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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立足时代 传承文化
■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讲 坛

■

立足时代讲好中国故事

□主讲人：杨朝明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对文艺工作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首次提出了中华文化立场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兴盛和民族复兴
的高度，强调了坚定文化自信和思想
文化繁荣的重要性，给文化领域提出
了新的重要命题，就是要坚守中华文
化立场，这是坚定文化自信的出发
点。2021年12月14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
幕式的重要讲话中，向广大文艺工作
者提出殷切希望，要用情、用力讲好
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为此，杨朝明委员
从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角度讲述如何讲
好中国故事。此次讲坛是他近期在全
国政协“国学读书群”委员读书活动
中的演讲，现整理编发，以飨读者。

杨朝明，全国政协委员，尼山世
界儒学中心原副主任、孔子研究院原
院长。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
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等。出版有《儒
家文献与儒家学术研究》《出土文献
与早期儒学研究》《儒学精神与中国
梦》《〈孔子家语〉综合研究》《从文
化自知到文化自信》等著作，主编有

《儒家文化面面观》《孔子事迹编年会
按》《论语诠解》《孔子家语通解》
等，发表文章 300 余篇。1998 年以
来，多次应邀到世界各地讲学或参加
国际性学术研讨交流活动。尤其致力
于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弘
扬，为社会各界举行讲座数千场。曾
获“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专家”

“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改革开放
40 周年山东省社会科学名家”“齐鲁
文化名家”等荣誉称号。

2013年 11月26日，也就是十
八届三中全会结束不久，习近平总
书记就来到山东，来到曲阜孔府和
孔子研究院参观考察，并同有关专
家学者座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
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
为条件。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关于
“文化”的论述可以说贯穿始终，
其中特别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
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
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
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坚守中华
文化立场，体现了高度的文化自
信，体现在文化自信的各个层次。
中华文化区别于世界其他民族文
化的本质属性在于中华文化立
场，坚定中国立场体现出中国故
事叙事主体性的科学表述和系统
范式。

2019年 3月4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
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
委员时，对做好新形势下文化文艺
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提出了明
确要求：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精品奉献人
民，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后来，

习近平总书记又表达对文学艺术方
面的期许，特别提到“文化兴则国家
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很有启发意
义。因此，文化艺术界、社会科学界工
作者应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
工作，应使自己的精神产品更好反映
人民的精神面貌，反映民族精神，反
映中华民族的创造性。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重视自己的
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解决文化认知深
层的价值认同、道德观念等问题，因
为如果心灵问题不解决、文化信仰问
题不解决，就没办法形成一种合力。
如果按照文化的层级划分，可以有表
层的物质形态、中层的制度文化、深
层的哲学文化，深层的文化是观念形
态的，其中包含了价值、信仰、审美，
这是关于是非、荣辱与道德的大问
题，很重要、很关键。所谓“上下同欲
者胜”“虽有博地众民，不以其道治
之，不可以致霸王”，就是习近平总书
记所说的“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
国家有力量”，这种信仰其实就是价
值观的信仰，是道德信仰。当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的时候，就形成了无比
的力量。

坚守中国文化立场，可以说是历
史的选择，也是爱国主义的具体表
现。我非常赞同著名学者钱穆先生的
观点，他认为，中国文化问题，归根到
底是历史问题，因为中国文化是在无

间断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发展的。钱
穆先生特别强调，世界上没有任何一
个民族的文化，像中国文化这样有一
种贯穿几千年的精神，其他类型的文
化，大抵随着民族的兴衰而沉浮、变
迁，甚至消失。虽然有的文化曾盛极
一时，但是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却如昙
花一现，不能积淀成深厚巨大的文化
实体的绵延。即使西方古希腊和罗马
文化，也曾随日耳曼人的入侵而中
衰，其万丈光芒在中世纪基督教的压
迫和风化下，已化为余烬一堆，虽在
近世得以复兴，但已时过境迁，物是
人非，远不如中国文化绵绵不绝，代
有风姿。

正是多变的历史，导致西方人
常用哲学的眼光注视其文化，欲觅
一具有普遍性和强制性的哲学模
式，赋予其文化以恒固的气质。而中
国人则无须用超历史的哲学眼光来
看其文化，因为中国历史的永恒连
绵早已使其文化显得根深蒂固，恰
如钱穆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文化问
题，实非仅属一哲学问题，而应为一
历史问题。中国文化，表现在中国以
往全部历史过程中，除却历史，无从
谈文化。钱穆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自
信心，建立在对中国历史永恒连绵
的信念上。他坚信，一切外来力量，
都不能打破中国历史进程的永恒连
绵。因此，他对中国文化，抱着一种

