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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 从礼俗到礼仪，再到礼义，春节各种节庆习俗，集聚着礼乐文
化的精神。

■ 我们需要温故知新，返本开新，正确认识和理解包括春节在
内的传统节日的意义，挖掘其丰富文化内涵，把握其精神实质，以

“礼”行礼，将礼的真精神切实贯穿于具体施行中，形成尊道德、崇
道德的社会风尚。

从除夕之夜的团圆盛宴，到正
月初一的万象更新，春节这个最盛
大的传统节日，充满了浓浓的中国
味儿，凝聚着中国人的美好情感和
心愿，也承载着丰厚的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底蕴。

春节历史悠久，在千百年的漫长
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样的年节习俗
和礼仪，如我们熟知的贴春联、放鞭
炮、守岁、拜年、祭祖先、压岁钱等
等。虽然各地具体习俗可能会有些许
差别，但都吉祥喜庆，表达了美好的
祝愿。从深层来看，更蕴含着中华礼
乐文明和传统美德。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礼义之邦，
“礼”是中华文明的内核，“礼”的形
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形成并不
断变化，而“礼”的精髓却一脉相
承。周公继承夏商两代文化，经天纬
地，制礼作乐，使礼乐成为人们在社
会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规章，并逐渐演
进为一种底蕴深厚的人文文化。这是
一个继承和创新的过程。《论语》说

“因不失其亲（新），亦可宗也”，就是
说在继承的同时不断创新，这也是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几千年来的发展轨迹。

到了孔子的时代，礼坏乐崩。孔
子儒家继承周代的礼乐传统，并进一
步思考如何在礼的形式中体现礼的内
涵，对“礼”进行系统阐发，以德
治、仁爱等思想筑牢中华礼乐的“文
化大厦”，为其注入了强大生命活
力，使之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礼之仪要体现礼之义，人们的言行举
止要体现礼的内在意义。从礼俗到礼
仪，再到礼义，春节各种节庆习俗，
集聚着礼乐文化的精神。

中国的礼乐文化是合乎天道、顺
乎人情的。每到春节，忙碌了一年的
人们都踏上归途，与家人们团聚在一
起，告别旧岁，迎来新年。而在大自
然里，冬的寒意正在慢慢褪去，春的
生机开始缓缓萌发，这是重要的时间
节点。《孔子家语》里孔子谈到周礼
时说：季冬正法，孟春论吏，治国之
要。意思是冬末考察德治法令，调整

总结，初春则评定官吏，为新的一年
国家治理打下基础，与辞旧迎新相对
应。在阖家团圆的氛围中，家人们欢
聚一堂，亲朋好友、左邻右舍互相走
动，在自然和睦的闲话家常中，畅谈
各自收获感受，交流情感，谋划新的
一年，表达对未来的美好希望。这不
仅仅是仪式，而是通过满满的仪式
感，让爱与敬的情感升华，激发个人
的精神气质，增进家庭的幸福和谐，
进而就是国家的蓬勃发展。这正是中
国人的家国情怀。

在古代，祭祀是过年最重要的仪
式。现在，过年时，很多人仍然会用
不同方式拜祭祖先。年节礼仪之中如
祭祖、敬老、尊长等，彰显了爱与敬
的“至德”“要道”。“慎终追远，民
德归厚矣”，我们追忆先人，并不是
单纯地回忆过去，更多的是着眼于现
实世界的人间关怀，它能够净化社会
风气，使人民道德仁厚。欢欢喜喜过
大年，把祖先与子孙、过去与未来，
把上、下、左、右交融共生，突出了
一个“和”字。《中庸》 说：致中
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家庭和谐
才能发展，正如春天的万物生发。春
节实际上就是团圆和谐的节庆，让人
们和谐自己的内心，并由此形成家庭
的和谐、人际关系的和谐等等。

春节是弘扬家风的绝佳机会。中
国古代思想家思考的问题，其核心内
容不离“家庭”“孝道”“和睦”。中国哲
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关于“家”的哲

学，我们在家庭里扎下做人的根本，知孝
悌，懂爱敬，然后从家庭走向社会，“老吾
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进
而就能“泛爱众”“四海之内皆兄弟”了。

礼仪文化沉淀在社会脉络之中。如
果我们不理解礼乐文化的深层意义和风
俗礼仪的内在关系，就很难理解它的内
在美。这样看来，读懂春节，就读懂了
传统，就读懂了文化。春节积淀了中华
民族千百年来的智慧，折射出老百姓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要有新内涵，

