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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一家一家 之言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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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历来高度重
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作为马克思
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与中华民族五
千年文明史有机化合的产物，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水到渠成。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
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这不
仅彰显了文化自信，而且擢升了文化强国的
动能。

《易》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
人文，以化成天下。”所谓人文化成，文化在
中华传统思想中既蕴含狭义的人文精神，也
指向广义的物质生产；不像西方语言中的

“文化”（拉丁文：Cultura），仅指高雅情
操。这其中的差别，就好比赵汀阳所说的孔
子改良与帕雷托改良的不同。子曰：“大道之
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
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
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
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
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篇》）帕雷托改良又称“二八原则”，即“至
关重要的极少数”和“微不足道的大多数”。
前者从多数出发，兼顾小数；后者恰好相
反，谓一项政策哪怕仅对个别人有利，也被
认为是有效的和可行的。

一

且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中华民
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继承和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不
仅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命脉，而且也是涵
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更是我
们在世界文化激荡变幻中站稳脚跟的坚实基
础。同时，海纳百川地吸收世界优秀文化成
果不仅是民族和人民间交流的需要，也是自
我发展的妙方。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
玉”是也。早在汉唐时期，兼收并蓄、取长
补短便是中华文化、中华民族繁荣昌盛的不

二法门。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说，是谓“不
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

而今，事实证明在这场前所未有的新
冠肺炎疫情面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挥
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战疫一线，无数医
护人员、专家、军人、志愿者以实际行动
书写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
之”的壮丽篇章和“鞠躬尽瘁，死而后
已”的献身精神与高尚情怀。同样，全国
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每个人都了不
起！”我国政府奉行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
政策无不在全面实现小康“一个都不能
少”和全力抗击新冠肺炎、国家承担全部
疫患救治和检测费用、大幅削减或免除中
小微企业税等方面得到了彰显。

在前不久出版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三卷中，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多么令人感奋的誓言！这是对“为
人民服务”思想的发展，也让我想起了老庄思
想中遵循“天时”“人心”的精神。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尊崇最大公约数，与之对立的恰恰是不
得人心的单边主义和霸凌主义。

二

作为人文学者，我更关注民族的文化精
神生活。诚所谓“有比较才能有鉴别”，中华
文化崇尚“贫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乐善好施、协和万邦；同时，中华文化又提
倡天人合一、与地之宜。当然，中华文化并
非一成不变，更非十全十美；因此，见贤思
齐，有容乃大也是我们的基本信守之一，反
之便是闭关自守、夜郎自大所导致的悲剧和
苦果。当前，我国文化与世界各国文化的交
流方兴未艾，学术领域更是百花齐放、呈现
出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和丰富性。这充分显示
了我国的开放包容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美好愿景。总之，丰富的文化根脉和无数的
经验教训保证了中华民族在逆境中自强不

息，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和新时
代以来也逐渐奠定了虚心好学的品行。

人说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后者就像
身份证。而我更乐于用基因或染色体比喻文
化。大到国家民族，小至个人家庭，文化是
精神气质，是染色体，是基因。它决定了各
民族在国际交往中既有发展变化，又不易被
淹没的活的魂灵。比如从跨文化的角度看，
马克思认为，西方殖民主义具有双重使命，

“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
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
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这个过程充满
了偏见与双重标准，唯有贬低殖民地，那么
殖民者的使命也便具有了“正当性”和“正
义性”。我国早在上世纪中叶，就明确提出了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与有的国家一味地抹
黑、甩锅我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再如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四大名著”好
比古老的“四大发明”，它们多少象征着中华
民族的文化之维，尽管前者主精神 （价值），
后者主物质（技术）。然而，它们只是博大精
深的中华文化之一斑，即中华文化除了我们
通常概括的儒释道，还有侠或义，以及自
《诗经》“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
雨雪霏霏”等延绵数千年而不绝的乡情乡
思。于是，《西游记》中作为“中华留学生”
鼻祖的玄奘走罢坎坷、历尽艰险，使佛教得
以东传并发扬光大，其中的真善美更是体现
得淋漓尽致。《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则在
演绎历史的同时，将中华民族的侠义文化大
大地炫示了一番。再说《红楼梦》，则算得上
是女性主义的楷模。

考我国历史，国力向盛时期往往也是文
化最自信、最开放时期。盖国力强盛是文化
自信和文化强盛的保障，文化自信和文化强
盛则是综合国力强大的前提。爰诚而论，实
可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
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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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东、王锷两位先生历时16年整理完
成的清代秦蕙田《五礼通考》近期由中华书局
出版，全书分装成20册，长达600多万字，学
界普遍认为是当代礼学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实是可喜可贺！

