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学 深度2021年3月15日 星期一10 编辑/谢颖 校对/耿斌 排版/姚书雅 ·

双周双周双周 学术学术 家训家训家训 品鉴品鉴

艺文艺文艺文 丛谈丛谈

文
化
强
国
建
设

文
化
强
国
建
设

③③

古代家训，大都浓缩了作者毕生的
生活经历、人生体验和学术思想等方面
的内容，不仅他的子孙后代从中获益良
多，就是今人读来也大有可借鉴之处。
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被后人誉为“智
慧的化身”，他的《诫子书》可谓是一
篇充满人生智慧的家训，是古代家训中
的名作。

诸葛亮，字孔明，号卧龙，琅琊阳
都（今山东临沂市）人，三国时期杰出
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书法家、
发明家。

诸葛亮早年随叔父诸葛玄到荆州，
诸葛玄去世后，他便在隆中隐居。刘备
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联合东吴孙权，
于赤壁之战中大败曹军，最终形成了三
国鼎足之势。建安十六年 （211 年），
攻取益州，继又击败曹军，夺得汉中。
蜀章武元年 （221年），刘备在成都建
立蜀汉政权，诸葛亮被任命为丞相，主
持朝政。刘备去世后，后主刘禅继位，
诸葛亮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诸葛
亮一生勤勉谨慎，大小政事必亲自处
理，赏罚严明；与东吴联盟，改善了和
西南各族的关系；实行屯田政策，加强
战备。他前后六次北伐中原，终因积劳
成疾，于蜀建兴十二年（234年）病逝
于五丈原（今陕西宝鸡岐山），享年54
岁。刘禅追封其为忠武侯，后世常以武
侯尊称诸葛亮。东晋政权因其军事才
能，特追封他为武兴王。

诸葛亮的散文代表作有《出师表》
《诫子书》等。他曾发明木牛流马、孔
明灯等，并改造连弩，可一弩十矢俱
发，叫作诸葛连弩。诸葛亮一生“鞠躬
尽瘁、死而后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
忠臣与智者的代表人物。

公元234年，诸葛亮病逝前夕，写
下了流芳百世的《诫子书》。那么，诸
葛亮究竟在《诫子书》这部家训中说了
什么？从中可以看出他什么样的官品与
官德呢？让我们回溯到三国时期，走进
这部家训：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
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
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
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
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
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
庐，将复何及！

这段文字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就是：
君子的品行，是依靠内心安静，来

修养健康的身心；是凭借俭朴节约，来
培养高尚的品德。不恬静寡欲、淡泊名
利，就无法树立明确的志向；不排除干
扰、心静止水，就无法达到远大的目
标。学习必须静心专一，而才干来自勤
奋学习。如果不学习就无法增长自己的
才干，不明确志向就不能在学习上获得
成就。纵欲放荡、消极怠慢，就不能勉
励心志，使精神振作；冒险草率、焦躁
不安，就不能陶冶性情，使内心愉悦。
年华随时光而逐步飞驰，意志随岁月而
逐渐消逝。最终，这些将枯败零落，大
多不接触世事、不为社会所用，只能悲
哀地困守在自己穷困的茅舍里，到时悔
恨又怎么来得及？

这就是诸葛亮写给他的儿子诸葛瞻
的一封家书，也体现了诸葛亮的家训家
风。《诫子书》的主旨是劝勉儿子勤学
立志，修身养性要从淡泊宁静中下功
夫，最忌怠惰险躁。文章概括了诸葛亮
做人治学的经验，着重围绕一个“静”
字加以论述，同时把失败归结为一个

