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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言一言一言 难忘难忘

书法艺术亦是我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重要项目。2022年5月，91岁高
龄的沈鹏先生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闻
道未迟：沈鹏诗书作品展”，有关评
论指出：沈鹏是当代书坛大家，以深
厚的文化修养和自由的笔墨意趣昭示
文化对书法的重要性，他的书法艺术
开创了新的审美天地，他以“中和”
为旨，在“志气平和，不激不厉”的
规范之内发挥着最大的创造性，续接
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他将古典诗词
神韵与书法相融合，被称为独特的

“诗书”。
这让我想起沈鹏先生在中国国家

画院“沈鹏书法工作室精英班”提出
的十六字教学方针：“弘扬原创，尊
重个性，书内书外，艺道并进。”沈
鹏先生在书法的创作、理论高度、学
术 深 度 及 教 学 上 都 是 成 就 卓 著 的
大家。

沈鹏先生是大学问家，又是长者
和朋友，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我们就
相识。沈鹏先生和我曾经都是全国政
协文艺界委员，常在一起参加各种会
议，自然熟悉，感情颇深。

记得 1997 年我准备在中国革命
博物馆举办“魂系山河——庆香港回
归祖国李延声画展”，同时要出版一
本新的 《李延声画集》，想请沈鹏先
生写篇序文。他不仅爽快地答应了，
而且亲自跑来中国画研究院的展览室
看我的作品。随后他写就的《<魂系
山河>赞赏》，发表于 1997 年 4 月 30
日的《人民日报》上。不久沈鹏先生
又专为《魂系山河》画卷题五律诗一
首：“鸩毒存亡急，群开八阵图。避
趋抛禄福，生死决头颅。蛇豕飞灰
日，茱萸插海隅。自强殷鉴近，拒腐
越长途。”词约义丰，意味深长！

沈鹏先生和我生肖都属羊，他
是兄长，比我长了一轮。2003 年是
羊年，春节期间，为了祝贺我们共
同 的 本 命 年 ， 我 们 合 作 画 了 两 张

《三羊开泰图》，这位中国当今书法
大家题词，我作画，然后各收藏了

其中一张，以示对我们友谊的纪念。
2007 年中信出版社出版拙著 《智

者——李延声中外名人写真画集》，沈
鹏先生不仅为扉页题字，还以小行书写

《尽精微而全神韵》 的序文，十分精
彩。有许多朋友都将这篇书法序文当作
学习书法的范本来临摹。2012 年文化
艺术出版社出版拙著《神工——李延声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写真》，
沈鹏先生不仅题写了书名“神工”，而
且作诗书：“草根沃野赛名花，香彻寻
常百姓家，兰叶游丝描不足，绵长悠远
踵增华。”

2016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
周年，我创作了百米画卷，沈鹏先生不仅
题词“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画卷”，并且
作诗“伟大先行者，壮怀追大同，医民更
救国，效禹不居功。邦忌沙盘散，峡熙板
块通。至今诵遗嘱，心浪越时空。题李
延声画《伟大的先行者孙中山长卷》 沈
鹏诗书”。这一年我从艺60周年的有关
画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沈鹏先生

又题词“笔墨当为时代立传”。
沈鹏先生生于江苏江阴的书香门

第，幼年时习字画，少年从章松厂 （清
末举人） 等人学习古文、诗词、中国
画、书法。1949 年，17 岁的他只身来
到北京，以大学同等学力考入新华社训
练班，得以聆听范长江、赵超构、吴冷
西、萨空了等前辈的教诲，获益匪浅。
从训练班毕业后，沈鹏被借去参与人民
美术出版社的筹建，人民美术出版社第
一任社长萨空了爱才惜才，他的一句话

“让沈鹏留在我们身边吧！”指定了沈先
生大半辈子的工作方向。

“为人作嫁心头热，处事无私天地
宽”。在沈鹏先生卸任人民美术出版社
副总编辑时，经他编辑出版的各种美术
类图书竟有500多部。他是名副其实的
编辑出版家，是靠自己苦干出来的“大
家”。沈鹏先生发表古诗词逾千首，出
版诗词选集 《三馀吟草》《三馀续吟》

《三馀再吟》，评论文集 《书画论评》
《沈鹏书画谈》《沈鹏书画续谈》《书法
本体与多元》 及各类书法作品集 40 余
种，截至2022年3月《沈鹏全集》出版
已达八卷。

