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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两个“12 日”，都会记
得。一个在3月，一个在11月，记
作一春一秋。都与孙中山先生有关，
前者是他的逝世日，后者是他的诞辰
日。

为纪念这位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
伟大先行者，每年的这两日，在北京
中山公园中山堂，都会举办一个纪念
仪式。

1925 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曾
在此处停灵，接受各界人士瞻仰吊
唁。现在的中山堂大厅内，一座高约
2米的汉白玉孙中山塑像端坐在前，
上方匾额是先生手书“天下为公”4
个蓝色大字，堂内四周是《孙中山与
北京》展览，展出图片200余幅，孙
中山先生手迹、语录、图表等30余
幅，还有文稿、衣物、书籍、印章、
生活用品复制品30余件。

记不清来多少次了。过去是组织
者，今天是参加者。

仍由全国政协领导主持：
“孙中山先生诞辰156周年纪念

仪式现在开始。请全体肃立，静默三
分钟。”

“静默毕，请坐下。”
“现在向孙中山先生像敬献花

篮。”
——请“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敬献花篮。”
——请“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中央委员会敬献花篮。”
——请“中共中央统战部敬献花

篮。”
——请“北京市人民政府敬献花

篮。”
4个花篮依次抬上，4位代表依

次上前整理挽带，退后一步，三鞠
躬。

“请全体起立，向孙中山先生像
三鞠躬。”

“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
“纪念仪式结束。”
如此简朴，如此郑重。风雨无

阻，持之以恒。
先行者奉献中华，
后来人永志不忘。
当天的中山公园格外美丽。蓝天

白云之下，出中山堂南门即是社稷
坛，坛上依次东青、南红、西白、北
黑、中黄，平整铺展着祖国大地的五
色沃土，疆土辽阔、江山永固，世世
代代、念兹在兹。

再往南去，便是一条两边银杏
夹迎的走道，这里已成为北京观赏
银杏的网红打卡地。昨晚一夜风，
今朝遍地金。满地铺盖的银杏叶银
杏果，金光灿灿，令人不忍踩踏，

纷纷拍照留念。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余音不绝。
振兴中华，代有传人，前赴后继，

春华秋实。
又想起那首 《沁园春》 的著名词

句：“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
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
朝”。岂不正是。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民族和宗
教委员会原驻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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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优秀的艺术教育家。
1983年，吴为山同时被中央工

艺美术学院特艺系装饰雕塑专业和南
京师范大学美术学系录取。因受父亲
影响，胸怀“师范”理想的他选择了
就读南京师范大学，并在毕业后留校
任教，成为一名人民教师。此后，他
从来没有忘记初心，没有放弃过对于
教育的追求和美育的热爱。

在美丽的南师校园中，留下了大
量他雕塑的教育人物作品如吴贻芳、
江谦、李瑞清等。去年，在纪念陶行
知先生诞辰130周年时，我在南京晓
庄学院见到了吴为山为陶行知纪念馆
新馆（师德教育馆）雕塑的陶行知先
生像，正面严肃冷峻，侧面温润亲
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吴为山一直坚持以美育人，为艺
术教育鼓与呼，先后提交了加强全民
美育、推动学校美育与体育协调化共
同发展、加强少数民族民间美术的国
家收藏与利用等提案。他认为，美育
是无形的，却是十分重要的。它是根
本性的教育，是心灵的教育。美育应
当是超越功利的、不是为了升学和考
试而设的一门课程，我们要在全社会
的里里外外多方面形成一种美育的氛
围。要让美成为一个民族文化中最强
的力量，让崇高的美、理想的美、高
雅的美以及那些饱含着一代代艺术家
们对时代、对祖国、对人民、对民族
的那种深爱的美，渗透到我们的社会

中，渗透到我们的血液里，渗透到我们
所有青少年儿童的心灵世界中。

吴为山提出，每一位艺术创作者，
都要致力于让国家文化精髓成为大众美
育的资源。他把中国美术馆作为重要的
美育大课堂，通过“大师讲大美”“中
国美术馆之夜”“中国美术馆云课堂”
等公共教育项目以美化人。

