取代的，诗歌因此也将会永远存在

和发展下去。中国古典诗歌发挥了诗歌的特长，以抒情为核心，使它的本质和特征发展得

很充分、很全面。例如我们今天常说的朦胧诗，中国其实古已有之。如李商隐的“沧海月

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难道还不够朦胧吗？可它乃是广为流传的好诗。而这里又

岂止是“一篇《锦瑟》解人难”呢？就连白居易那么平易近人的诗人也还有“花非花，雾非

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不觉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的作品，谁又能说清楚到底写的

是什么呢？

在诗歌领域，古人很早就从多方面探索着诗的奥秘，使诗歌园地中百花盛开，光彩夺

目。诗歌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因此成熟得最早，深入到生活的每个角落。正是这个缘故，中

国的政治诗、山水诗都特别发达。政治诗不流于口号式，这是深厚的抒情力量才能完成

的，而山水诗的发达又促进了政治抒情诗的多样化。“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何事待

啸歌？灌木自悲吟”（左思《招隐诗》），“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曹植《野田黄雀行》），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谢眺《暂使下都夜发新林至京邑赠西府同僚》），这究竟是描绘

山水还是政治呢？“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王湾《次北固山下》），“野火烧不尽，春风吹

又生”（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这难道仅仅是山水草木之情吗？而山水中既无人物，

也无情节，这是叙事诗所难以措手的，却正是抒情诗所最擅长的。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

绘画中山水画也特别发达。中国早期的绘画多表现人物，六朝时随着诗歌的发展，山水画

开始出现，历经唐诗的高潮，山水画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人物逐渐变成了山水中的点缀、

陪衬，这种变化还不足以发人深省吗？并且不仅诗歌、绘画长于写山水，中国建筑的园林

化，也是与山水自然融为一体的。中国的建筑之美不全在建筑主体，回廊画桥，石径通幽，

使整个建筑同自然环境打成一片，处处富有诗情画意。“山外青山楼外楼”（林升《题临安

邸》）之所以成为那么脍炙人口的名句，正因为它概括了中国建筑之美与山水自然之间的

默契。这一系列的因素构成了整个中国文化的传统。岂止“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呢？连

小说中也常说道：“有诗为证。”诗简直成了生活中的凭证，语言中的根据。它无处不在，它

的特征渗透到整个文化之中。

中国的文化就是以诗歌传统为中心的文化，因此才真正成为诗的国度。

（林庚，《唐诗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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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唐诗与中国文化精神
胡晓明

　　唐诗中所表现的中国文化的人性精神，可以从哪几个方面来谈？我先把结论写在下

面，然后再来一个一个证明：１．尽气、尽才的精神；２．尽心、尽情的精神。

人生要尽气尽才，永不舍弃
《尚书》有一句老话：人为万物之灵。这包括这样几个意思：一、人是宇宙的善意的创

造。二、生命是生来美好、高贵、不可贬抑的。三、人在世的意义，正是善待生命的美好，充

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以不负此生、不虚此生。四、无论如何艰难困顿，人生永不舍弃。

唐诗里头有一个主要的声音，是说人在这个世界里要善待自己，要不负此生、不虚此

生。以李白为例。中国文化中有李白这个词语，真是一个美妙的亮点，有点像美国文化里

的自由女神，法兰西文化里的马赛曲。李白一生，集书生、侠客、神仙、道士、公子、顽童、流

浪汉、酒徒、诗人于一身，超量付出了才与气。尽才尽气的表现，现代人的说法就是自由。

自由有两种：一是积极自由，即充分实现自己生命的美好；二是消极自由，即不受外来力量

的束缚。积极自由在李白身上，好像有光有热要燃烧，有不能自已的生命力。李白的消极

自由表现在鄙弃权贵、笑傲王侯———“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安能摧眉折腰

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是中国知识人中，最能自尊自爱、最不受拘限的一个典型。

杜甫是一个厚字，结实扎根在地上。他最后死在回中原的船上，伏在船上写诗说：“战

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中国唐代诗学的两座主峰，一个是天的精神，一个是大地的精神，

真实做人、积极用世，不管他们有没有建立什么功业，他们的生命是活得有声有色、有光有

热。他们对于他们的时代、社会，是尽心、尽气、尽才的，他们并没有从他们的时代得到什

么，但是他们的时代却因为他们的存在而伟大。

唐代第二线的大诗人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商隐、杜牧等，都是做人做事有担当、有

作为的。韩愈一生最精彩的是谏佛骨，苏东坡说他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在

《唐诗三百首注释》书影

举世滔滔的佞佛大潮中，障百川而东之，挽

狂澜于既倒。柳宗元一生最突出的是参与

王叔文集团的政治革新，被贬谪的后半生不

屈身降志，还做出了影响深远的政绩。白居

易最亮点的是领导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

“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让诗歌文学发

生社会良心的作用，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文

学。李商隐与杜牧都是博学多识、才华盖世

的士人，不仅仅是诗人。正是他们压抑的才

华得不到实现，才成全了他们美丽的诗歌。

所以我们可以说，唐代的第一流的诗人，个

个都是要拿出自己生命的美好，要做一点事

情，都想要让自己的才智充分得到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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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唐诗学的一些关键词，譬如盛唐气象、兴寄风骨、诗赋取士、诗史精神、歌诗合为