沈鹏先生习书由楷入手，临柳公权
《玄秘塔》 数载，后习隶、魏，对 《史
晨》《张迁》《石门颂》《郑文公》 诸碑
帖多用工夫，中年又痴迷王羲之、米
芾、怀素等历代名人草书。因此今天他
得以其行草书和隶书盛名。赵朴初先生
赞扬沈鹏书法“大作不让明贤，至所欣
佩”。启功先生也说：“仆私交沈鹏先生
逾三十载，观其美术评论之作，每有独
到之处”“所做行草，无一旧时窠臼，
艺贵创新，先生得之”。在我看来，这
些评论不是虚美之词。

2003 年 ， 我 到 沈 鹏 先 生 家 中 拜
访，并为其画像。沈鹏先生颇具文人气
质，说话声音不大，时常沉思，有时微
笑。清瘦而显风骨，飘逸的白发流露着
诗人的才华，其诗句“百丈飞流大写

‘人’”正是其人品情操与艺术境界的
体现。画像时，他环臂沉思，俯视下
方，仿佛在审视自己刚刚完成的墨迹未

干的作品，微喜中显露出他对艺术的自
信神态。他的题字是“废纸三千犹恨
少，新诗半句亦矜多。延声兄写真 癸
未之夏 沈鹏”。“新诗半句”不仅是对
仗“废纸三千”，为什么仅仅是“半
句”呢？沈先生写了上千首诗，岂止半
句，但如果放到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
看，留下一点，留下半句就是很多了；

“亦矜多”中“矜”字用得绝妙，即自
尊、自矜其功，这也体现了沈鹏先生的
自信。让我想起了李可染先生有方印

“废画三千”，可见成功的艺术家都是不
仅有非凡的天赋，而且有过人的勤奋。

沈鹏先生崇德尚艺、潜心学问、德
高望重、提携后学。沈鹏先生曾担任中
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中国书协名誉主席，骀背之年仍笔耕不
辍。沈鹏先生还将书法作品捐赠给中国
国家画院、中国美术馆、亚运会、灾区
等，其在书法界作出了贡献，在中国文
化史上留下一笔宝贵财富。

（作者系第十、十一、十二届全国
政协委员，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艺委会
原主任）

废纸三千犹恨少 新诗半句亦矜多
李延声

我们既在自然之内又在自然之
外。我们同时是宇宙的、物理的、
文 化 的 、 大 脑 的 、 精 神 的 …… 存
在。我们是宇宙的孩子，但是由于
我们的人类性本身，我们又是我们
的文化、我们的精神、我们的意识
的孩子。我们变成了我们所从出的
宇宙的异乡人，而这个宇宙同时仍
然对我们是很密切的，使我们认识
这个物理世界的我们的思想、我们
的意识。

——（法）埃德加·莫兰著
在 《复杂性理论与教育问题》

第三章 《人类地位》 中，莫兰开宗
明义指出，对于人类地位的研究，
不仅属于人类科学的范围，也不仅
仅属于哲学和文学的对象，它同时
是“被更新了和合并了的自然科学
即宇宙学、地球科学和生态学的研
究课题”。人类所处的行星，只是
处于宇宙郊野的一个太阳的卫星，
而太阳则是银河系的数亿恒星中

“迷失的侏儒小天体”，银河系本身
又处于没有中心的膨胀的宇宙的周
边地带。人类作为水、大地和太阳
的孩子，只是“宇宙扩散中一个微
不足道的事物，是太阳系存在中的
一些碎屑，是地球存在中的一棵细
小的萌芽”。所以，要认识人类，
不能把人从宇宙中分离，而是要把
他“放置在宇宙中”，把人类的命
运既整合到宇宙之中又加以区别。
之所以要加以区别，这是因为人又

是我们自己的文化、精神和意识的孩
子，是这个地球上所有生物中“唯一
拥有超级复杂的‘神经-脑’器官
的，唯一拥有双重分节语言在个人和
个人之间进行通信的，唯一有意识的
生命体”。人类认识自己，一直在路
上。

人类存在在其复杂性中向我们显
现：既是完全生物的又是完全文化
的。我们用以思想的头脑、我们用以
讲话的嘴巴、我们用以写字的手，都
同时是完全生物性的和完全文化性的
器官。最为生物性的东西——出生、
死亡，又同时是最被文化浸透的东
西 。 我 们 最 基 本 的 生 物 行 为 ， 吃 、
喝、便溺都紧密地与规范、禁忌、价
值、象征、神话、仪式相连，也就是
说与最为特定的文化相连。而我们最
为文化性的行为——说话、歌唱、跳
舞、恋爱、沉思，又调动我们的身体
和我们的器官，其中包含大脑。今后
人的概念有两个入口，一个是“生
物-物理学”的入口，一个“心理-
社会-文化”的入口，两个入口互相
依赖。我们以全息点的方式在我们拥
有个别性的内部，不仅蕴藏着整个人
类、整个生命，还几乎包含整个宇
宙，包括宇宙可能潜藏在人性深处的
神秘。