“躁”字，对比鲜明。
在 《诫子书》 中，诸葛亮教育儿

子，要“淡泊”自守，“宁静”自处，
从淡泊和宁静的自身修养上狠下功
夫。不安定清静就不能为实现远大理
想而长期刻苦学习，不下苦功学习就
不能增长与发扬自己的才干，没有坚
定不移的意志就不能使学业成功。诸
葛亮教育儿子切忌心浮气躁，举止荒
唐。在书信的后半部分，他则以慈父
的口吻谆谆教导儿子：少壮不努力，
老大徒伤悲。这话看起来好像是老生
常谈，但它是慈父教诲儿子的经验之
谈，字字句句是心中真话，是他人生
的总结，因而格外令人珍惜。

这篇《诫子书》，还指明了立志与
学习的关系；不但讲明了宁静淡泊的重
要，也指明了放纵怠慢、偏激急躁的危
害。诸葛亮不但在大的原则方面对其子
严格要求，循循善诱，甚至在一些具体
事情上也体现出对子女的细微关怀。在
这篇 《诫子书》 中，有宁静的力量：

“静以修身”“非宁静无以致远”；有节

俭的力量：“俭以养德”；有超脱的力量：
“非淡泊无以明志”；有好学的力量：“夫
学须静也，才须学也”；有励志的力量：

“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有速度
的力量：“淫慢则不能励精”；有性格的力
量：“险躁则不能治性”；有惜时的力量：

“年与时驰，意与日去”；有想象的力量：
“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
何及”；还有简约的力量。这篇文章短小
精悍，言简意赅；文字清新雅致，不事雕
琢；说理平易近人，让人信服。短短86
字，传递出的讯息，比起长篇大论，诫子
效果要好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诸葛亮还给他的外甥
庞涣写过一封家信，这就是大家未必很熟
悉的《诫外甥书》，在这封信中，诸葛亮
着重强调了“立志做人”的重要性。他告
诫自己的外甥说，一个人应该志存高远，
树立远大的理想，追慕先贤，节制情欲。
如果志向不坚毅，思想境界不开阔，沉溺
于世俗私情，碌碌无为，就会成为没有教
养、没有出息的人，就在平庸无为中消耗
一生。

那么，《诫子书》带给我们怎样的启
示呢？

第一，修身养性贵在“静”“俭”。
“静以修身”“非宁静无以致远”“学须静
也”，告诉人们只有宁静才能够修养身
心，静思反省。“俭以养德”，告诉我们生
活务必要节俭，并以此培养自己的德行。

第二，只有淡泊、宁静，才能做到志
存高远。内心宁静才能戒骄戒躁，内心淡
泊才能含英咀华，内心开阔才能登高望
远。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只有静下心来才
能更好地谋划未来、计划将来。

第三，要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夫
学须静也”“才须学也”，告诉我们学习既
要有宁静的学习环境，更要有专注、平和
的学习心境。“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
成学”，人要有才，就要刻苦学习，要学
习就要有志气。还要心静，心不静就不能
专心治学。生活太舒适了，也容易分散精
力，立不了大志，生活俭朴才是涵养道德
的主要条件。

第四，提升自己性格的品质既要励精
又要治性。“思想影响行为，行为影响习
惯，习惯影响性格，性格影响命运。”提
升自己性格的品质要做到戒除“淫慢和险
躁”，要有与时俱进的时代观念，也要克
服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毛病，做到和谐
适度、平衡发展。

第五，做事要有时间观念。“年与时
驰”“意与日去”，告诉我们时光飞逝，意
志力又会随着时间消磨，少壮不努力，老
大徒伤悲。要珍惜时间，管理好自己每天
的24小时，善用每一分每一秒，否则就
会“遂成枯落”“多不接世”，到时后悔就
来不及了。

第六，做人应当树立远大的志向。具
有远大的志向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先决条
件。作为年轻人，不光要有崇高的理想、
远大的志向，还必须有实现理想志向具体
可行的措施和战胜困难排除干扰的毅力。
不然理想就可能会成为一种空想幻想。一
个人如果志存高远、意志坚定，加之缜密
的思考，然后付之于行动，就很有可能在
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取得成功；反之，
则必然失败。