“乐天知命”的达观态度，与新文化
运动散发的激进的悲愤情绪所表达
出来的“悲天悯人”的危机感形成了
鲜明对照。

英国著名汉学家马丁·雅克在
《了解中国崛起》的讲演中，也谈到了
类似的观点。他认为，纵观世界史我
们会发现，西方曾经也产生了很多的
大帝国、强国，他们纵横世界，深刻影
响了世界历史。如西方的罗马帝国、
亚力山大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
帝国还有奥斯曼帝国、大英帝国等，
个个都强悍无比。但是，这些强大帝
国在衰弱后基本上都灰飞烟灭，后世
很难再有崛起的可能。作为所谓“日
不落帝国”的“大英帝国”似乎也同样
如此。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古代
东方几千年出现的几乎所有强大帝
国都来自中国。也就是说，近代100多
年的中国虽未能盛极一时，但又重新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这在世界范围内可谓是独
一无二。

马丁教授感到疑惑。为什么西
方帝国总是在昙花一现之后就灰飞
烟灭了，而中国却能得以永远传承？
他解释说，中国其实是一个文明的
存在。在他看来，也许只有这样，才
可以理解为什么西方帝国衰败后就
再无崛起的可能而中国总是能不断
复兴，这是因为中国本身就是一种

文明！是的，中国首先是一个伟大文
明的存在。

对于我们的思考而言，传统文化
需要慢慢地、一步步地走近和走进。
恢复和弘扬传统需要一个过程，这是
一个从文化自知到文化自信的过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文化
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
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
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中国文化就像一棵生生不息的
生命之树，它的根扎得很深、很牢，
孔子及其之前几千年的文化都是中
华文化的根基，儒家形成以后成为
文化的主干，儒家文化影响了一代
又一代的中国人。中华传统文化这
棵大树在不同时代结出了不同的文
明花果，因此只有了解我们自己文
化的深层价值和意义，才能认识到
今天国家的建设、改革实际上都深
深扎根于中国文化的土壤。没有继
承就谈不上创新，中国文化特别强
调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所谓“因不
失其亲，亦可宗也”“温故而知新，可
以为师矣”，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所创
造的文化，所形成的伟大民族精神，
可“宗”可“师”。

讲好中国故事，就要了解中国
文化的精神、精髓。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文艺的民族特性体现了一个民
族的文化辨识度。我们要坚守中华
文化立场，同世界各国文学家、艺术
家开展交流。要重视发展民族化的
艺术内容和形式，创作出优秀作品，
更要通过作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

中国叙事体系。作为世界上举足轻重
的大国，中国故事不仅中国人阅读，在
全世界也不乏受众。要让中国故事更
生动、更形象、更具感染力，就要以文
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
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
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作品吸引全世
界的读者更加客观、全面地看待中国、
理解中国。

坚定文化自信，就是要树立中国
文化立场。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中国
人民以一往无前的决心和意志，以前
所未有的智慧和力量，开辟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
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创造了人
类文明新形态，大幅提高了中国文化
软实力。身处伟大时代，文艺工作者应
有充分的使命自觉，努力创作优秀的

成果、作品，记录当代中国的波澜壮
阔。今日之中国创作素材极为丰富，建
党百年的伟大成就、脱贫攻坚的人类
奇迹、抗击疫情的中国担当、五千多年
文明的厚重悠长，都是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艺术源泉。关键是要俯下身子、
迈开步子，创作出有深度、接地气、与
时代同频共振的优秀作品。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期望的那
样，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以更为深邃的
视野、更为博大的胸怀、更为自信的态
度，择取最能代表中国变革和中国精
神的题材，进行艺术表现，塑造更多为
世界所认知的中华文化形象，努力展
示一个生动立体的中国，为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谱写新篇章。当前，国
际社会希望解码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成
功秘诀，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变迁和
心灵世界，须知中国人民历来具有深
厚的天下情怀。我们要抓住世界各国
日益关注中国发展、希望了解中华文
化的历史性机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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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
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
国智慧的优秀文化，展现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我们要有信心和抱
负，承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创作更
多彰显中国审美旨趣、传播当代中国

价值观念、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
的优秀作品。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树立平
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以文明
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
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
越。”随着中国伟大实践的推进，中国
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更加迫切了解
中国。

