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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随笔学术随笔

事物的个性、特质，单从事物本
身并非轻易可以指明。正像一个人的
个性，自己可能并不清楚，只是在与
他人交往中、在与他人比较中，才慢
慢清楚自己的个性。中华传统文化的
基本品质是什么？只有在与西方文化
的比较中才能得以指明。

与西方文化相比较，中国传统文
化最根本的品质是多元和合。

多元是相对于一元而言的。西方
文化以希腊文化为基础。希腊“哲学
之 父 ” 泰 勒 斯 认 为 世 界 的 本 原 是

“水”，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认为是
“无限定”，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阿那
克西美尼认为是“气”，其后，赫拉
克利特认为是“火”，德谟克里特认
为是“原子”，这些观点虽然有所不
同，但都强调世界的本原是“一”。
中国传统文化则不同。中国传统文化
认为：世界的本原不是“一”而是

“多”，世界不是由一个本原分裂而成
的，而是由多个元素和合而成的。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世界本原的基
本理论是阴阳五行学说。《尚书·夏
书·禹贡》 有“至于岳阳”“至于华
阴”的说法，这里的阴阳还只有具体
的含义，还是指南面、北面，而 《尚
书·周书·周官》“论道经邦，变理
阴阳”的说法，表明阴阳已经有了抽
象性意涵。阴阳虽然是二，但阴阳的
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包容是你
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和合的关系。

与阴阳相关，中国人还讲五行。
《尚书·洪范》 最先提出“五行”。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
四曰金，五曰土。”何以谓之“五
行”？董仲舒说：“行者，行也，其行
不同，故谓之五行。”按照董仲舒的

说法，五行并非平行而并列的，而是
有着严格的序次。其顺序是木、火、
土、金、水。“木，五行之始也，
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
此其天次之序也。”（《春秋繁露·五
行之义》） 这样一个序次，表达的是
五行之间“比相生而间相胜”的关
系。五行理论向人们表明：世界是由
多种元素构成的，而不是由单一元素
构成的；各元素之间的关系是相生相
克的，是相互关联的，世间并没有绝
对的强者。火虽然无坚不摧，但是水
可以灭火；水虽然可以灭火，但是土
却足以克水。

至战国末期，邹衍 （约前 305年
—前 240 年） 倡言“五德终始”之
说，《史记》 谓其“称引天地剖判以
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
兹。”但邹衍之书现已无存。刘向《七
略》曰：“邹子终始五德，从所不胜，
木德继之，金德次之，火德次之，水
德次之。”《吕氏春秋·应同》 更具
体，形成关于“五德终始”最为完整
的学说，按照这一说法，由黄帝以至
于尧，是土德，由禹而开创的夏朝，
是木德；由汤开创的商朝，是金德；
由文王开创的周朝，是火德。代火而
起者，必是水德。“五德终始”说向人

们表明，各个朝代之间的更替，是顺
应着“相克”的原理而发生的。

由于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多
种元素和合而成的，所以，一切事物
的存在都是共生、共在的。“共生”
是说多种因素共同生成了某一具体事
物，任何一种事物都是多种因素共同
生产的结果。“共生”强调事物的

“既然”，“既”所突出的是事物的历
时性、持续性、绵延性，是事物生
成、生长、发育的基本样态。“共
在”是说任何一种事物的存在，并
不是独立的存在，都和其他事物的
存在发生着密切联系，一事物之外
必然有其他事物存在。“共在”强调
事物的“实然”，“实”所突出的是
事物的实存性、已然性、关系性，
是事物的现实状态、是一事物与他
事物的关系。

因为多元共生、多元共在，所以
世界的本质是“和”。“和”是多元
共生、多元共在的结果，也是多元
共生、多元共在的必然要求。

“和”作为一种思想观念，在中
国有着非常久远的历史。甲骨文与
金文均有“和”字，甲骨文接近于

“龢”，金文接近于“咊”，后两个字
合一。“和”最初的意思与声音有
关，即声音的相应、协调与和谐。
至西周末年，史伯第一次将“和”
与多元结合在一起，认为“和”是
多元的结果。据 《国语·郑语》 记
载，史伯在与郑桓公的对话中，提
出 “ 和 实 生 物 ， 同 则 不 继 ” 的 论
断。“和实生物”，是说世间的一切
事物，确实是由“和”而生成的。
何谓“和”？史伯说：“以他平他谓
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故先王
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以
他 平 他 ”， 是 说 “ 他 ” 之 外 还 有

“他”，“他”之外的他者是另一个不
同于“他”的他者。“以他平他谓之
和”，是说多种元素的和合构成世界
的和谐。“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
以成百物。”五行的混杂，形而世间
百物。

