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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学的生命力在于不断地创新，而逻辑学是科技创新不可或缺的
基石之一。相较于以往任何时代，我们今天尤其需要逻辑。

■ 让大众学会在日常生活中推理和说理，有理才能走遍天下，解
决“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问题，促进对话和相互理解，让逻辑
学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构建和谐社会。

双
周
学
术

双
周
学
术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基础研
究”。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
基础研究进行第三次集体学习。逻辑学作
为论证科学，是知识体系的基础，也是所
有科学知识体系得以建立和完善的论证工
具。人类只要思考就离不开逻辑，审辨思
维进行审辨的标准，其基础也是逻辑。基
于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逻辑学列为七
大基础学科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国
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还将每年的1月
14日设立为“世界逻辑日”。当前，我们
需要加深对逻辑学重要性的认识，加强逻
辑学科建设、普及逻辑训练、提升国民逻
辑能力，从而推动科技创新，构建自主知
识体系，助力国际传播，和谐社会生活。

逻辑是探索、阐述和确立有效推理原
则的学科，最早由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
德创建。逻辑为我们提供了一套严谨的规
则，用来组织和运用知识。逻辑学在19
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发展到现代逻辑阶
段，无论是作为理论还是作为工具，都极

大地超出了传统逻辑的范围和能力。如改
变人类生活的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计
算语言学，就是基于莱布尼兹等提出的

“普遍文字”“推理即演算”这两个构想的
实现而产生的现代逻辑。莱布尼兹认为传
统逻辑必须改造和发展，使之更为精确和
便于演算，由此发展出了现代数理逻辑，
即用符号作为中介来表示逻辑中的各种概
念，像数学用公式进行计算那样，实现概
念逻辑的数理运作。当代计算机的发展就
是数理逻辑与电子技术结合的产物，计算
机科学之父阿兰·图灵既是数学家、又是
逻辑学家，其设想的图灵机便利用了上述
原理。又如ChatGPT，代表新一代人工
智能技术，其底层运算依然离不开现代逻
辑，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需要更加关注数
理逻辑和知识推理。科学的生命力在于不
断地创新，而逻辑学是科技创新不可或缺
的基石之一。相较于以往任何时代，我们
今天尤其需要逻辑。

人们通过提供理由来证明知识，任何
知识体系一旦在逻辑上出了问题，就不能
成立，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需要逻辑作
为支撑。作为理论形态的知识体系，其本
身就是一个完整且严格的逻辑论证应用系
统。从基础概念到基本原理的扩展过程，
是逻辑的推演和推理过程，而理论体系的
构建，则是一个符合逻辑规则与规律的论
证过程。从这个意义来讲，逻辑是构建知
识体系的基础，中外知识体系的历史发展
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逻辑不仅在思维中，更在生活中。当
人们认为有必要协调彼此的立场时，通常
会使用言语劝使他人对某事物采取某种态
度，这就是说理，即言语互动论证。论证
是一个交流与互动的复合体，其目标是消
除意见分歧，其手段是辩者负责地提出一
组命题，听者以类似的方式加以回应。如
此来回往复进行语言博弈，通过交流改变
对各自语境和对争议观点的理解，得到各

方满意的结果，实现说理目标，进而采取
与各方利益相符的行动。逻辑能使所有有
意愿交流的人进行顺畅而充分的交流，因
此，面向大众普及逻辑知识非常有必要，
让大众学会在日常生活中推理和说理，有
理才能走遍天下，解决“有理说不出、说
了传不开”的问题，促进对话和相互理
解，让逻辑学更好地服务社会发展，构建
和谐社会。