清代出现了若干大部头的通礼类著作，
如《读礼通考》《礼书纲目》《五礼通考》《礼
书通故》，其中《五礼通考》是部头最大、涉
及内容最多，同时也最有争议的一部书。将
它用作礼学、礼制的资料集，是无论当时还
是现在的学者，最能从中获益的一个方面，
这是这部书出版的第一层意义。有了它，读
者可以直接看到五礼的基本经义，以及历代
实践的差异，而不必再去翻检各种史料。曾
国藩、梁启超、章太炎等学者盛赞此书，大
多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此外，这部书是研
究清代礼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因为它是从清
代前期的礼学过渡到乾嘉礼学的标志。自从
梁启超怀疑此书为剿袭徐乾学，而万斯同又
为徐乾学捉刀以来，《五礼通考》的著作权也
成为一个著名公案。整理本的出版，为我们
进一步研究此问题，提供了方便。

此书装帧精美考究，排版布局相当用心，
继承了中华版古籍的一贯传统，非常适宜阅
读。除了外观漂亮，《五礼通考》的点校质量
更是一流，读者足可放心使用。两位整理者都
是当代学界文献整理和礼学研究方面的大家，
有着丰富的整理经验和广博的专业知识，更对
版本校勘相当熟悉。参与此书点校的还有二先
生的多位高足，皆能不违其师严谨作风。这部
《五礼通考》整理本在版本选择、点校体例、
文献校勘方面都相当用心，因而保证了它的整
理质量。

首先，在版本选择上，两位整理者经过仔
细甄别，采择精当。关于《五礼通考》的版
本，点校者充分吸收了既有研究成果，广泛研
读和比对各个版本，分析了各自的优缺点，最
后决定，“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的《四库》
本作底本，以味经窝本、乾隆本、光绪本为对
校本进行整理”。之所以选择文渊阁《四库全
书》本，是因为《四库》本是以味经窝通行本
（简称乾隆本） 为底本，进行了一定的删改，
“整体质量，远胜于他本”。有些地方是味经窝
本、乾隆本、光绪本均有脱误的地方，只有
《四库》本无误。当然也有《四库》本有脱误
的情况，所以又按照另外三个版本进行校勘。
版本之间有差异，无法判断正误时，整理者都
找回到史源以确定是非，这样就保证了点校本
最大程度地吸收各本之所长、避免各本的脱误
之处。同时，整理者也根据《四库》本，将蒋
汾功、顾栋高序以及秦蕙田自序置于书前，而
将卢文弨、卢见曾、方观承、王鸣盛等人的
序，《四库总目》 提要、王欣夫跋都置于书
末，这也最大程度吸收了各版本的资料。

其次，在点校体例上，两位整理者的决断
可谓典范。古籍本来是没有标点的，但古人为
了读书通顺，也会简单地做一些句读，这和现
代标点体系大不一样。由于古人写作时心目中
并没有现代人的这种标点体系，当我们以现代
标点体系来句读古书，就往往会发生各种问
题，难以取舍。因而在古书点校中，不同的点
校者常常为一些基本体例发生争执。王文锦先
生曾经说过，古籍的现代点校，并不是机械的
语法作业，而是在保证断句无误、基本通顺的
前提下，尽可能以点校将文气、语势表现出
来。点校与翻译非常类似，对原作品不仅要得
其形，更应该得其神，所以也要有类似“信、
达、雅”的标准。能达到王文锦先生的这种高
要求，就需要点校者不仅要保证基本的语句通
顺，没有断句错误，还不能在每个可下标点的
地方都点标点，如若将文言文语句点得过碎、
过破，就失去了文言文的文气，把一篇好文章
毁掉了。因而，在标点时，有些现代标点不一
定必须使用，有些习惯用语也不一定要点破
（比如“尧舜禹”就不一定点成“尧、舜、
禹 ”，“ 元 明 清 ” 不 一 定 点 成 “ 元 、 明 、
清”），甚至语势到了，一长段一气连读，本
就是作者的意思，如果一定要在中间点断，就
完全违背了作者的初衷。这要求的不仅是点校
者对汉语语法的理解，而且还有阅读文言文的
基本修养。在顿号、引号、书名线、专名线等
的使用中，尤其需要点校者把握分寸。方、王
二位的点校，仅用了不得不使用的 10 种标
点，而且尽可能避免繁冗。如其使用引号时不
超过三层，每段文字若只有一层引用就不加引
号；对于经、注、疏、传、记、笺、集解等，
一律不加书名线（当然，书中偶有未能严格遵
守这一条的地方，亦在所难免）。笔者自己在
点校时，对于如何使用冒号、引号、书名线就
总是犹豫不决，以致最后经常弄得极为繁复、
不乏前后矛盾之处，深感二位先生这种统一而
简洁的方式，是最好的处理办法。因而，整理
本《五礼通考》不仅很少出现点断错误的情
况，而且最大限度地照顾到了原文的语势，使