从《诫子书》这部家训中，可以看出
诸葛亮是一位品格高洁、才学渊博的父
亲。他对儿子的殷殷教诲与无限期望一览
无余，将普天下为人父者的爱子之情表达
得非常深切，成为后世学子修身立志的名
篇佳作。诸葛亮的家教门风，深深地影响
了后世子孙。

[作者系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特别节目《平“语”近人》
思想解读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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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以无可辩
驳的事实说明，我们已经进入后工
业社会的生态文明时代。这是一个
为人文学科提供思考空间的时代，
使我们以“后疫情”的立场思考人
与自然的关系，并重新考量各种人
文资源的价值，其中就包括重新考
量中国以“天人合一”为其追求的
传统文化，从而重新发现传统文化
在“后疫情时代”的价值意义，为
我国传统文化特别是美学走向世界
提供极好机遇。

我国在走向民族复兴的伟大道
路上必然伴随着文化与人文学科的
复兴，其中就包括美学的复兴。美
学的复兴是民族复兴的需要，当然
也是美学学科自身的发展需要。中
国有着五千年无比丰厚的文化艺术
传统，自然也有着无比丰厚的美学
传统，但我国美学在国际美学界却
没有自己应有的地位。早在1835年
出版的黑格尔 《美学史》 中，就将
中国等东方艺术看作是处于前美学
阶段的“艺术前的艺术”；1892
年，英国鲍桑葵所写 《美学史》
中，则将中国等东方美学看作“还
有达到上升为思辨理论的地步”。这
种看法至今没有根本的改观。目前
影响广泛的 《斯坦福哲学百科全
书》 中收有“日本美学”词条，却
没有“中国美学”词条。这显然是
不合适的，与西方理论界包括美学
界以传统工具理性思维看待中国传
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许多前辈
学者如汤一介先生曾经预言，中国
以“天人合一”为追求的传统文化
在工具理性时代不被西方重视，但
在“后工业革命”时代一定会取得
重要地位。汤先生的预言已经被我
们的新时代所证明，中国传统文
化，包括中国美学必将走向世界。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目前已
经超过 1亿人感染，死亡人数超过
200万，数字仍然在上升之中。这
是人类长期破坏自然的必然结果，
是自然在巨大压力之下的一种反抗
和报复。人类必须改变破坏自然的

行为，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解。与西
方力主“主客二分对立”的工具理
性文化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是以

“天人合一”为追求的有机性文化模
式。所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
与我为一”，说明生态文化是中国传
统社会农耕文化的内在要求，是中
国的原生性文化。宗白华在分析中
西哲学时将中国传统哲学归结为

“四时自成岁”的“历律哲学”，而
西方则是以“天文航海”为其指归
的“几何哲学”，道出了“天人合
一”的原生性根基，也道出了西方
传统哲学的科学性根基。两种哲学
根基之差异导致了近代西方工业文
明时代哲学对于中国传统“天人合
一”哲学的排斥与不相融。但从20
世纪初期直至当前，不断出现的生
态危机宣告了工业文明时代的结束
与一个新的“后工业文明时代”即

“生态文明时代”的开始。新冠肺炎
疫情则更加促使了生态文明时代的
到来。

所谓“后疫情时代”，毫无疑问
应该是“生态文明时代”，是一个人
与自然和解的新时代。由于人类希
图持续美好生存，所以生态文明时
代的到来是时代的步伐，给“天人
合一”文化以无限广阔的驰骋空间
与发展机遇。诚如美国学者小约
翰·柯布所言：直接进入生态文明
的发展抉择，带给中国一个千载难
逢的伟大机会——抓住这个机会，
将是选择生；重复西方错误，将西
方工业化模式强加给农村，将是选
择死。中国早在2012年就提出“美
丽中国”建设目标，将生态文明作
为国家建设的基本方略，打响了蓝
天、碧水与净土等重大绿色建设工
程，收到巨大效果。生态文明建设
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机组成
部分，成为伟大的社会实践，为生
态文明理论与生态美学建设提供了
充分的理论营养与巨大的发展空
间，生态美学研究在新时代大有可
为。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生态