目前，国家发展急需逻辑人才，加强
逻辑学学科建设非常重要。教育部已经提
出将逻辑思维能力纳入中国学生发展的核
心素养，在思想政治、语文、数学等课程
中增加了逻辑学的相关内容，但专门的逻
辑课程在大中小学阶段依然缺乏，师资队
伍严重不足，学生没有受到足够的逻辑思
维训练，不能满足国家重大战略和人们日
常交往对逻辑的需求。应将逻辑学作为面
向全体学生的一项素质教育：在中小学阶
段，让每个学生都能够在某种直观的意义
上区分出有效论证和无效论证；高中阶
段，适当学习逻辑知识，加强写作、表
达、审辨思维能力训练等；在大学阶段，
将逻辑概论设为必修的通识性课程，内容
涵盖传统逻辑，以及现代逻辑之核心和基
础的一阶逻辑。由此，便需要加强逻辑专
业师资队伍建设，在各级各类学校教育体
系中，增加逻辑教师的岗位设置，培养后
备师资，推动逻辑学的教学与科研。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
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以逻辑思维提升创新能力
陈 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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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很多事情的发生
往往皆系机缘巧合所赐，
《唱得梨园绝代声》这本小
册子的编撰，纯粹也是计
划外的偶然因素而促成。

此事当以政协委员读
书活动为起因。早在 2020
年，全国政协为落实党中
央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
协工作的指示精神，倡导
开展政协委员读书活动，
先后在全国政协委员读书
平台上建立了11个不同类
别的委员读书群。此外，
由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
习委员会牵头，又设了一
个“委员读书漫谈群”。各
个界别的委员从各自专业
兴趣和工作实际出发，在
读 书 平 台 上 交 流 读 书 心
得、坦陈思想感悟、畅谈
履 职 经 验 、 提 出 建 言 建
议。于是，委员们广泛参
与的读书活动就这样蓬蓬
勃勃地开展了起来。经过
三年的实践与探索，读书
活动逐渐成了委员们涵养
心性、沟通思想，各抒己
见 、 互 学 共 进 、 提 升 素
养 、 增 强 本 领 的 重 要 平
台，成了借助互联网将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委员履职
的新渠道。这颇具特色的
读书活动，不仅极大激发
了 委 员 们 读 书 学 习 的 热
情，有力推动了“书香政
协”的建设，而且还借助
各地政协的积极响应和媒
体的广泛传播，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溢出效应。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委员读书漫谈群里展开了一次关于
中国戏曲传承发展的大讨论。事前广而告之，然后拟定若干
选题，再通过新建微信群逐一征求意见，在大家充分准备的
基础上，于2021年6月7日至21日期间，每晚用两个小时左
右的时间，就某个相关题目集中讨论，以期达到相互启发、
逐步深入的功效。委员们参与的热情和讨论的热烈程度大大
超出事先预料，大家争先恐后、畅所欲言，充分交换了各自
对戏曲的历史认知、现状评价和未来期许的看法与意见。在
整个讨论过程中，50余位委员先后出场，踊跃发声，阐发了
许多让人耳目一新的真知灼见，触及不少戏曲发展的深层次
问题，让几个戏曲大咖都直呼“带劲”“过瘾”。

拿出那么多时间，集中如此众多来自舞台一线的知名戏
曲和曲艺表演艺术家，以及长期致力于文化研究和管理的专
家学者，以提前准备、写成文字、网上隔空笔谈的方式共同
研讨同一个学术话题，本身就是件新鲜事。这不仅是一场开
放性的不拘时空的理论探讨活动，而且还是一次别开生面的
学术切磋方式的类型尝试。这样的规模和形式，或许只有在
政协这个大家庭中才能办到。

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专门派同志对网上研讨
交流多达数十万字的庞杂内容进行了归纳整理，形成了本书
第一辑的内容。应该说，这个概要较为准确地反映了讨论的
整体面貌，他们的辛勤劳动值得尊重与赞扬。当然既然称之
为概要，也为了节省读者的浏览时间，不少专家表达赞同或
反对的表态性发言和不便在书中独立成章的文字，有些只能
忍痛割爱。为此，真切希望相关同事予以谅解并接受我们最
诚挚的歉意。