“和”有和谐、和顺、和睦、和
平、太和、中和等多重含义，如此多

重含义经常交织在一起。一物之外还
有一物，此物之外还有他物，任何一
物都必须承认、都必须正视、都必须
接受自己之外还有他物这种事实，由
此必须处理好与他物的关系。一物要
处理好与他物的关系，必须树立和处
的意识。和处即与他物和平相处。共
在必须是和处的共在，而不是有你无
我、你死我活的存在。世界的本质是

“和”，是和谐，不是对立；是和平，
不是对抗；人类的理想是太和，是与
他者和平共处，不是战争，不是战胜
他者、征服他者，这是中国文化与西
方文化的主要差异，也是我们应当持
续坚守的文化信念和文化立场。多元
并立、多元共在，而非一元独立、而
非二元对立，才是世界的根本，才是
事物的根本，这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基
本的思想与观念。

就文化而言，文化差异是显然
的，并且这种差异在很长时期是很难
消除的，甚至是不可能消除、也不该
消除的。文化上的差异无法也不该以
优劣而论。因为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
价值观念，有不同的价值标准，由此
也必然会有不同的价值判断。在西方
文化看来，世间的一切都是对立的，
人与自然、人与人、团体与团体、党
派与党派。由于是对立的，所以是对
抗的。由二元对立，必然导致二元冲
突。二元冲突是全面的，不仅有政治
的、经济的、军事的冲突，也有文化
的冲突。在西方文化看来，对立、对
抗是事物的本然，斗争、雄强是事物
的应然；而在中国文化看来，共生、
共在是事物的本然，和处、合作是事
物的应然。本然强调本来如此，应然
强调应当如此。

“多元”“共生”“共在”“和合”
“协和万邦”，是中国话语，“一带一
路”“和平发展”是中国故事。如何
讲好中国故事？如何使用中国话语讲
好中国故事？我们所要宣扬的是“多
元和合”。我们要向世界表达：中国
文 化 最 根 本 性 的 因 素 是 “ 多 元 和
合”；我们要向世界表明：“一带一
路”倡议以及中国和平发展，正是以

“多元和合”为基本理念的中国故
事。中国发展对世界带来的不是威
胁，而是机遇；中国发展并不会阻碍
其他国家的发展，因为我们坚持的是

“和平发展”，因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
基因是多元和合、多元共在。用中国
词汇、中国话语讲好中国故事，让世
界人民特别是沿海、沿路国家人民了
解中国、理解中国，这是一项重要的
任务。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从比较文化角度挖掘传统文化品质
罗安宪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 《文史哲》 编
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指出：“增
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让世界更
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需要深入理
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
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
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
中国力量。回答好这一重大课题，需
要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努
力，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这一重要论断明确了中
华传统文化在当代中国话语体系中的
地位和作用，指明了广大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者的努力方向。

与时俱进，提炼升华，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知识体系和思
想体系。中华传统文化历经数千年
的发展，形成了十分丰富的思想体
系和文化内涵，包含着丰富的哲学
社会科学内容。为了更好地发挥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在解决人类安全、生存和发
展问题中的重要作用，提供中国智
慧 和 中 国 方 案 ， 需 要 我 们 与 时 俱
进，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提炼与升
华、创造性转化，深入剖析中国历
史上各种思想流派的基本观点、演

进脉络、表现形式和历史影响，使
之成为一种现代知识形态，成为当
今世界通用的“学术语言”，转化为
世界性的“文化符号”。我们要善于
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提炼标识性概念，
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交流和研讨。这
样，一方面可以进一步激发并汲取传
统文化的生命活力，促进优秀传统文
化顺应时代潮流在更高阶段上的发
展；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
为一种现代通用学术语言,才能为世
界多元文化的沟通交流互鉴搭建桥
梁，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地走向
世界打下扎实的基础。

古为今用，推陈出新，赋予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以时代内涵和当代价
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了中华民
族数千年的历史经验和优良传统，包
含着中华民族对世界的深刻认识与把
握，它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智慧结晶。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
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
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
脚跟的坚实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所蕴含的丰富的哲学思想、道德理
念，革故鼎新、与时俱进、道法自
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崇德向善、孝

悌忠信、礼义廉耻的观念，对于推动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提高国家文
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面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要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我们必须树立
强烈的问题意识，回答时代之问，深
入挖掘和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
价值，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
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
炼出来，将其转化为人们的精神追
求和行为习惯，让中华民族最基本
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
现代社会相协调。同时，在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如何
彰显民族特色，以更好文化形象走
向世界，也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探
索的重大课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

“包容和谐”的追求，对“和而不
同”的倡导，对“重战、慎战、安
国全军”“铸剑为犁”等和平理念的
坚 守 等 ， 都 需 要 我 们 作 出 时 代 阐
释，以我们正在做的创新实践主动
回应世界性的发展难题和普遍性的
发展困境，不断彰显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独特魅力，从而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提
供中国方案。