——（法）埃德加·莫兰
莫兰是从三个维度论述对于人类

认识的贡献的：一是科学文化的贡
献，二是人类科学的贡献，三是人文
文化的贡献。科学文化主要是指自然
科学的贡献，人类科学主要是指社会
科学的贡献，而人文文化则是指人文
科学的贡献。他认为，人的复杂性决
定了研究人、认识人也必须用多学科
跨学科的方法来进行。人的许多生物
学的行为，背后有许多社会、文化的
东西；而人的许多文化性的行为，背
后也有许多生物性的内容。你中有
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所以需要

有两个重要的入口。无论是社会学、
经济学、历史学等社会科学，还是语
言文学、小说电影、诗歌、艺术、哲
学等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一起，就
可以更深入更细致更全面地洞察人
性。其实，正如一滴水可以看见太阳
的光辉一样，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也可
以窥见整个人类、整个生命乃至整个
宇宙的秘密。也许，在人性深处还有
许多蕴藏的宇宙密码，等待着我们不
断地探寻和发现。莫兰对此仍然抱有
极大期待，而且他把希望放在教育的
肩上。他说：尽管现在尚无一门关于
人的科学来协调和连接许多门关于人
的科学，但是教育可以有效地把自然
科学、人类科学、人文文化和哲学汇
聚到对人类地位的研究上来。只要教
育更多地关注人类问题、人类命运，
更多地用系统、复杂、整体的方法研
究人的问题，就一定能够“导致对我
们全球特有的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在
这个共同体中所有人类面临同样的生
死存亡的问题。”

所有的知识同时构成一种翻译和
一种重构，它们从信息、符号和象征
出发，采取表象、概念、理论、表述
的形式。知识的组织 （它依据的原理
和规则不在此处审视） 包含连接 （结
合、包含、蕴涵)和分解 （区别、对
立、选择、排除） 的操作。过程是循
环的：从分解过渡到连接，从连接过
渡到分解；此外，从分析过渡到综
合，从综合过渡到分析。换言之，认
识同时包含着分解和连接，分析和综
合。我们的文明、我们的教育注重分
解而忽视连接，注重分析而忽视综
合。连接和综合在这里处于不发达的
状态。因此，分解和无联系地积累知
识受到重视，以致获得了连接知识的
组织的作用。

——（法）埃德加·莫兰著
我们知道，人们学习 （接受知

识） 的过程也是一个建构的过程，不

是一个毫无规则地把知识装进头脑的
过程。按照皮亚杰的理论，这个过程
实际上就是个体认知结构 （图式） 的
建构过程。在学习中，个体原有的认
知结构 （图式） 与新的信息之间以同
化或顺应的方式相互作用，使之得以
扩充或重组，建构为新的认识结构
（图式）。所谓同化，是指把新信息整
合到原有认知结构 （图式） 的过程；
所谓顺应，是指改造原有的认知结构
（图式） 以接纳新信息的过程。个体
通过同化与顺应这两种方式来实现与
周围环境的平衡：能够用现有认知结
构 （图式） 去同化新信息时就处于一
种平衡状态，而当现有认识结构 （图
式） 不能同化新信息时，平衡即被破
坏，就要修改或创造新的认知结构
（图式）。顺应的过程就是寻找新的平
衡的过程。个体的认知结构就是在

“平衡－不平衡－新的平衡”的循环
中得到不断丰富、提高和发展。在这
段文字里，莫兰从大脑对信息加工的
两种方式进行了比较。他认为，人们
组织知识包括连接与分解、综合与
分析两种基本形式，由于学科知识
的日益分化，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
分解与分析的方式，趋向于“把对
象彼此分开”“孤立于它们的自然环
境和它们构成其部分的整体”。这样
的知识组织方式无疑是不利于建构
得宜的大脑的。他明确指出，认知
心理学的研究表明，认识的进步主
要不是由于特殊知识的精确化、形
式化和抽象化，而是由于“愈益能
够把这些知识整合到它们的背景中
和它们的总体中。”所以，“发展把
知识背景化和整体化的能力变成教
育的绝对要求”。因此用“生态学”
的视野和方法，把握事物之间的内
在联系，尤其是现象与背景、整体
与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成为教育
的一项重要任务。

（作者系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
央副主席）

人类存在与认识
朱永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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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阅读：
一部书要成为经典，我们

从历史文化上看，这部书必定
是经受过历史的检验、充满人
生哲理和思想智慧的书，它能
为阅读者带来各种思想启迪并
能终身享用。

《传习录》 记录了王阳明
与其弟子的思想对话，其中充
满了时代性、思想性的智慧。
历经 500 多年的历史岁月，其
思想智慧仍然是活生生的，可
以给今天的阅读者以持续的思
想启迪。