得益于这一课题讨论的溢出效应，《中国社会报》 副刊
部主任闻讯约稿，在部报上开了个戏曲观察栏目，将笔者参
与讨论的案头札记变成了数十篇的戏曲短论文章。受报纸版
面所限，文字虽略显粗疏，但却也相对简洁而条理，算是给
这场讨论作了个简短小结。保留原样，未作增删，作为本书
第二辑的内容。

为了弥补前两辑内容稍微简略的不足，我们又特别邀请
戏曲评论家傅谨教授，将他近年关于戏曲的传统认定、价值
重建、表演体系、名角领衔以及传承发展中若干成功案例的
思考文字吸收进来，作为本书的第三辑内容。这样，从宏观
到微观、从理论到实践、从表层到具体，三个部分可以互为
印证，大致实现了全书整体的完整性和内在的逻辑自恰。在
讨论与编辑过程中，我们尽管努力争取达成更多共识，但决
不谋求认知的强行统一，故而特意保留了所有专家学者的不
同见解与建议，目的是给新时代的戏曲从业者，留下更多的
可资借鉴、可供参考的辨别、选择和探索的空间。

中国戏曲作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代表，作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中最具古典化石品格的
重要承载者，正在经历着来自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的强大冲
击。怨天尤人、自暴自弃，随波逐流、盲目乐观，可能都无
济于事；唯一可行的路径就是振衰起敝、奋发图强，勠力同
心地打造戏曲发展的一片新天地。这里不妨借用宋人朱敦儒

“唱得梨园绝代声，前朝惟数李夫人。自从惊破霓裳后，楚秦
吴歌扇里新。秦嶂雁，越溪砧。西风北客两飘零。尊前忽听当
时曲，侧帽停杯泪满
巾”的词作，既感慨世
事沧桑的无奈，又在伤
感的怀旧中报以热切的
期盼，唯愿有更多持

“ 绝 代 声 ” 的 “ 李 夫
人”能另辟蹊径、遇难
成祥，独领梨园风骚，
重振戏曲雄风。

（作者系十三届全
国政协委员，中国文
联原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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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时
代，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对外交
往等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在选拔和
举荐官员上，也很有特色，实行“四科取
士”和“光禄四行”。

“四科取士”是指汉代选拔官吏的四
种科目。据《后汉书·百官志·太尉·掾
史属》记载：

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
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
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
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
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
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四科”来自《论语·述而》“子以四
教：文、行、忠、信。”后来有人把这四
个方面概括为“孔门四科”。《论语·先
进》记载：“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
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
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孔门教
授弟子，根据其学业特长，分为德行、言
语、政事、文学四科。

分科取士，是根据士人的不同禀赋特
质，能胜任什么职位，就委以什么职位，
很有科学性。四科中的“德行”科，具体
是指忠恕仁爱的道德。这一科注重品行修
为，引导人心向善，教化净化社会风气。

“言语”科，主要是选择长于辞令的人，

来办理外交事务。我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
中，有一家就是纵横家，代表人物是苏
秦、张仪，为战国时期著名的说客。到汉
代，由孔门四科的“言语”科，形成了较
为成熟的取士科目。汉代太学中专门设此
科，培养“言语”科人才。“政事”科，
是指管理国家社会事务的人才，就是各郡
县的一把手，如县令、知府、太守等等。
到了605年隋朝科举制的确立，通过科举
考试委以县令、知府、太守等职务的士
人，是汉代“政事”科的发展。“文学”
科，指的是擅长文学，可以任秘书掾、文
学掾。掾在古代为副官佐或官署属员的通
称，职责是负责起草朝廷各种各样的文
书，也可以理解为做文字工作的人。

显然，汉代的“四科取士”所确立的
标准与儒家文化一脉相承。可以看出，其
标准是德行、学识、才能、言语等。其
实，这“四科”也就是早期儒家“德行、
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在汉代的翻版。

