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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历史大变革时代，社会在狂飙突
进的同时，各种污泥浊水也难免沉滓泛起；
大家在交口称赞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同
时，也不断感慨安全感和信任度的隐约降
低。面对公共领域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
象时有发生，以及投机取巧、弄虚作假、见
利忘义之风屡禁不止的现状，人们对社会
公平正义和公民良知懿行的企盼显得愈益
迫切。

良知作为人类所秉持的某些合乎公
德的人生态度，是内心世界关于行止善恶
美丑的价值取舍。

在儒学的经典论述中，良知是一种顺
应天道而赋予的智慧。《孟子》强调：“人之
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也，
良知也。”发展到王阳明那里，良知成为心
学的核心理念。心学理论体系可用六个
字、四句话集中概括为：“心即理、致良知”

“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
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从中足见
良知的重要。应该说，王阳明的致良知，
意在强化人的心智锤炼，追求做人知行合
一的根本目标，与儒家修齐治平的理念一
脉相承，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他延续
了孟子关于良知来自先天、是不学而得的
良好判断力的观点，本质上忽略了后天的
养成和环境的再造，肯定也是唯心的、偏
颇的。殊不知，人之初、性本善固然美好，
但在后天修为和社会浸淫的作用下，人性
是完全可以变恶的。所以说，良知虽有天
赋因素，更有后天养成之力。有没有良
知，能不能坚守良知，从本质上是由人的
认知、志趣、品德以及全部生活方式所共
同决定的。而懿行则是良知主导下的合
乎人性与公理的善举。因此，倡导与涵育
人民大众的良知与懿行，对于扭转不良风
气、推动文明社会建设具有十分积极的现

实意义。
首先，倡导良知与懿行是维护社会正

义的客观需要。社会作为不同个人和族群
组成的命运共同体，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
与维护，是全社会每个成员共同的职责与
义务。公民普遍化的良知与懿行，任何时
候都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坚强基石。尽管社
会治理主要手段来自法律，但伦理道德也
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法治与德治结合
的完美实施，永远都离不开高素质人群的
集体参与。这里所说的群体性参与，有时
是共同行动，像人民代表大会、乡规民约、
公决投票、集体活动等等，更多时候还是独
立的个体化行为。公民日常生活中各式各
样的言行举止，最后都会转化为社会状态
的积淀物，并对社会秩序的演进起到特定
的推动或阻滞作用。作用的大小，或许在
波澜不惊的和平年代不太明显，但在社会
动荡的岁月里，某些善念和行为包括那些
素常不被留意的言行，可能影响一群人、影
响历史走向，甚至对某些受益者影响终身。

18世纪中叶英俄战争期间，有个叫南
丁格尔的女护士，每天在前线替伤员清洗
包扎、换药喂饭、洗涤带血的衣物，晚上提
一盏气灯在长达4公里的巡诊线上，挨个查
看病情，给伤员送去安抚和爱心，每天工作
超过20小时，累得满头青丝几乎掉光。由
于她的尽心尽职，伤员的死亡率从60%降为
0.3%，从此改变了人们对医护人员的理解与
认知。战后，她被称为“英国历史上最伟大
的女人”，并为之塑起“提灯女郎”的巨型铜
雕，联合国以她的名字设立“南丁格尔国际
护士奖”，将其奉献精神推向世界。再就
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著名爱国实业家卢
作孚在宜昌沦陷前夕，不计个人得失，指挥
他的民生公司，经过40天的日夜奋战，把聚
集宜昌的职员、学生和各界流亡人士150万
人和100余万吨战略物资运抵四川，其间公
司有85艘船只被日寇炸沉或炸伤，117名
员工壮烈牺牲。这个被誉为中国版的“敦
刻尔克大撤退”行动，挽救了抗战时期整个
中国的民族工业，为保存当时的国家政体、
经济命脉以及教育文化事业作出了巨大贡
献，毛泽东称他为“中国近代史上万万不可
忘记的人”。上述事例，无论面向的是个
人、群体，还是社会，均系出于公心、道义和
良知的选择，而非一己的贪欲和私利，他们
的懿行善举不论大小，都在一定范围内滋
润着人们的心田，产生了不同程度的“破
圈”效应，进而向全社会辐射出浓郁的爱
国、正义、仁爱和利他的积极能量。