人们的生活方式变了，春节习俗和礼仪
有的也会随之演变，但所承载的文化内
涵则应代代相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公民道
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和改进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
明素养。春节是弘扬传统美德的重要
节点，礼之用，和为贵。包括春节在
内的中国节日属于广义的“中国礼”，
中国礼乐的终极目的，是造就和谐的
人际关系与社会秩序。为此，我们需
要温故知新，返本开新，正确认识和
理解包括春节在内的传统节日的意
义，挖掘其丰富文化内涵，把握其精
神实质，以“礼”行礼，将礼的真精
神切实贯穿于具体施行中，形成尊道
德、崇道德的社会风尚。只有这样，
才能守正创新，立足新时代，过好这
些具有“中国”意涵的节日，发挥其
滋润人们心灵的德化作用。

（作者系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山
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以“礼”行礼 滋润心灵
——春节的文化底蕴

杨朝明

中医药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杰出代表，具有鲜明而又独特的生命
观、健康观、疾病观和防治观，实现
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和统
一，蕴含了中华民族深邃的哲学思
想。近日“智慧之光——中医药文化
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500余件

（套） 文物藏品，辅以 200 余件 （套）
药材实物，从发展历程、防治观念、
医学典籍、中医药材、诊疗器具、未
来展望、国际合作等不同角度出发，
充分展现了具有悠久历史和独特理念
的中医药文化体系。

中医药学凝聚着深邃的哲学智慧
和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健康养生理念及
其实践经验，是中国古代科学的瑰

宝，也是打开中华文明宝库的钥匙。
中医药学不仅是崇尚“天人合一”“阴
阳平衡”“辨证论治”“上工治未病”
的求真求实之问，还是致力于“悬壶
济世”“大医精诚”的扶弱行善之学。

《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 等
杏林典籍浩如烟海，扁鹊、张仲景、
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岐黄名家灿
若星辰，集中闪耀着中华民族的博大
智慧之光。在展览中，可以看到“文
明之钥”“摄生之道”“灵兰秘典”“器
药撷英”“传承创新”五个不同的单
元，玉石、陶瓷、骨器、金银器、古
籍、书画、革命文物，以及药材实物
等展品，令观众充分感受到中医药文
化的内涵和当代价值。

感受中医药文化的“智慧之光”
本报记者 谢 颖

日前，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
护中心）、天津图书馆、南京图书馆、
云南省图书馆、苏州图书馆、中山大
学图书馆等 6 家单位，在线召开古籍
数字资源联合发布会。6家单位新增发
布古籍资源 6786 部 （件），其中国家
图书馆建设的“中华古籍资源库”发
布古籍影像资源超过 10.2 万部 （件），
先后联合 39 家单位发布古籍资源 2.8
万部 （件）。

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主任熊远明表示，站在新的历史
起点上，以国家图书馆为代表的各古
籍存藏机构将继续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重要论述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给国
图老专家回信精神，坚守“传承文
明、服务社会”初心，按照中宣部对
古籍工作的总体部署和顶层设计，认

真贯彻落实全国古籍工作会议精神和
中办、国办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
作的意见》 要求，切实提高政治站
位，主动担当作为，积极探索共建共
享途径，持续不断开放共享古籍资
源，借助全国智慧图书馆建设体系不
断提升服务水平，继续深入挖掘古籍
的深厚内涵和时代价值，提高优秀传
统文化资源的传播能力，共同为传承
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力量。

与会者认为，古籍保护的目的在
于传承和利用，古籍数字资源的在线
发布与共建共享，使社会大众和研究
者可以足不出户阅览古籍资源，在有
效解决古籍保护和利用矛盾的同时，
也极大地促进了古籍传播，为中外学
者方便地研究古籍提供便利，对于揭
示和坚守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坚定
和增强文化自信，传承和发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推动古籍数字资源共建共享
本报记者 张 丽

目前，北京中轴线申遗进入最后
冲刺阶段，2023 年 2 月我国将正式提
交申遗文本。

南起永定门，北至鼓楼、钟楼，
纵贯北京老城，这条跨越了 7 个多世
纪、全长 7.8公里的中轴线，被梁思成
先生盛赞为“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
南北中轴线”。在十四届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戏曲学院院长尹晓东看来，中
轴线申遗的过程，应该成为向世界讲好
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过程。

尹晓东在考察中发现，目前申遗
还存在着许多问题，我们注重了加强
古城保护、文物建筑修缮等方面，但
与中轴线密切关联的以昆曲、京剧为
代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没有得到充
分挖掘和彰显。中轴线及其周边区
域，有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北方昆曲
剧院、北京京剧院、北京市河北梆子
剧团，还有中央芭蕾舞团、中国歌剧
舞剧院等诸多院团。我们对中轴线上