他先后邀请了濮存昕、于海、海
霞、廖昌永、吴碧霞等各界名人走进中
国美术馆，以他们的社会影响力和高超
的艺术水平为广大观众进行有声有色的
美育。他还与同事们一起，把残障儿
童、农民工子弟请进美术馆，与他们一
起作画，让他们接受美的熏陶，与所有
人共享美育。

他一直关注民间教育改革，支持我
发起的新教育实验。2017 年 2 月 13
日，吴为山专门送我一尊孔子雕塑像的
缩小版，勉励我像孔子那样“学而不
厌，诲人不倦”。2019年，他又先后两
次在送我的画作上题签新教育核心理念

“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他是杰出的中外文化交流使者。
以自己的雕塑作品为纽带，吴为山

架起了一座座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他
的大型雕塑《问道》立于新加坡中国文
化中心、白俄罗斯国家美术馆等，《微
笑的顾拜旦》立于瑞士洛桑国际奥委会
总部，《伟大的行者——马克思》立于
马克思故乡德国特里尔，《超越时空的
对话——达·芬奇与齐白石》立于意大
利达·芬奇博物馆，《神遇——孔子与
苏格拉底的对话》落成于希腊雅典核心
地带的古市集遗址，纪念老一辈无产阶
级革命家留法勤工俭学运动100周年的
雕塑《百年丰碑》屹立在法国，《隐元
禅师像》“落户”在日本……这一尊尊
反映中国文化精神的雕塑立在不同的土
地上，讲述着一个个精彩的中国故事。
中外古今名家在吴为山的雕塑作品中跨
越时空“对话”，促进了文化交流与文
明互鉴，诠释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理念。

2016年，吴为山被中宣部、国务
院新闻办授予担任“讲好中国故事文化
交流使者”。在2018年全国两会的“委
员通道”上，吴为山面对中外媒体讲述
了如何以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
事。他表示，要以饱含生命力的雕塑，
助力中国文化传播，连接起爱好和平、
热爱艺术的人们，向世界展示可信、可
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展现中华民族的
伟大精神，以艺术之美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

他是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政协
委员。

我和吴为山都是全国政协常委，也
都是全国政协委员优秀履职奖的获得
者。给他的颁奖词写道：“政协工作的
有心人，美术工作的有心人。创作巨型
主题雕塑《旗帜》建党精神旌旗猎猎。
策划委员美术作品展，齐心协力共写丹
青。借美言志，引导群众领略信仰伟
力；以美为媒，让世界读懂大美中
国。”言简意赅，清晰地把吴为山作为
政协委员的履职贡献勾勒出来。多年
来，他坚持将自己的专业所长和政协委
员履职紧密结合起来，围绕我国文化建
设开展调研，为新时代文化繁荣发展建
言献策。他先后提交过 40 多件提案，
其中《关于加强红色题材精品创作，并
落实到革命纪念地的提案》荣获全国政
协2020年度好提案。他将一名政协委
员对党的真挚情感、对革命历史的缅
怀、对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成就的
自豪与自信熔铸在艺术创作中。自
1985年为家乡江苏盐城创作大型雕塑
《新四军东进》开始，到2021年为中国
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创作巨型雕塑 《旗
帜》，他先后创作了近百件红色雕塑，
用自己的雕塑作品凝固了中国革命和建
设曲折而光辉的历史。

吴为山先后将《延安窑洞对》《三
战三捷——彭德怀、习仲勋在 1947
年》等一批大型雕塑作品捐赠并陈列于
延安革命纪念馆、陕北三战三捷纪念馆
和延安鲁艺，同时在延安等地举办“吴

为山革命主题雕塑作品展”，以红色经
典美术作品助力党史学习教育。他还带
领全国中青年艺术家创作红军长征组
雕，策划大型展览“伟大征程 时代画
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
术作品展”并在线上发布，吸引了3亿
多网民观看。他还在清华大学、南京大
学等十多所知名高校为美术专业师生和
美术爱好者作题为“美术中的党史”的
主题演讲。