其次，倡导良知与懿行是涵养公民素
质和社会良俗的必然要求。作为一个历史
悠久的文明古国，传统文化中特别注重礼
教。文人士大夫追求立德立功立言，普通

百姓讲究做事先做人，现代社会强调德才
兼备、以德为先，一脉相承地把修身养性作
为国人的立世之本。孔子讲“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礼记》讲“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都把修身作为做人的第一
要务。在儒学经典看来，修身的核心要义
在于“内圣外王”，而实现内圣的主要途径
就是正心诚意、格物致知，强调要以慎独慎
微的敬畏之心，“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吾
日三省吾身”，以寻求不断提升并完善自我
的道德修养。尽管“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
善小而不为”的修身行为属于私德范畴，但
每个社会成员优良私德的有效培育和实施
推广，就是全社会良好道德风尚建立的无
限希望。

关于私德，杨震的事迹影响巨大。据
《后汉书》记载：东汉名吏杨震在赴任东莱
太守途中，路经昌邑。早年的旧部王密在
昌邑做县令，为报答恩公当初的提携之情，
趁夜晚谒见之机送去十斤白银。“震曰：‘故
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
无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
何谓无知’！”王密听完，愧疚离去。杨震言
行一致，一生为官清廉、事业有成，老来过
着平民百姓般的简朴生活，有老友看不过
去，劝他也为子孙置些产业，杨震不肯，自
豪地回答：如若后人视他们为清官子孙，我
留给后辈的这份遗产，不是也十分丰厚
吗？当然，像杨震、包拯、海瑞这样载入史
册的清廉人物并不太多，因为私德属于个
人隐秘的修为，大多不为外人所知，所以知
名人物的道德风范才成为后世争相效法的
楷模。实际上，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秉持良
知与美德之人并不少见，不然，中华民族不
可能维系五千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
死其犹未悔”，这就是一个普通人高尚的精
神境界！正所谓修合无人见，存心有天
知。这充分表明，每个人心中的良知和善
意的自觉，才是做人凭良心、干事守本分、
处世循规则的基本前提，尽管普通人的所
思、所虑、所行可能经常籍籍无名，湮没于
岁月的长河之中，但他们所传递出的文明
正义的曙光，却会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助推
着社会佳风良俗的形成。

再者，倡导良知与懿行是固守公共伦
理的最后防线。人要融入社会就必须遵循
人类基本的伦理纲常，不能为满足一己私
欲而肆意妄为。如果没有良心的自我约
束，脸厚似城墙、心黑如煤炭的厚黑哲学就
会大行其道。人性沦丧的结果，良知必然
泯灭，行为也就失去了道德底线，社会势必
走向混乱。章炳麟认为：“道德衰亡，诚亡
国灭种之根基”，言辞固然尖锐，但其理不
虚。因此，有必要让良知成为人类的第三
只眼睛，诚如英国作家毛姆所言：良知是每

个人心头的岗哨，它时刻为人值勤、站岗、
把关，监视着我们不要做出失德违法的事
情来。若是每个社会成员都能秉持敬畏、
戒惧之心，坚守道德底线，各种违规失范的
不良行为自然日益减少，公然挑战人伦纲
常的丑恶事件就会销声匿迹。