文化景观阐发不够，对这些资源还缺
乏有效整合，没有形成有世界影响力
的艺术活动品牌。

为此尹晓东建议，需要在北京中
轴线申遗过程中阐发更多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元素，讲述文化遗产与中国人
精神文化生活之间的关系，讲述非遗
对城市生活的滋养，以此突出昆曲、
京剧两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诞生和
传承发展与中轴线之间的独特关系；
通过中轴线申遗，讲好中国人对民族
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守正创新的文化追
求，讲好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的故事；大力做好外宣工
作，把中轴线申遗的过程变为向世界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过
程；创立以中轴线为主题的文化艺术
活动品牌，把它融入北京国际交往中
心建设等统筹规划中，通过举办文化
交流活动，把中轴线变成向世界展现
中国人开放的文化胸襟的舞台。

通过“中轴线申遗”讲好中国故事
本报记者 杨 雪

晋代分为西晋（公元265年—公
元317年）和东晋（公元317年—公
元420年），西晋只有四位皇帝，仅
52 年。东晋共有 11 位皇帝，103
年，这样，两晋共传 15 帝，155
年。公元265年，魏国晋王司马炎篡
夺魏国政权，建立西晋，是为晋武
帝。晋武帝在统治时期，励精图治，
勤于国计民生，医治战争创伤，国家
出现了繁荣景象，由于晋武帝年号

“太康”，历史学家称他统治时期为
“太康之治”。为什么在晋武帝统治时
期会出现这样短暂的政治清明的气象
呢？这与当时的官僚制度有着直接的
关系。

晋武帝时期颁布的《诸郡中正六
条举淹滞令》，对官吏的德行准则有
了明确的规定，形成了“中正六条”
说。这“中正六条”的内容是：

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
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
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

“中正六条”说，在精神实质上
是对“孝道”的一种应用，把“孝”
文化拓展到治理国家上。

“孝”不仅是维系家庭稳定的道
德伦理，还是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规
范。在我国古代社会的诸多关系中，
最根本的关系就是君臣关系和父子关
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人道
之大经，政事之根本也。”以“孝”
治理天下，源于汉代。《史记》本纪
中，汉代皇帝本纪前都加一“孝”
字，如“孝文本纪”“孝景本纪”

“孝武本纪”。汉代在选拔官吏上，
有专门的“孝廉”科，乡里推举出
的“贤孝”之人，便可委以官职。
晋代承袭汉代，继续以“孝”治理
国家，即李密在 《陈情表》 中说的

“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于是在晋
武帝时期，有了 《诸郡中正六条举
淹滞令》。

一曰，忠恪匪躬。从字面上看，
就是忠心耿耿、鞠躬尽瘁的意思。

晋武帝希望各级官吏都能恪尽职
守，为国家社稷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太康之
治”时期，涌现了一些干臣。司马
炎很会发现和运用这些干臣，如太
常丞许奇的父亲许允，因参与魏主
废除司马师的密谋，此事泄露后被
杀，司马炎认为许允的儿子许奇是
个人才，并没有因为他父亲被杀而
埋没他，相反，先提拔他出任太常
丞，这是掌管朝廷祭祀礼乐的近
侍，经常跟随皇帝参加各种活动，
随后提拔他当了祠部郎，主掌朝廷
祭祀之事；还有就是蜀汉旧臣，一
些忠于蜀汉的学者如谯周、文立和
诸葛亮的孙子诸葛京等，在司马炎
统治时期，都受到了重用。因为皇帝
带头使用贤臣，所以晋朝在经过三国
混战民生凋敝的基础上，勃然而兴，
一代治世的局面就出现了。

二曰，孝敬尽礼。就是尽孝道应
该符合礼的要求。

国家提倡“孝道”，并不是要求
“逆来顺受”。对父母双亲的过失，要
委婉地指出，不指出就是陷父母于不
仁不义之中，就是大不孝。这里面加
入了理性的思考。《孝经》中有“谏
诤章”，阐述了尽孝不能盲从。如果
把这一要求进一步运用到治国理政
上，那么，对上级和国君，做臣子的
应该及时匡正他们的过失，更好地造
福百姓，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更深意
义上的尽孝，是大孝。

其实在今天的现实生活中，一些

老年人还部分存在着“顺着为孝”“老
人无错天无错”的错误认识，以为天下
没有不是的父母，甚至要求儿女盲目地
听从，这是一种不正确的孝道观。这是
不懂“孝敬尽礼”的真实含义，以至于
曲解了圣人的教诲。在这个“孝敬尽
礼”的问题上搞清楚了，于国于家，都
是很有益处的。

三曰，友于兄弟。语出《论语·为
政》“孝乎惟孝，友于兄弟”。通俗地
讲，一个人对于自己一奶同胞的兄弟，
做不到友爱，那么这样的人还能接近
吗？还敢奢望这样的人能治理好一郡一
县和一乡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国有句
谚语讲“兄弟不和家离分”，兄弟之间
做到友爱，这个要求并不苛刻。有一颗
仁爱和包容的心，才有资格做官，来管
理百姓，不能让无德之人居于领导地
位。否则对国家将是灾害，对百姓将是
洪水猛兽。