开拓视野，求同存异，创新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手段和表达方
式。随着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
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也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的题中之义。首先，
要树立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理
念，善于学习交流借鉴，以优秀民族
文化为基点，以全球的宽广视野大力
推动世界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让
不同的文化传统相互了解、彼此沟
通，让多样化的文明之间求同存异、
相互借鉴，为人类社会健康发展提
供基本动力，推动世界朝着和平进
步、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向发展。其
次，要创新对外话语表达方式，研
究国外不同受众易于接受的思维方式
和表达方式，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
式，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世界范
围内的有效表达、广泛传播。用中国
人民与世界人民都听得懂、听了能记
住 的 话 语 介 绍 、 传 播 中 华 传 统 文
化。要针对不同对象，采用融通中
外的概念、范畴、表述，找到对外推
介与外国受众之间的结合点、共鸣
点、交汇点，提高对外文化传播交流
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安市政协）

推动传统文化“双创”的思考
仲波

唐张固《幽闲鼓吹》记载，李贺
以歌诗拜谒韩愈，韩愈时为国子博士
分司东都，送客归来，非常困倦。门
人呈李贺诗卷，韩愈解衣带随即阅
读，首篇《雁门太守行》云：“黑云
压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鳞开。”韩
愈忙束衣带，命门人延请李贺。《雁
门太守行》是李贺名作，全诗如下：

黑云压城城欲摧，
甲光向日金鳞开。
角声满天秋色里，
塞上燕脂凝夜紫。
半卷红旗临易水，
霜重鼓寒声不起。
报君黄金台上意，
提携玉龙为君死。

《雁门太守行》 本为乐府旧题，
古词备述洛阳令王涣德政之美，而不
涉及雁门太守。梁简文帝同题诗二首
言边城征战之思，始切合诗题。李贺
诗承其诗意，言边疆征战戍守之事。

诗的前四句写边关戍守。首句
“黑云压城城欲摧”是边城一时的自
然景象：天空一片昏暗，城上黑云笼
罩。《晋书·天文志》说：“凡坚城之
上，有黑云如星，名曰军精。”边城
以北即胡地，胡人屡屡大举犯边，边
关战事频仍。这一句既写景，又借此
渲染边关常有的紧张严峻的战争气
氛。次句“甲光向日金鳞开”言将士
戍守边城，铠甲鲜明，军容整肃。两
句旧解以为写战事，并无实据，且如
此解读，一二句与三四句语意不相连
属，上下难以衔接。三四句继续描写
边关景象：时值深秋，边关一片秋
色，戍楼上画角声起，天空寥廓，音
声远近可闻。极目远望，无边的原野
与傍晚天空的云气相接，融为一片绚
丽的紫色。“角”即画角，发音哀厉
高亢，军中多用以警昏晓，唐诗中多
有描写，如：“晚风吹画角，春色耀
飞旌。”（陈子昂《和陆明府赠将军重
出塞》）“寂寞山城暮，空闻画角
悲。”（岑参 《虢中酬陕西甄判官见
赠》）“红旌不卷风长急，画角闲吹
日又曛。”（韦庄《赠戍兵》）“风吹
画角孤城晓，林映蛾眉片月斜。”
（郎士元 《奉和杜相公益昌路作》）
“画角吹残月，寒声发戍楼。”（方干
《晓角》）“戍楼鸣画角，寒露滴金
枪。”（李咸用 《边城听角》） 可
见，“角声满天秋色里”是写军中日
常生活，并非战斗情景。第四句“塞
上燕脂凝夜紫”描写塞上日暮时分的
自然景象。崔豹《古今注》说：“秦
筑长城，土色皆紫，故曰紫塞。”则

“塞上燕脂”指边塞紫色的原野。王
勃 《滕王阁序》 云“烟光凝而暮山
紫”，则“凝夜紫”谓夜空云气停
留，凝为一片紫色。三四句描写边
关景象，上句写所闻，雄浑而高
亢，下句写所见，壮丽而凝重，是
边塞诗中的佳句。

诗的后四句则言征战之事。“半
卷红旗临易水，霜重鼓寒声不起”两
句写我军夜出晓战的战斗情景，诗意
有取于简文帝《雁门太守行》中的描
写：“潜师夜接战，略地晓摧锋。悲
笳动胡塞，高旗出汉墉。”两句描写
战斗场面，上句见轻兵夜进的迅捷，
形象鲜明如画；下句见漫天的严寒、
战斗的艰辛，意境与卢纶《塞下曲》
中“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两句
接近，而气韵沉雄，格调悲壮。诗中