良知既是防范失德的卫士，也是纠正
行为失范与偏差的制动器和矫正仪。人非
圣贤，岂能无过。不是说秉持良知、心存戒
惧，就有了天生的道德免疫力，就能把每件
事情都做到最好；即便做了错事，只要不昧
天良，就会用自我反省意识重新审视是非
曲直，做出合乎人性和社会公理的正确选
择。著名作家巴金在“文革”中遭受迫害，
走出“牛棚”之后，有感于自身境遇，设身处
地地联想到其他受伤害的同志，勇敢地站
出来反思自己在以往政治运动中的不当言
行，情真意切，发人深省。薄薄的几册《随
想录》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其坦荡心胸
和高尚情怀感动了无数国人，也让那些参
与整人却不思悔过者无地自容。还有，法
国的著名思想家卢梭，小时候为求生计，受
雇进伯爵家当佣人。有次鬼使神差偷拿了
别人一条漂亮丝带后被告发，害怕被雇主
辞退，推说是厨娘所偷，导致二人同时被
辞，这件事给卢梭造成终生痛苦。40年后，
他专门写了本《忏悔录》坦陈此事，说：“这
种沉重的负担一直压在我的良心上”，经常
在残酷的回忆中彻夜难眠，“看到这个可怜
的姑娘前来谴责我的罪行”。所以他采用
向社会公开坦白的方式表达对厨娘深深地
忏悔。

所以说，历史是最公正的。古语有言：
“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亏心，神目如
电。”人在做、天在看，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
为，任何昧着良心的坏事，任何暗室欺心和
瞒天过海的陋行，有时可以瞒过世人的耳
目，却逃不过天理的法眼，逃不过自己良心
的谴责。世上再没有什么能比良心煎熬更
加痛苦的审判了。同样道理，生命没有高低
贵贱，懿行善举不论明暗大小，只要你心怀
善念、真情付出，行小善便是积大德，良心安
宁就是最大的福报。因而，我们真诚呼吁每
个公民都能正心诚意、坚守良知、守望公德，
多一些、再多一些良知导引下的懿行善举，
坚决遏制见好处就上、见问题就躲、见困难
就让的不良风习，遏制恃强凌弱、狐假虎威、
恣意妄行、毫无悲悯之心的平庸之恶，遏制
各种坑蒙拐骗、见利忘义、贪赃枉法的丑陋
行径，祛除形形色色的“道德寒冬”，从我做
起、从小事做起，不捐细流、不拒细壤，积少
成多、聚沙成塔，努力在全社会营造一个风
清气正、温馨和谐的道德家园。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原副
主席）

良知与懿行
云 德

80载峥嵘岁月，80年风雨兼
程。为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
80周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
推出大型文化节目 《从延安出
发》，赓续红色血脉，凝聚文艺力
量。节目集结16家国家级文艺院
团、院校及演出机构，以殿堂级
文艺表演串联起80年来中国文艺
的发展脉络，向时代汇报新时代中
国文艺的发展成就。中国国家话剧
院十分有幸参与其中。

中国国家话剧院诞生于延安。
历史赋予了我们丰厚的底蕴，我们
的血液里流淌着红色的血脉。国家
话剧院的前身，是1941年 9月创
建的延安青年艺术剧院，由中央青
委和中央文委共同领导，塞克为院
长，王真、吴雪为副院长，聘请郭
沫若、田汉、洪深、欧阳予倩、万
籁天、夏衍、曹禺、阳翰笙为剧院
名誉理事。

毛泽东同志 《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在我们
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
种的战线”，戏剧在抗日战争的文
化战线上就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宣
传作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
在 《红星照耀中国》 中提到延安
的红军剧社，“红军占领一个地方
之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
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的纲领
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
思想，进行反宣传，争取人民的
信任。”延安是中国国家话剧院的
根，是我们始终不能，也永远不会忘怀的荣光。

进入新时代，国家话剧院牢记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
民、讴歌英雄的责任和使命，坚守人民立场，在不断推进戏剧创
作的同时，探索与其他艺术门类的互融互通。其中，总台无疑给
戏剧搭建了一个能够施展多样艺术形式和广泛传播的优质平台。