美学成为新时代美学建设的重要收
获，从本世纪初期开始呈现蓬勃的
发展态势，涌现了众多生态美学研
究方面的著名学者，召开了多次有
关生态美学的国际学术会议。其中
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召开的
生态美学国际学术会议就达 6次之
多。中国的生态美学研究活动也引
起了国际美学界的广泛关注与重
视。国际著名环境美学家艾伦·卡
尔松、阿诺德·伯林特与约·瑟帕
玛等都曾多次到中国参会并高度肯
定中国生态美学发展。由加拿大著
名环境美学家卡尔松撰写的2019年
版 《斯坦福哲学全书》“环境美学”
词条收录了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的
英文刊物《批评理论》“生态美学与
生态批评”中三位中国学者的生态
美学论文。该词条还介绍了中国学
者陈望衡的 《中国环境美学》 一
书，认为中国美学家“发展了生态
美学的强大版本”，一定程度上显示
出中国当代生态美学研究的国际影
响力。

以上都表明生态文明时代中国
美学走向世界已经具备一定的前提
与条件。我们应该以此为出发点，
进一步加强中国美学走向世界的步
伐，根据传统文化特点对其进行科
学规划。

一、根据前文说到的中国传统
文化是原生性生态文化的特点，与
我国生态美学目前在世界美学领域
良好的发展态势，要进一步加强生
态美学研究工作。中西学术交流从
根本上说是学术范畴的交流与互
动。目前世界美学领域最具学术范
畴互动性的就是生态美学领域，需
要继续对此发力，将更加丰富的中
国生态美学范畴以更加深刻、形象
的理论与叙述形态推介到世界，诸
如：天人相和、生生之美、阴阳相
生、气韵生动、万物一体、天地境
界、风骨劲健等。

二、努力在欧陆现象学生态美
学与英美分析哲学之环境美学之
外，构建中国形态的生态美学理

论，使之既充分反映中国文化与中国
现实，具有充分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
派，同时又具有国际学术的共识性。
这样的话语建设从王国维的“境界
说”提出就已经开始，后继者为宗白
华的“意境论”与方东美的“生生之
美”等。我们需要在生态文明时代继
续努力，努力获得新的进展与成效。
特别是方东美的“生生之美”，可以进
一步发展为“生生美学”，反映出中国
传统哲学与美学“阴阳相生”的有机
性、生命性特点，具有很大的学术张
力与对话空间。

三、总结中国传统美学如此丰富
却没有完全走向世界的原因。从我们
的感受来说，除了欧洲中心论的影
响，还因东西方传统理论与思维形态
的隔膜所至。如果说理论与思维的隔
膜一时难以消解，那么艺术的丰富生
命力则更易沟通。中国无比丰富的传
统艺术有着巨大的感染力，很容易被
世界同行与群众所接受喜爱。很多中
国美学工作者在海外的工作经历都说
明了这一点，我本人也有类似经历。
2011年 3月，我曾经与同事访问法国
雷恩二大。本人先后做过两次学术演
讲，一次讲中国传统艺术主要是国画
与戏曲，效果较好，反响热烈。第二
次讲中国传统“中和之美”的美学理
论，尽管也做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反
响却不如第一次热烈，“含蓄中和”的
东方美论也难以被西方学者接受。事
后，该校哲学系教授告诉我，相比于
传统哲学与美学理论，西方学者和群
众对于中国传统艺术更加亲近与喜
爱。他建议向西方学者介绍中国传统
美学可以从传统艺术入手。我国传统
美学与艺术关系密切，传统艺术充分
反映了“天人合一”追求，包含丰富
的生态美学内涵，说好中国美学的故
事首先要说好中国传统艺术的故事。