四曰，洁身劳谦。是指居官者应该
品德高尚，谦卑勤政。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的勤政为民
的好官。据《史记·循吏列传》记载，
战国时期楚国丞相孙叔敖“施教导民”

“政缓禁止”；子产为郑国丞相，使得郑
国大治；石奢为楚昭王相，“坚直廉
正，无所阿避”；李离在晋文公时担任
理官一职，“过听杀人”而“伏剑自
刎”……这些都是受后代敬仰的清官廉
吏。晋武帝司马炎希望晋朝官员勤于政
事，积极作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国家
的长治久安。

在晋武帝时期，功高寰宇的干臣
莫属羊祜。《三国演义》第一百二十回
就是 《荐杜预老将献新谋 降孙皓三
分归一统》，讲述羊祜帮助司马炎灭掉
东吴政权。羊祜勤于政事，谦卑恭
敬，是当时的百官楷模。这些贤能之
臣的涌现，不是偶然的，是在用人制
度下涌现出来的，更是国家政治体制
的产物。

五曰，信义可复。人的信义要经得
起检验才行，也就是要求为人要做到诚

信不欺、言行如一。官场中，花言巧
语、阳奉阴违的人多，越是这样的人，
智慧明智的领导越是不会重用。办实事
的人，为人低调，话不多，做事踏踏实
实、勤勤恳恳。

晋武帝司马炎对人性，对官场有着
一双慧眼，他怕朝中出现不实在的人，
对自己的政权带来危害，所以在选官用
人方面，开诚布公地提出了“信义可
复”：要求官员对朝廷忠心不二、表里
如一、光明磊落；强化责任担当，明明
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六曰，学以为己。这一条语出《论
语·宪问》。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
今之学者为人。”

这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古代的人
学习是为了提高自身修养，而现在的
人学习是为了装点门面、在别人面前
炫耀。学习为了给别人看，就有了功
利性。如果是为了得到君主的任用而
学习，那么就会很功利，为了达到目
的，很可能不择手段。因此，司马炎
更喜欢用“学以为己”的人。这样的
人，内心纯净，心底坦然，是在品德
和政治上靠得住的人。

《晋书》 中所说在司马炎时期
“晋德既洽，四海宅心”，这与司马炎
重视人才是分不开的。同时，司马炎
用人的“六条标准”、遵循的“一条
红线”就是重视人才的德行的具体表
现，可见修德为成才之首，更是居官
之首。

“中正六条”中蕴含着传统美德和
处事智慧，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积极汲取“中正六条”
中蕴含的文化营养，大力弘扬中华传
统孝道，培育家国情怀，提倡诚实守
信，促进廉洁自律，提升人民群众道
德素养，营造良好社会风气，实现老
有所安、幼有所养、家庭和睦、社会
和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
精神保障。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
学院）教授、中国实学研究会会长］

晋代的“中正六条”说
王 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齐波齐波 摄摄

日前，2022“融合·创新”艺术与
产业合作会议在江西举行。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艺术与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博物
馆馆长陈履生在会上作了《艺术产业融
合与创新的文化基础》 的发言。他表
示，从人类文明发展史来看，艺术的产
生与发展实际上都是伴随着文化的发展
而前行。从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到夏商周
三代的青铜器，以及商周起始的桑蚕与
织造、战国的漆器、六朝的青瓷到元明
的青花瓷等，都是文明和文化的发展以
及文化的累积所造就的，不是一个产业
的问题。

陈履生认为，艺术创造与产业制
造在互为推动之下的发展，形成了一种
特别的关系。艺术创造带动产业发展，
而产业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艺术创
造，更重要的是推动了艺术的普及。艺
术与产业的成就受制于文化内涵，文化
的高度决定了艺术与产业的高度。艺术
与产业的当代问题，则是需要我们去深
入研究的。

为此，陈履生从三个方面提出建

议。首先要关注产业规模问题。产业规
模要适度，适度的产业规模对艺术、对
文化都有好处。其次是把握艺术与产业
的融合问题。二者相互促进、互为依
靠，但融合是有难度的，因为艺术和产
业在本质上有差异，如果不能很好把
握产业的发展，那就有可能伤及到艺
术。最后要重视艺术与产业的创新，
创新是发展的动力。他总结，要用文
化来赋能艺术与产业的融合与创新、
抬升融合与创新的高度、造就融合与
创新的时代成就、传续融合与创新的
国家文脉。

用文化赋能艺术产业融合创新
本报记者 郭海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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