4.万物一体之仁
1523 年后的四五年间，王

阳明赋闲在家。他在家乡绍兴
一带大力推动讲学，据史书记
载，讲学盛况空前，环坐听讲
者常常有“三百余人”，阳明
当时“只发 《大学》 万物同体
之旨”。所谓“万物同体”也
就是宋代程颢提倡的“万物一
体”说。阳明在继承程颢这个
思想的同时，对此又有理论推
进，他更强调“一体之仁”的
观点，将“万物一体”奠定在

“一体之仁”的理论基础上，
“一体之仁”成为实现万物一
体的前提。

本来，万物一体作为一种精
神境界的设想，认为每个人的道
德进展最终必然指向人己物我的
浑然同一，泯灭和消除各种存在
特别是人己物我之间的隔阂、疏
离、分歧乃至纷争，最终实现人
与万物和谐共存的理想境界。这
个思想虽由宋代新儒家明确提
出，但其思想渊源很长，与传统
的天人合一思想有渊源关系。在
中华传统文化中，历来都相信宇
宙间的所有存在包括人与万物、
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之间都有一
种连续性、相关性、一体性，整

个世界构成一个有机性的整体。
王阳明在哲学上提出三大命

题“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
知”之后，到了晚年他意识到一
个更重要的问题有待推展和深
化，这就是“万物一体之仁”。
阳明以“一体之仁”作为理论预
设，以证明“万物一体”之所以
可能的依据，就在于儒学核心观
念：“仁”；“仁”是整个宇宙包
括人类在内，其整体性、一体性
得以建立的依据。因此，王阳明
的万物一体论，是一种儒家仁学
意义上的万物一体论。这个理论
揭示了一个重要道理：“仁”贯
穿整个宇宙，是保证人类社会得
以和谐共存的根本存在。王阳明
的这个思想在其晚年得以提出并
强调，充分表明阳明学的理论旨
趣不仅在于完善个体性道德的提
升，更在于重建社会性道德的理
想秩序以及人类社会和谐共存的
理想世界。

四、《传习录》何以成为“经典”？

最后讲一下 《传习录》 这部
经 典 。“ 传 习 ” 一 词 出 自 《论
语》，是孔子弟子曾子每天三次
作自我反省的内容之一：“吾日
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
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这 里 的 “ 传 ” 是 传 授 的 意 思 ，

“习”是不断学习的意思。孔子
跟他门人的对话，就是“传习”
的过程，其结晶就是 《论语》。
同样，王阳明跟他门人对话的思
想结晶就是 《传习录》。其中共
收录 342 条阳明语录，大约 8 万
字，不算厚重，但反映了阳明心
学的思想精华。王阳明还留下一
部 《王文成公全书》，今天叫作
《王阳明全集》，可以对照 《传习
录》 一起读，就可把握阳明心学
思想的全貌。

那么，《传习录》 何以是一
部心学“经典”呢？一般地讲，
一部书要成为经典，我们从历史
文化上看，这部书必定是经受过
历史的检验、充满人生哲理和思
想智慧的书，它能为阅读者带来
各 种 思 想 启 迪 并 能 终 身 享 用 。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就是这样一种经典，《传习录》
记录了王阳明与其弟子的思想对
话，其中充满了时代性、思想性
的智慧。历经 500 多年的历史岁
月，其思想智慧仍然是活生生
的，可以给今天的阅读者以持续
的思想启迪。举例来说，王阳明
的知行合一思想，已经跨越时空
的限制，在当今中国几乎变得家
喻户晓，成为中华传统文化中值
得珍视的精神遗产；从一个更宽
广的视域看，知行合一甚至足以
为世界文化提供重要的思想贡
献。这就说明 《传习录》 已成为
中国文化的经典。

这几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支
持指导、文化和旅游部委托国家
图书馆组织编纂的“中华传统文
化百部经典”是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传承发展工程的一个重点项
目，我有幸参与 《传习录》 的撰
写工作。根据我自己学习和撰写
这部经典的经验，我有一个感受
想跟大家分享，其实我从20世纪
80 年代初攻读硕士研究生以来，
直至今天为止，仍然会经常阅读
《传习录》。《传习录》 这部经典
几乎伴随着我一生的学术生涯，
虽然在这期间我的研究课题有过
几次转变，但 《传习录》 始终是
我反复诵读的对象。总之，经典
之所以是经典，这是由于它可以
让人终身学习、受用无穷。《传
习录》正是这样一部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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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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