随着疫苗的使用与国际社会的共
同努力，疫情终究会过去，“后疫情时
代”终将到来。但“后疫情时代”并
不等于是“无疫情时代”。人类如果不
接受教训，不克服人类中心论，不接受
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不与自然和解，还
会有新的“疫情”到来。因此，生态文
化包括生态美学的研究是学术界也是人
类永久的课题。生态文明时代是一个长
期的历史过程，生态美学也是长期的历
史课题。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具有长久的
生命力，让我们对之更加珍视并不断发
扬光大。中国美学走向世界应该按照学
术生态规律运行，是一种平等的对话与
交流，多元共生共存。我相信在多彩的
世界美学园地一定会开放出中国生态美
学的艳丽花朵。

（作者系著名美学家、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教授）

生态文明时代是中国美学走向世界的机遇
曾繁仁

不久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国家宝藏》 第三季圆满收官，27
件国宝展现了中华民族璀璨的历史
文明，也留下了精彩故事和难忘记
忆。全国政协委员、吉林省政协书
画院副院长刘广便是 《国家宝藏》
的粉丝，不过在节目之外，他还看

到了“问题”。
“ 《国家宝藏》 正在吸引所有

的社会圈层，让人们的目光又重新
聚集在文物和博物馆上，博物馆也
再次被印证为‘美育的最佳之地’，
被推选为‘最佳美育代表’。”既作
为观众品味节目，更作为政协委员

思考问题，刘广委员的想法是——
建设未成年人美育博物馆，以美育
教育提升文化建设。

这缘于美育教育是多年来刘广
一直关注的问题。“当前中国 18岁
以下的未成年人已达到 4 亿，未成
年人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他们的思想道德水平直接影响到
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发展，关系
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刘
广感到，引领未成年人确立正确
积极、健康向上的情感、态度、
信仰、价值观等，已成为全社会的
一个重大课题。而美育教育是未成
年人进行全面素质教育的重要内
容，不仅能培养未成年人健康的审
美情趣和审美能力，同时能促进思
想道德品质方面的和谐发展，激发
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提升新
时代文化建设。

在调研中，刘广发现，目前大
部分博物馆对外开放的主要功能是
展览，很少有博物馆能够根据教育
的不同层次设计由浅入深的未成年
人美育教育活动。许多博物馆美育

教育活动流于表面，既没有考虑到未
成年人生理、心理特点以及实际接受
能力，也没有真正挖掘出博物馆资源
的文化内涵，难以激发未成年人的美
育学习兴趣。此外，博物馆的教育资
源未做到合理、充分地与未成年人分
享，大部分所谓的“第二课堂”不过
是换了场地和老师的课外活动而已，
要么是博物馆提供课程讲座，或是未
成年人在博物馆的展厅中一边参观一
边听讲解，能够参与其中的机会并不
多。

为此，他建议设立专门面向未成
年人的美育博物馆，在确保文物安全
的基础上，真正考虑到未成年人的心
理、生理特点和学校美育教育的不
足，为未成年人提供学习素材，如可
触摸的实物模型、无条件开放的图书
室、实验室、工作室等，真正发挥博
物馆的美育优势。同时，博物馆界和
美术教育界应加大合作力度，深化合
作层次，设立专门的组织协调机构，
建立馆校合作长效机制。各方主管部
门也应为馆校合作提供制度上的保
障，从经费、政策和组织上给予足够
的支持。

给孩子们上好博物馆里的美育课
本报记者 谢颖

■阅读提示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伟大
的社会实践，为生态文明理论与生态美学建设提供了充分的理论营养
与巨大的发展空间，生态美学研究在新时代大有可为。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让我们对之更加珍视并
不断发扬光大。中国美学走向世界应该按照学术生态规律运行，是一
种平等的对话与交流，多元共生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