事而作、讽谏诗等，都指向刚健有为、向社会负责、以天下有道的关怀，做到不负此生、不虚

此生的时代精神。这些关键词，正可以简明有力地代表唐诗的基本精神。

大家会问：你说的是盛唐精神，那么晚唐呢？不是都有点气脉衰败了吗？如果跟盛唐

比，晚唐是不够尽气了。但是不要忘记，晚唐诗人突出了尽才的生命精神。到了晚唐，好

诗才成为一种可以使人终身赴之、类似于宗教信仰一样的美好追求。王建说“惟有好诗名

字出，倍教少年损心神”；白居易说“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所以，从初盛唐尽气的生

命精神到中晚唐尽才尽情的生命精神，其实仍然是善待生命、高扬人性美好、不负此生、不

虚此生的文化精神的表现。如果没有中国文化的这个人性亮色的底子，就不会有唐诗的

这种表现。所以，我认为唐诗背后有一个秘密，有一种很深的精神气质，就是尽气尽才的

精神，就是不负此生、不虚此生的时代集体意识。

唐诗是早晨，不是下午茶

现在我们来读读那些千年传诵的名句吧。我们看诗人动不动就说“秦时明月汉时

关”，动不动就说“万里长征人未还”；诗人动不动就说“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

州”，动不动就说“为言地尽天还尽，行到安西更向西！”我们发现唐诗的世界大得很，力量

充沛得很，精神豪迈得很。

初盛唐的人要是失恋了，痛苦了，说的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就会

哂然一笑，心情好起来了。要是暂时经历苦难，重新克服了困境，会说：“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过万重山！”就会对前途重新拥有希望。诗人要是曾经被打败，遭受重大挫折，后来

又东山再起，拨云见雾，就会说：“种桃道士今何在？前度刘郎又重来！”心里充满自豪之

情。诗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就会有这样的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唐

人看不惯有些小人得势，则说“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这是唐诗中骂人最厉

害的一句话，骂得很有力量，以历史时间作尺度，眼界十分开阔。

唐诗主要是中国北方文化发展到极盛时期的产物，所以唐诗中常常提到大江大河、高

山平原。因此宋词多半是小桥流水，唐诗多半是高山大河。中国文学中写高山大河写得

最好的作品，我敢说至今没有超过唐诗的。比如“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豪

情雄壮；比如“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比如“白日依山尽”、“大漠孤烟直”、“君

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比如“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比如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都力量充沛，生命强健。长江、黄河、高山、大川、太

阳、月亮，唐诗就是想惊天动地，就是想贯通宇宙生命之气。“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这个“风烟”，大气得不得了。“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天姥连天向天横”，这个“上青天”、

“向天横”都是直上直下将人的生命与宇宙生命相贯通。盛唐诗人、宰相张说大书诗人王

湾的诗于政事堂：“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这正代表了唐人的审美意识：天地之大美、

自然之伟观————黎明、春天、新年，一齐来到人间，使人间成为美好的存在。“生”字、

“入”字，热情奔放，是生命化的大自然。天行健，生命刚健、积极有为，迎向清新与博大。

有些看起来很平常、很安静的诗，也蕴含一种有天有地、贯通宇宙的元气之美。比如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个“水穷处”，通往那个“云起时”，都是宇宙生生不息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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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这“青未了”三个字，不也正是生机勃勃的春色在无际的

天边流淌么？

有一个诗人有一天晚上突然睡不着觉了，找不到原因，只觉得身子很暖和。原来是经

过了一个冬天，地气开始回暖了，于是他写诗说“今夜偏知春气暖，虫声新透绿窗纱”。你

们看，诗人的生命节奏，感通着宇宙的生命节奏。老杜有一句诗“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

楼”，后代的诗人特别喜欢。那是安史之乱后黑暗的唐朝社会，一个无月的黑夜，诗人忧心

如焚，彻夜不眠。忽然，窗外那黑黝黝的山嘴里一下子吐出了一轮晶莹的明月，楼外的水

池在月色下，也波光粼粼，明亮起来了，诗人的心境，也由忧苦变惊喜，转而充满了对天意

的默默感动。杜甫有一首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这些文字小孩子都懂

得，平凡得不得了，但是读起来舒服通透极了，有一种生命与宇宙在透气的感觉。杜甫还

有一首绝句：“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这

是一种生意盎然之美，一种随处生春之美，读久了就觉得生命欣欣向荣、活力四射。

有一些表面上看起来感伤的诗，实际上骨子里生命的力量依然十分充沛。比如柳宗

元的《寒江独钓》：“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那么，是不是宇宙就死掉了呢？没有，“孤舟