再来看看“取士”。“取士”就是选取
“士人”，通过“德行、言语、政事、文
学”四种科目选取人才，管理社会事务。
《孟子·告子下》说：“士无世官，官事无
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意思是
说，士人不世袭官职，官职不兼任，选用
士人一定要得当，不得擅自杀戮大夫。

四科取士，起于西汉，下讫东汉，沿

袭数百年未改，为的是能选到“德才兼
备”的社会贤达之士来管理社会事务，更
好地为民造福。在执行过程中，至于是四
科取士还是只用一两科取士，则由当时的
实际情况决定，对中国后世的官吏选拔有
着深远的影响。

“光禄四行”是举荐官员的制度。说
到光禄，首先要了解“光禄勋”。“光禄
勋”是一个官名，为管理宫廷宿卫及侍
从诸官的职位，总管宫殿内的一切事
务，这个职位可以接近皇帝，地位十分
重要。有了这个背景，“光禄四行”就比
较容易理解了，指光禄勋察举选拔官吏
的四种科目。

汉元帝永光元年 （公元前 43 年），
“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
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通俗
的理解就是：丞相和御史，可以提名委任
自己的下属官员，向中央推荐各级官员人
才。提名活动每年都可以举行，随时随地
推荐和罢黜自己的属官，为的是优化官府
职能，打造高效的政府。“光禄四行”制
度，拓宽了选人用人的渠道，是社会政治
生态的进步。特别注重把“德”作为居官
的首要素质。

汉代名臣如群星般璀璨夺目，如主父
偃、朱买臣、董仲舒、卫青、霍去病、张
骞、桑弘羊等，基层地方官吏更是不胜枚

举。这些干臣能吏的涌现，正是“四科取
士”和“光禄四行”制度积极意义的一种
体现。

历代治乱兴衰，归根到底是得人者
兴、失人者亡。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
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指
出：“要落实好干部标准，严把政治关、
品行关、作风关、廉洁关，真正让忠诚干
净担当、为民务实清廉、奋发有为、锐意
改革、实绩突出的干部得到褒奖和重用，
让阳奉阴违、阿谀逢迎、弄虚作假、不干
实事、会跑会要的干部没市场、受惩
戒。”纵观中国历史，在历代历朝的官吏
选拔中，始终把德才兼备作为基本条件，
对选拔对象的德行、学识、才能等，有着
严格而具体的要求。

党员干部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建设的中坚力量，选对人用好人，不
仅对营造风清气正的用人环境和良好的
政治生态意义重大，而且对维护好人民
利益，增进人民福祉，保证党的各项事
业顺利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
借鉴古代官吏选拔制度的优长，不断完
善选人用人机制，严把选人用人观，为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顺利发展
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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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代的“四科取士”和“光禄四行”说
王 杰

为纪念北京建都 870 周年，“辉煌中
轴”展览于3月28日在首都博物馆一层B
展厅隆重推出。展览是在北京市推进全国
文化中心建设领导小组的指导下，由北京
市文物局和首都博物馆承办。

展览共分为壮美中轴、文化中轴、永
恒中轴三个部分，对中轴线的壮美秩序、
思想源流、历史发展、公众化进程和保护
工作进行了系统的精彩阐释。壮美中轴以
精心制作的 16 米长的中轴线沙盘，配以
立体投影技术展现了北京中轴线之壮美；
文化中轴主要以文物展示来解读北京中轴
线形成的历史过程、理念、审美及建筑工
艺；永恒中轴展示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现
代国家转型的大背景下，北京中轴线在性
质与功能上的质变及新时代以来顶层设计
规划对中轴线的继承、保护和拓展。

来自故宫博物院、洛阳博物馆、安阳博
物馆等17家单位的53组件文物，以“物”证
史，彰显古都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的独
特魅力。展览采用交互沉浸的数字化传播