“易水”是荆轲刺秦时燕太子丹送别
荆轲之处，此借用其名，取 《易水
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
不复还”两句之意，以启下文。诗末
两句是说出征的将士为报答君王知遇
之恩，慷慨以赴死，与鲍照《出自北
门行》 中“投躯报明主，身死为国
殇”两句意近。这两句将忠贞为国的
壮志与“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精神
融为一体，体现唐代边塞诗的一贯主
题。

这首乐府诗不是写一时一地之
事，诗人截取不同时间、地点的自然
景观及征战戍守的场景，编织成为这
首诗。《麈史》卷二引王安石语评此
诗：“是儿言不相副也。方黑云如
此，安得向日之甲光乎？”说两句写
景前后矛盾。有论者不以为然，说云
裂数尺、日光透漏为习见之景，二句

所言为实。这一反驳并不有力，试
想，云裂光漏则黑云将散，岂有压城
欲摧之势？前后依然不能一贯。李贺
诗重感觉直观，不重理致，全篇也不
以意统摄，意象有时若断若续，具有
跳跃性，甚至前后难以衔接，意脉不
畅。王安石的评论，本于诗歌的内在
理路，指出其意象的支离和意脉的断
裂，其实言之有理。李商隐《李长吉
小传》记载，李贺常骑距驴，背一锦
囊，遇有所得，即书投囊中。夜晚取
日间所书，研墨叠纸足成之。吴正子
评 《昌谷诗》 说：“盖其触景遇物，
随所得句，比次成章，妍蚩杂陈，斓
斑满目，所谓天吴紫凤颠倒在短褐者
也。”则诗中意象杂陈的情况又与其
写作方式密切相关。

此诗重感觉，充满力感和色感。
云 本 轻 悠 飘 忽 ， 而 曰 “ 压 ”， 曰

“摧”，有千钧之力，泰山压顶之势。
“霜重鼓寒声不起”句，以鼓声不振
极写严寒，赋予寒冷以严酷的威力。
诗中意象，色彩秾丽。云为“黑”，
甲为“金”，“燕脂”“夜紫”“红旗”

“黄金台”，大红大紫，色彩斑斓，给
人“五色眩曜，光夺眼目”之感。这
种充满力感和色感的语言及描写使得
全诗形象饱满，富于想象的张力。

李贺诗惯用替代词，此诗也不例
外，如以“金鳞”指铠甲，以“燕
脂”指紫色土，以“玉龙”指剑。替
代词的运用可以使形象更为鲜明，但
也使语意更为隐蔽，如果以此为能
事，一味搜求，则难免堕入奇僻险怪
一格。与李贺约略同时的庄南杰也有
一首《雁门太守行》，好奇尚僻，诗
有“跨下嘶风白练狞，腰间切玉青蛇
活”两句，以“嘶风”“白练”指
马，“切玉”“青蛇”指剑，不仅语意
晦涩，而且形象狰狞，失去诗歌应有
的美感。

在中国诗歌史上，李贺是以韩
愈、孟郊为代表的韩孟诗派的重要诗
人。这一诗派以诗风奇险著称，《雁
门太守行》首二句搜奇尚力，形象饱
满，语言峭奇，体现这一诗派的艺术
追求。李贺呈卷请见，韩愈读诗未毕
即援带相邀，见出赞赏之意，向慕之
情。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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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京剧《杨七娘》《齐天大
圣》作为北京京剧院“武”彩“京”
华——2022年武戏展演开幕大戏在
国家大剧院戏剧场精彩上演。演出现
场气氛火爆，演员们以满身绝技和精
彩演绎惊艳了京城舞台，点燃了这个
武戏的“春天”。

京剧 《杨七娘》 由北京京剧院
2011年创排，2012年首演，距今已
有十余年。此次北京京剧院将该剧重
新挖掘整理、复排提高，使其舞台呈
现和艺术水准更为精妙。该剧主演，
北京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李红艳、黄

彦忠均年逾五旬，几十年如一日坚守
排练场，寒暑不辍、初心不改，凭借
满腔热血和执着成就了舞台梦想。

京剧《齐天大圣》是京剧武戏发
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代表作
品，是前辈艺术家留存至今的宝贵财
富。这部作品老少咸宜，剧中对民族
元素的显性呈现，深入弘扬了中华民
族精神和美学意蕴。孙悟空的“美猴
王”形象也成为代表“中国形象”的
一张“金”名片，该剧曾赴多国演
出，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
起到了积极作用。 （谢颖）

北京京剧院“武”彩“京”华
——2022年武戏展演拉开帷幕

■阅读提示：

因为多元共生、多元共在，所以世界的本质是“和”。“和”
是多元共生、多元共在的结果，也是多元共生、多元共在的必然
要求。

在中国文化看来，共生、共在是事物的本然，和处、合作是
事物的应然。本然强调本来如此，应然强调应当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