中国要让世界了解，中国要和世
界对话，必须彼此之间互相了解。这让
我想起一件难忘的事情。我原来在曲
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学院工作的时
候，接待一批美国青年，墙上挂着一幅
孔子像，我问这些年轻人他是谁？他们
都不知道，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所
以，他们对于中国的了解，实际只是一
个缩影。虽然西方也有一些汉学家，但
数量毕竟还是少数。与外国朋友的交
流过程中，我了解到，外国对中国的了
解可能远远比不了中国对于世界的了
解。中国的和平理念、中国的文化特
性、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如果世界不了
解中国，中国就没有办法融入世界，世
界也没有办法和中国进行对话。因此，
大力弘扬传统文化，一方面是解决中
国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把中国的故
事讲好，让世界了解中国，实际上也是
中国人民献给世界的伟大礼物。

孔子指示为学的路径与方法时
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
艺。”“游于艺”与“志于道”“据于德”

“依于仁”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游于
艺”不能离开“道”与“德”，要立志向
道，据守住德，依倚于仁。一方面，

“游于艺”是为了树立道德精神；另
一方面，道德精神应当成为文艺的
灵魂。

不少人把“游于艺”理解为一般
的游于技艺，这与孔子的意思并不
一致。艺有“技艺”和“道艺”的区分，
可以分别称之为“小艺”和“大艺”。

“小艺”指的是作为“小子之学”的小
学“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之
文；“大艺”则指作为“大人之学”的

“六艺”，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6种科目。孔子所说的“游于艺”，指
的就是包含穷理、正心、修己、安人
之道的这些科目，有时也指孔子为
这6种科目所整理编订的教科书，
即儒学六经——《诗》《书》《礼》《乐》
《易》《春秋》。

人首先要“志于道”。“道前定则
不穷”，人有了正确的“道”，有了正
确的价值体系与信仰追求，就有了
做有德人、有爱心人、涵养自身的人

的自觉。孔子强调“游于艺”，是要人们
涵泳于诗、书、礼、乐等的研修之中。人
到15岁前后，也就到了应该明理懂事
的年龄，应该学习修身做人与社会管
理。孔子以“六艺”教人，是为了教化社
会人心，教人明道修德。

孔子“艺”之所指是什么？《礼记·
少仪》中有：“士依于德，游于艺”，清楚
表达了德与艺的关系。《学记》有言：

“不兴其艺，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
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兴其艺，
游于艺，从而乐于艺，所“乐”在“艺”，
这就是孔子所说“游于艺”的本来意
思。“大学之教”教人“乐学”“游艺”，学
有所乐，涵泳其中，最终才能学有所
成，化民成俗。古籍中“艺”有时也专讲
技艺，但将“技艺”与“道德”并言时，往
往讲要以道德为先，以道德作为引领，
也即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以明德
引领风尚”。

中国先哲强调“形而上者谓之道，
形而下者谓之器”“德成而上，艺成而
下”，也强调了“德”与“艺”的关系。孔
子称赞他的弟子冉求说：“求也艺，于
从政乎何有？”冉求多才多艺，让他治
理政事有什么困难呢？孔子又说：“若
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

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
成人矣。”认为像冉求这样多才多艺的
人，再用礼乐来成就他，也可以算是完
人了。有了“艺”和“知（智）”“不欲”

“勇”之类的特点或优点，还不能没有
礼乐，还要加之以仁义礼乐，因为礼乐
中包含着德性的要求。

文学艺术及相关艺术行为是寄托
和影响人们精神世界最直接的方式，
用什么样的文学艺术作品去锻造灵
魂，文艺工作者怎样去塑造国民的精
神品格，这是关系国家走向、民族形象
的大事。孔子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人离不开文艺，
文艺家也会不断追求艺术的更高境
界。然而，艺术家的格局与气象体现在
他对于“道”的把握中。这个“道”是人
道，是与天道、地道相互和谐统一的为
人处世之道。有道的君子，有境界、有
品位的文学艺术家才会使自己的作品
唱响主旋律，有鲜明而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有自心底洋
溢出的骨气和底气。

古人云：“书而不法，后嗣何观”，
本是就历史记事原则而言，意思是书
写或记载历史必须遵循的内在法则，
不然人们会从中得到什么呢？文学艺

术家创作作品，大致就像做人那样，唯
有有了灵魂的觉知，才算活得明白，才
能达到人生的境界。西方有人说，某些
时候，音乐甚至是一个从未表达出来
的完整的内心世界的唯一见证。“书写
之法”与“为人之道”是相通的。在“书

之法”的意义上，书写和记载历史，与
文艺创作内在相通，不讲书写创作之
法，历史记载就可能是“断烂朝报”，文
艺作品就是没有精神的躯壳。可见，孔
子“游于艺”的思想，对于今天的艺术
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

文艺是心灵的觉知

▲传统民俗——制作门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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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郭诩 《乞巧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