“辉煌中轴”展亮相首博
日前，“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

大发现对现代的启迪”学术交流活动在
国家图书馆举行。本次活动旨在进一步
深入挖掘“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
发现展”的学术价值和文化内涵，探求
古文献在文明的传承和创新中发挥的重
要作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
文化自信和历史自信。多位甲骨、简
牍、敦煌、明清档案等领域的专家分享
相关研究成果，交流“四大发现”在当
代的时代价值和重要意义，探讨如何古
为今用、推陈出新，推动中国古文献在
现代化进程中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

为让观众能够一站式集中了解这四
大古文献，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中
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敦煌研究院、甘肃
简牍博物馆、国家图书馆 （国家典籍博
物馆） 联合主办了“二十世纪初中国古
文 献 四 大 发 现 展 ”， 展 出 了 甲 骨 、 简
牍、敦煌遗书、明清档案等多种类型的
珍贵文物文献共 249 种，382 件，是迄今

“二十世纪初中国古文献四大发现
对现代的启迪”学术交流活动举行

近日，中央民族歌舞团召开 2023 年
“中华民族一家亲”民族自治州县成立逢
十周年慰问演出启动仪式。慰问演出第
一站是广西隆林各族自治县，将共同唱
响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时代主旋律，凝聚
起团结奋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磅礴
伟力。

中央民族歌舞团自 2017 年底开始执
行民族自治州县成立逢十周年慰问演出任
务。5年多来，赴湖南、贵州、海南、云
南、内蒙古等省区市的9个民族自治州和
30 多个民族自治县 （旗） 开展了百余场
慰问演出活动，直接惠及基层各族观众百
余万人，各地通过直播或录播形式收看演
出的各族群众超千万人以上，深受欢迎。
经过几年精心铸造和匠心耕耘，民族自治
州县成立逢十周年慰问演出已经成为国家
民委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促进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繁荣发展民族文化艺术的重要

民族自治州县成立逢十周年
慰问演出启动仪式在京举办

应文化和旅游部“新时代舞台艺术优
秀剧目展演”邀请，由中共珠海市委宣传
部、珠海高新区管委会出品，珠海演艺集团
制作，珠海歌舞团演出的民族歌剧《侨批》
将于4月3日至4日在国家大剧院上演。

该剧深入挖掘珠海深厚的历史文化和
华侨资源，以珠海唐家湾为背景，讲述海
外华侨讲信誉、守承诺的艰难创业史与浓
厚的家国情怀故事。

作为珠海首部原创大型歌剧，歌剧
《侨批》 将一纸“侨批”具象化，以一封
“批”结构全剧、设置剧情，串联起命运
多舛的梁氏一家、一诺千金的侨批局主事
唐有信夫妇、与众多义薄云天的海外华侨
华工，展示了苦难岁月里的同胞大义，折
射出中华民族根植于骨髓、流淌于血脉的
大爱。大幕开启，一束追光照亮乐池，澎
湃旋律响起，歌声如泣如诉，充分展现珠
海文化事业的深厚实力与艺术高度。

（郭海瑾）

民族歌剧《侨批》将登陆国家大剧院

为止“四大发现”主题相关文物最大规
模的展览。

（张丽）

设计理念，为观众营造了一个古今相通、虚
实交织的沉浸式中轴线文化空间。

（谢颖）

品牌，已经成为中央民族歌舞团服务民族
工作、服务民族地区、服务少数民族群众
的重要载体。

（杨雪）

中国戏曲作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作为世界三大表演体系
中最具古典化石品格的重要承载者，正在经历着
来自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的强大冲击。怨天尤
人、自暴自弃，随波逐流、盲目乐观，可能都无济
于事；唯一可行的路径就是振衰起敝、奋发图强，
勠力同心地打造戏曲发展的一片新天地。

■精彩阅读

■阅读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