在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合作中，团队利用多场景变换和舞
美设计等创新，让“戏剧+影视化”的表现方式有了物质基础，
用不负时代的文艺作品讲好中国故事。

《典籍里的中国》创新设计270度立体舞台，营造出双舞台、
时空长廊等多空间沉浸式的故事讲述场，以古今读书人穿越式的
对话，全新串联了书中的故事，将纵横穿越数千年的精彩，浓缩
到生动可见的舞台上。

《故事里的中国》用“1+N”多舞台空间，进行多线并行的立
体叙事，为观众带来强烈的沉浸式体验。这样的跨界合作不仅掀起
了现象级的文化热潮，还让戏剧艺术通过电视媒介走向千家万户。

在此次参与《从延安出发》节目的合作中，中国国家话剧院
为青年艺术家搭建平台，承担了部分舞台戏剧编创排演工作，用
戏剧的形式展现延安时期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初心。

如何将先辈的故事生动再现，用十几分钟浓缩那些经典的人
物和故事，是一个难点课题。制作前期，节目导演组和戏剧组做
实功夫，阅读大量史料、走访相关领域专家，通过戏剧与影视化
拍摄相结合的手段，力求展现生动真实的延安时期文艺创作者形
象。在戏剧编创中，更要立足当下，在追求品质的同时，也要讲
好先辈们的韶华故事。

《从延安出发》“以青春碰撞延安”，是节目的一大亮点。节
目组的创新之处在于，在青年文艺工作者与前辈文艺大家的对话
中，展现中国几代文艺青年跨越时空的思想碰撞，这无不是一次
追寻青春之旅。

在我看来，无论在哪个年代，青春的热血都与时代主题与家
国命运息息相关、与个人命运紧密相连。冼星海先生曾说，“希
望自己的创作，能从人民中长出来，用音乐表现中国人民不屈不
挠的精神”。这句话着实让每一位文艺工作者感动。

正是因为将人民作为文艺创作的源泉，他的作品才充满了
振奋人心的力量，这份从人民中生长出来的、赤诚的创作之
心，在当代依旧闪闪发光，催人奋进。而这，也是 《从延安出
发》的核心表达。

创新是文艺的生命。这些年，我一直都在思考，在我们向着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进
程中，文艺应当如何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焕发新风貌，发
挥应有的引导力和凝聚力？

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对这一问题的回应，我们创作的剧目《直播
开国大典》有幸在节目中呈现了部分选段。在1949年的北平，有一
群可爱可敬的广播人员队伍，不舍昼夜，克服重重困难，圆满完成直
播开国大典实况转播任务，向全世界发出新中国的“成立之声”。

剧中，在转播任务完成后的表彰会上，宣布将北京新华广播
电台定名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支从延安走来的解放军广播队
伍，将脱下军装走向人民。技术人员卢海宇眼含热泪地说，虽然
不舍得这身军装，但是“多为人民做事、回到人民中去，这就是
党给我们的最新任务和使命，我们是人民的广播电台，要为人民
发出声音”。

“为人民发出声音”，也道出了国内所有文艺院团、院校以及
全国文艺工作者，在当代进行文艺创作的初心和使命。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80周年之际，总台携手国家话剧院等
16家“文艺国家队”。用《从延安出发》回首80年前那座不灭的
灯塔，用匠心和真心讲好中国文艺故事，展现出主流媒体的文化
自觉和责任担当。

文艺工作不仅关乎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关系整个国家的
精神面貌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
展。在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
也将再接再厉，创作出更多无
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优秀
作品，为新时代文艺事业繁荣
发展、丰富人民精神世界作出
更大贡献。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国家话剧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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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诗歌诗歌 鉴赏鉴赏