2021年，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他先后主持策划了“全国政
协委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书
画展 （1921-2021） ”“同心协力写丹
青——中国美术馆藏书画界全国政协委
员美术作品展”“庆祝中国民主同盟成
立80周年盟员美术作品展”，从不同角
度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
治协商的历史与成就。

我想，吴为山的成就得益于他多年
的学习与修行，也得益于他曾经雕塑的
那些伟大人物的精神浸润。吴为山曾经
在一本书中讲述了他雕塑孔子、老子、昙
曜、曹雪芹、鲁迅、邓小平、费孝通、季羡
林、周巍峙、饶宗颐、顾毓、陈永康、杨振
宁、山源老人、张明山、齐白石、林散之、
萧娴、吴作人、聂耳、顾景舟、熊秉明、苏
天赐、圆霖法师等人物的心路历程，一方
面是他塑大师，通过具体的材料塑造形
神兼具的大师；一方面是大师塑他，用自
己的人格魅力和春风化雨的教诲指导帮
助他成长。

吴为山曾经说过，他不会为自己塑
像。因为每件作品都已是他自己心灵的
投射，“在我老去的时候，回望我的人
生，再看看堆积成山的雕塑，那就是我
的生命轨迹，是我的自塑像。”

是的，正是那些伟大的人物，雕塑
出一个独特的吴为山；正是在这些伟大
人物的精神感召下，吴为山已经雕塑出
了一个最好的自己。

他就是自己最好的作品。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

副主席）

他是自己最好的作品（下）
朱永新

我想讲讲王阳明与 《传习录》
的故事。

王 阳 明 生 于 1472 年 ， 卒 于
1529年，浙江余姚人。他的思想活
动展开于 16 世纪初，故一般认为
他是 16 世纪的思想人物。王阳明
名叫王守仁，号阳明，后世称他的
思想学说为“阳明学”。这个称呼
在王阳明在世时就已出现。

阳明学在晚明 100 多年的时间
里，影响非常广泛。清代 《明史》
称王阳明“门徒遍天下”，阳明学

“流行逾百年”。“门徒遍天下”的
说法在晚明万历年间已出现。“流
行逾百年”是指 16 世纪 20 年代直
至明朝灭亡的1640年代。这说明阳
明学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在整个中
晚明时代影响巨大。

但所谓“影响”，究竟应当如
何评判，则是众说纷纭。今天我们
重温阳明学、重读 《传习录》，主
要是为了从中吸取传统文化的思想
智慧，同时也要了解一些有关王阳
明及其《传习录》的历史知识。

一、王阳明的时代背景

按照学术界的一般说法，16世
纪的明代社会，属于帝制中国晚
期，或称之为近世中国。那么，当
时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不妨拿 11 世纪的北宋为
例，通过比较来了解 16 世纪明代
思想状况。现在学术界流传一种说
法，认为 11 世纪北宋，简直可称
为“群星璀璨的时代”，出现了一
大批中国历史上声名卓著的大人
物，如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
苏轼、曾巩、张载、程颢、程颐等
等，这样一批天才性的人物在特定
的时代条件下应运而生，共同推进
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发展。

相比之下，王阳明的时代可谓
是星辰寥落的时代。在思想文化上，
能与王阳明比肩的思想人物几乎绝
无仅有。在北京与王阳明结交成为
挚友的湛甘泉，可以说是同道中人，
两人于弘治的最后一年1505年共同
誓言重振儒学，但湛甘泉的思想创
发性以及社会影响力都无法与王阳

明同日而语。环视王阳明生前身后，在
弘治、正德、嘉靖初年，我们几乎找不
到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留下重要足迹
的思想家、政治家或史学家。就思想史
的角度看，我们能看到的大多是朱子
学后劲人物，有的思想人物虽已逸出
程朱理学的藩篱，然也不足以开创出
思想新天地，例如陈白沙。清初黄宗羲
在《明儒学案》中认为，开明代思想风
气之先的是白沙和阳明，然而白沙的
思想口号“静中养出端倪”，这更像是
个体的经验之谈，远不如阳明学“知行
合一”“致良知”的口号那样富有极大
的思想魅力。