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越是雪大风寒，越是千山万径，越显得那个钓鱼的渔翁生命力强健。

又如孟浩然的《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听起来诗人

很是感伤惆怅，但实际上你没有真正读懂他。试想一下诗人半夜里被风雨声惊醒，但清晨

却是一个好天气，春光明媚，他心情大好，躺在被窝里，听鸟儿叽叽喳喳地在窗前啼叫，阳

光透过窗格儿满满地洒进来，好不开心！那些风风雨雨，雨雨风风，总会过去。而人类社

会，宇宙自然，正是这样在风风雨雨中，花开花落中，永恒地往前发展。任何东西也阻挡不

了生命的生长。

元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局部）

小小的一首唐诗，一共不过二十个字，说的竟然是这样有益于人生，有益于生命的道
理，敞开的竟然是这样一个无限的世界。你能说唐诗不是一个不死的心灵么？唐诗难道
不正是这样表达了中国文化青春少年的梦么？唐诗是早晨，是少年，不是下午茶。下午茶
的精神是反省的、回味的、沉思的、分析式的、要不停想问题的；而早晨是不提问题的，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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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的，不反省的。早晨是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是清新的样子，是神采飞扬。

我们要让我们的民族在千年长途的风霜满面中，有少年精神；在朝九晚五的风尘仆仆中，

有做梦的机会。那么，就让我们的下一代多读唐诗吧！

唐诗中积极进取、蓬勃向上的生命精神，不仅来自国力、开放等时代气象，而且来自开

明、先进的政治文化：即科举、尚贤、纳谏。这跟科举考试有很大的关系，跟汉魏以来中国

古代知识人的地位大幅度上升有很大的关系，跟全社会崇尚诗歌、崇尚人文、崇尚美有很

大的关系，跟唐代的国力有很大的关系，这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之象。只有这样的时代，才

会有尽气的精神突显出来。只有社会上有一种尽理尽心的气象，文学上才会有尽才尽气

的表现。

我们今天似乎特别缺少英雄主义和提澌生命的真实力量了。这跟我们对人性的看法

有关。现代以来，科学主义将人性不当回事，以为只不过是ＤＮＡ的合成，可以做成什么样

就是什么样。现在甚至还有了譬如“百忧解”这样的医学成果了。

科学的傲慢，加上消费主义的物化浪潮，人性这个东西，要么是零散化，成为没有理性

构架、没有主心骨、没有人格意识的拼贴；要么是空洞化，成为没有真实内容、真实需求的

虚无主义；要么是幽暗化了，成为一团人欲、物欲；要么游戏化，成为一种商业性、大众化的

表演。现代性主张人是经济动物，是潜意识的盲动与升华，是宇宙中的过客。这些问题很

大，我今天不可能讨论现代思想的利弊，但我们对于现代思想的反思与怀疑，也成为我们

读唐诗的一个背景，使我们懂得珍惜，懂得引申发扬。

人心与人心的照面

依中国文化的古老观念，人心与人心不是隔绝不通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

邪。”“无邪”就是诚，就是人性与人性的照面。心与心之间，被巧语、算计、利害、物欲等隔

开，都是不诚。孔子说“兴于诗”，就是以诗歌来开发人性人心的根本。孔子又说：“不读周

南召南，犹正墙面而立。”一个人对着墙面而立，就是隔，就是将自己的心封闭起来。孔子

主张的“仁”，就是人心与人心的相通。尽心尽情的精神，就是人心与人心的相通、人性与

人性的照面。这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基石，也成为中国文化千年来的一个精神祈向。

我观看唐代的音乐俑、舞蹈俑，有一个感觉，他们都非常投入、非常用心。表情动作，

简简单单，却凝聚了一种各自入神的空气，好像大家都忘记了自己，沉浸在当下的音乐之

中。这不像西方的交响乐，那样的理性、复杂、客观、冷静。这表明，唐人对于艺术的创造、

对于诗歌的生活，有一种宗教式的虔敬，这就是对自己生命创造的尽心。

白居易的诗歌说：“以心感人人心归。”是说只要人与人之间心心相通，天下就是富有

人心的世界。李白的诗歌说：“明月直入，无心可猜。”是说人心与人心相通，就像明月那样

明白、纯朴，没有一点杂质。唐诗正是表达了这个梦。

以友情为例，中国文化非常重友情。友情是朋友之间尽心尽情的表现，不以理为原

则，也不受其他外在的因素左右。杜甫的《赠卫八处士》是表达朋友之情的唐诗名篇，非常

质朴。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今夕复何夕，共此灯烛光？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

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焉知二十载，重上君子堂。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怡然敬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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