怀一种使命义薄云天，
放一股英气激荡叱咤。
虽然早已练就补天的天大本事，
你也不是那个你同样崇拜的女娲。
你将关于女性的传说化成理想，
在广袤的宇宙描绘出一幅伟大的图画。
你也不是那个奔月的嫦娥——
有奔月的本事却永远回不了家。
再好的桂花酒也总是广寒宫，
寂寞的乡思只能压在深深的心底下。
而你，一开始就可以在天地间来回穿梭遨游，
你让古老的神话迈出了走向现实的步伐。
有人说你是翩翩起舞的飞天，
长袖凌云姿容姣丽还反弹琵琶。

其实她们只不过是敦煌远古的梦想，
深锁在莫高窟空等千年的幻化。
而你，一身的橄榄绿那样的威武飒爽，
好一个巾帼不让须眉无意粉黛铅华。
庄严的太空衣载满了人类的重托，
轻盈的太空漫步让多少人陶醉怒放心花。
你说你不是人们所说的女神——
不是那个传说那个美丽神话。
然而，当2012年6月16日的到来，
你就已经不是以往那个平常的她。
神州神女的美名啊，
从此响彻云霄、传遍天下……

（作者系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中国宋庆龄基金会理事）

神州！神女！
——写给中国第一位女宇航员刘洋

丘树宏
一个学者在成长过程中，能遇上好老师，往往会影响到

他的一生。我心目中的老师大体有三种：一是直接授业的老
师，二是间接师承的老师，三是衷心私淑的老师。在《从师
记》的结尾，我写道：“韩愈《师说》曰：‘师者，所以传
道、授业、解惑也。’杜甫《戏为六绝句》说：‘别裁伪体亲
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在我的求学道路上，老师们对我
的影响既广且深。他们不仅传道、授业、解惑，那种坚忍不
拔的人格魅力和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更是激励我不断前行
的不竭动力。”过去几年，我写了若干纪念前辈业绩的文
章，评述了范文澜、梅兰芳、潘天寿、郑振铎、姜亮夫、钱
锺书、逯钦立、孙犁、柳青、曹道衡、樊骏、沈玉成、邓绍
基等人的贡献。我很景仰他们，也很感念他们，很希望有更
多机会将这种感念之情表而彰之，让更多的读者从不同侧面
了解前辈学者的为人风范和学术业绩。这些文章，多已收录
到我的论文集《走向通融——世纪之交的中国古典文学研
究》《回归中的超越——文学史研究的多种可能性》 以及
《跂予望之》中，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看。

过去一年，疫情肆虐，我困居家中，有更多的时间整理
资料，于是又撰写了若干新篇。《传记文学》编辑胡仰曦女
士鼓励我开辟专栏，畅所欲言，这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写作积
极性。人民文学出版社杜广学先生看过我为俞宁教授《我爱
吾师》所写的序言，深表赞赏，盛情邀约编辑此书。对于他
们的高情雅意，我心存感激。在书稿编辑过程中，我又选择
几篇不曾在上述文集中收录的文章，也有敝帚自珍之意。
《“我在这战斗的一年里”》是为纪念恢复高考30周年而
作，2008年底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上，已收在
《跂予望之》中。此后，我对文章作了较大的修订充实，实
为重写，很有时代色彩，故不揣谫陋，收录本集中。这是唯
一重收的文章，请读者谅解。

上编六篇以我个人成长经历为线索，说到下乡生活，求
学经历、两代人对清华大学文科建设的记忆，以及我在文学
研究所工作的点点滴滴。下编九篇则是对前辈学者的追忆和
纪念。

本书原名“闻斯行之”，想与我另外一本随笔集《跂予
望之》相呼应，表达对学术的仰望之情、对前辈的追随之
意。“闻斯行之”语出《论语·先进》。孔子希望恭谦的弟子
做事再大胆一点，听到就做，不要犹豫。我为人处世向来胆
怯，时常退让，但求学问道，却很主动，颇近于“闻斯行
之”的风格，故取作书名，给自己壮胆。交稿后，编辑建议
我选择一个更通俗的书名，便于传播，这也不无道理。于是
我便想到“从师记”三个字，简洁明快，既是书中的一篇，
也与全书弥漫的情思一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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