总体来说，王阳明生活的时代，思
想界处在朱子理学的笼罩之下，当时
的大多数儒学家跟随朱子学亦步亦
趋，不敢越雷池一步，黄宗羲概括为

“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说的是明
代早期朱子理学的发展已呈现出疲弱
之势。这就导致当时的社会思想气氛
颇显沉闷，明初理学家要么是“守儒先
之正传，无敢改错”，要么说朱子之后

“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就充分说明
了这一点。根据这些说法，朱子学已至
理论巅峰，没有必要再做任何理论上
的发展。王阳明正是身处这样一种思
想困顿的时代，所以当他开始提倡心
学，便马上遭到了一批理学捍卫者的
攻击，而阳明学正是在与各种思想的
交锋下发生、成长并不断发展。从另一
个角度看，王阳明不是孤独的，在他提
倡“学贵得之心”的心学思想鼓动之
下，社会上很快出现了思想风气大转
变，史书上说，到了嘉靖、隆庆年间，

“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
矣”。可以说，王阳明开创了心学思想
新天地，并将心学运动逐渐推向高潮，
他的心学理论谱写了中晚明时代思想新
乐章。

二、王阳明的思想历程

1.人生第一等事
阳明在11岁时，曾经跟私塾老师

有过一次交谈，阳明表示立志要做
“人生第一等事”。什么是“第一等
事”？他的父亲王华在一旁笑道：“汝
欲做圣贤耶？”原来，所谓“第一等
事”，就是指儒家士人自古以来的最

高人生抱负：成圣成贤。在儒学史
上，孟子最早阐发了这一思想，他认
为圣人也是人，因此“人人皆可为尧
舜”。与孟子性善说唱反调的荀子主
张性恶说，但他也承认“途之人可以
为禹”。这是说走在马路上的普通人
也可以成为像“大禹治水”故事中的

“大禹”一般的圣人。可见，孟荀都
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成就像尧舜禹一
样的伟大人格，而且认为这是人之所
以为人应当努力追求的人生目标。

佛教传入中国后，提倡一种人皆
可成佛的思想，唐代道教则提倡人皆
可成仙。可见，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儒释道三教都主张通过一定的修养实
践，任何人都可以实现自我的精神转
化。在儒家，这叫作“超凡入圣”，
成就圣人一般的理想人格，这成为激
励人生的终极理想。宋代新儒学的开
创者周敦颐首次提出“圣可学”，其
弟子程颐提出了“圣人可学而至”的
观点，他的理论依据是，一个人生下
来“圣人之质”已具。周、程的这一
观点上千年来成为激励儒家仁人志士
的思想口号。

与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一脉相承，
王阳明晚年提出“满街都是圣人”，
更是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出现
了“圣凡平等”或“圣凡一律”等思
想主张。阳明学的理论依据是：“人

人胸中有仲尼”“心之良知是谓圣”。
这些话头让普通百姓听来，就会很兴
奋，让人觉得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
以实现理想的人格。阳明心学之所以
在晚明兴起波澜，与心学话语贴近平
民、切近生活有很大关联。

2.格竹事件
阳明在十五六岁时，经历了一场

“格竹事件”。少年王阳明相信朱熹讲
的“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
莫不有理”的格物理论，认为既然万
物有理、人心有知，那么通过与事物
的接触，运用自己的认知能力，就可
以认识事物的道理。于是，他与朋友
一起做起了“格竹”实验，面对庭院
的一片竹林，去尝试把握竹子的道
理，结果格了七天七夜，不但没有成
功，反而导致旧疾复发，以失败告
终。这件事对阳明形成了沉重打击，
是他思想上的一次严重挫折，给王阳
明的内心造成了阴影：外在世界的

“一草一木”之理，怎么与我们的内
心世界打成一片呢？对此，当时的阳
明始终不能释然，换言之，心与理、
心与物如何化解对立以实现统一，这
成为阳明的一个心结。但从正面看，
阳明内心已隐伏了对朱子学的思想怀
疑，成为他开创心学理论的一个契
机。因为历史上，儒家相信有疑问则
学问才有进步，叫作“小疑则小进，
大疑则大进”。从哲学上看，任何理
论的创新都源自怀疑精神。王阳明也
同样经历了一番这样的思想历练。

（作者系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
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
儒学研究会会长）

■相关链接：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传承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古籍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重要载体，重温古籍是传承
传统文化的重要方式。在今年我国著
名思想家王阳明诞辰 550 周年之际，
国家图书馆举办了国图公开课“天才
的时代”系列“此心光明——纪念王
阳明诞辰 550 周年”《百部经典》 阅读
推广特别活动，吴震发表主旨演讲，
带领读者和观众领略一代大儒王阳明
的思想与风采。作者在演讲基础上整
理成稿，现特此刊发以飨读者。

王阳明与《传习录》（上）
吴 震

书话书话书话 漫谈漫谈 ⑧⑧ 委员委员委员 时间时间

▲王阳明画像

慢阅读慢阅读

一言一言一言 难忘难忘

委员时间委员时间

我是一名教师，数十年来一直承
担着中国彩绘陶瓷艺术的教学工作。
在我国制瓷的历史长河中，彩绘瓷是
最具代表性、最绚丽多姿的一种艺术
表现手法。但遗憾的是，中国传统彩绘
瓷中不少优秀的品类，其创作技法和
美学理论未能很好地形成教材，比如
宋金时期的红绿彩。红绿彩来自民间，
开创了中国陶瓷釉上彩绘的先河，其
色彩大红大绿，用笔灵动有趣，具有浓
厚的民间韵味和民俗气息。这是中国
老百姓创造的民间艺术，也是老百姓
在生产生活中积淀的对美的认识和表
达，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中“美”的人民性。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守中华
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
识和文化精髓，更坚定了我守正创新的
信念。多年来，我致力于对传统红绿彩
陶瓷艺术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梳理，并编
辑成教材，使这一历史悠久的艺术语言
在今天“活化”。与此同时，还带领、组织
研究生们走出书本和课堂，走向民间，
走向大自然，结合红绿彩的艺术特色和
表现形式，开展写生、创作和田野调查。
学生们从传统文化和自然风物中汲取
营养，进行艺术创作，教学效果非常好，

不仅艺术创作能力达到了一定高度，而且
对历史文化的觉知力和自信心也不断提
升。我想，传统的红绿彩艺术，魂兮归来，
成为当代艺术、当代设计的艺术脉络和源
泉，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从而使古老的传统文化以
鲜活的、富有生命力的状态进入我们的

“当下”，可期可待。
目前，我们还有一项重要的科研项

目在进行中，叫“线的气韵构成”。中国的
艺术，书法也好，绘画也好，都特别讲究

“线”的构成，我们用毛笔讲究线条的气
韵生动。以书法为例，一幅字从第一笔到
最后一笔，它是气韵贯穿的、流畅的，即
所谓始于一画而终于一画。绘画也不例
外，这几年，我潜心教学，以红绿彩、元青
花为对象，深挖它们的美学传统谱系，发
现线的气韵构成正是其最重要的东方美
学内核。以“线的气韵构成”为经纬构建
东方美学话语体系，用国际语言表述出
来，使之形成国际通用的课程，不仅可以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当代意义的转
化，也可以解决在现阶段和未来，“三大
构成”（平面构成、立体构成、色彩构成）
无法满足大量的现代艺术设计的困境。

在文化艺术全球化、多样化的当下，
这个课题有积极、深远的现实意义，可以
为世界提供以“线的审美”“气韵的审美”
进行艺术创作的中国思维和中国方案。
立足我们民族文化，构建中国话语和审
美体系，不仅让世界看到发展中的中华
优秀传统艺术，更是以当代性的中国美
学话语与世界展开对话。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
究院文学艺术院院长、陶瓷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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