读者读起来朗朗上口、疾徐有度、铿锵有力。
最后，在文献校勘上，二位先生下了很大的

工夫。张涛先生在《〈五礼通考〉史源举要》一文中
谈到，他阅读《五礼通考》时曾经发现了书中引
用史料时的不少问题，并由此穷根究底，发现编
纂者对于每条材料，并不像秦蕙田自称的那样，
老老实实地去核对原文，而是很多直接从《文献
通考》《古今图书集成》转引而来，又没有认真
核对原书，所以出现了不少讹误，甚至有非常严
重的错误。整理者在“整理凡例”中指出：
“《五礼通考》大量征引《十三经注疏》《二十
二史》《通典》《文献通考》《册府元龟》《唐开元
礼》等文献资料，经过甄选裁剪，归入相关类别
之下。对于这些内容，我们逐一核查原书，凡
《四库》 本有讹错衍倒者，改正并出校勘记说
明。”说起来简单，但面对浩如烟海的文献资
料，逐一核对，这是秦蕙田等人宣称要做，但实
际上并未完成的事。其实，秦蕙田这些编纂者有
责任一条一条地核对原文，而整理者在未发现明
显问题的时候，并没有义务一定要诸条核对，但
整理者出于认真负责的态度，要做本该秦蕙田等
人做的工作。虽说现代学者拥有了数据库、电子
版等大量现代工具，但逐一查找出处、核对文
字，仍然是相当费时费力的工作。那么，整理者
们到底有没有做这些工作呢？我们可以对照张涛
先生指出的一些错误，看一下点校本的情况：

1 .卷二百四十三引《宋书·礼志》“殿中郎
率获车部曲，在大司马之后”，《四库》本“获
车”讹作“护军”，整理本改正，并出校勘记。

2.《宋书·礼志》“校猎日平旦，正直侍中
奏严”，《四库》本作“校猎日平旦，正直侍中奏

‘中严’”，整理本未删去“中”字。
3. 《宋书·礼志》“正次直侍中、散骑常

侍、给事黄门侍郎、军校剑履进夹上阁”，《四
库》本作“正次直侍中、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
郎、散骑侍郎、军校剑履进夹上阁”，整理本虽
未删去“散骑侍郎”四字，但在校勘记中指出，

“光绪本、《宋书·礼志一》无此四字”。
4. 卷二百四十引 《南齐书·武帝本纪》

“ （永明四年闰月） 戊午，车驾幸讲宣武堂”，
《四库》本引作永明三年，点校本改为“四年”，
并出校勘记。

5.同卷引《陈书·后主本纪》“至德四年秋
九月甲午，车驾幸玄武湖”，《四库》本系于祯明
四年，而祯明三年陈已亡，点校本未改正。

这五处错误，点校本改正两处，指出一处异
文，默认《四库》本之“中严”，一处未改，这
已经是非常好的成绩。《四库》本有些错误，光
绪本已改正，点校者必须查考其史源，方能判断
究竟哪个版本正确。但有些错误光绪本也未改
正，则系点校者直接对勘原书改正的，这真如同
大海捞针，遗漏若干，在所难免。点校者之尽
心，已胜过原编纂者和刻印者。

有上述这些优点，可以说，用此点校本，反
而比使用《四库》本更可靠，因而，此书的出
版，必将在许多方面推动学术界的研究。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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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生活在网络时代，我却没有网购的习
惯。一天，夫人非要教我网购，说是既方便又
便宜，盛情难却，那就买书吧。输入有关国学
的关键词，显示出一堆书名。“看报看题，看
书看皮”，书的封面如同人的脸面，是给人的
第一印象，《君子不器》就这样映入我的眼帘。

《君子不器：半部论语品一生》 吸引我的
首先就是大气的装帧设计和优雅的书名，朱
红色封面配上“君子不器”4 个金黄的大
字，万书丛中一点红，气质不凡，甚是吸
睛。下单、付账，当天晚上就收到新书，网
购真是方便快捷。

书名“君子不器”出自 《论语·为政第
二》，是孔子名言。书与 《论语》 有关，书名
也紧扣 《论语》，可亲可敬；副题“半部论语
品一生”，当是化用宋初宰相赵普的名言“半
部论语治天下”而来，但从“治”到“品”，
虽只是一字之差，却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一个
言政治一个谈文化，无形中透出了本书的文化
色彩与平民特色。

解读 《论语》 的书很多，《君子不器》 不
落常规俗套，没有走逐句解读 《论语》 的老
路，而是从中精选了 73 条名言警句，结合当
下的社会与生活实际阐发其中的大义，其实就
是 73 篇小品文。文章篇幅都不长，长的不过
两千字，短的只有几百字。我一开始不明白为
什么作者不选整数50条或100条名言佳句，作
者张传玖在序言中说，所以选择 73 条，是因
为孔子寿 73 岁，作者对孔子的爱与敬可见一
斑。当然，要想解读好《论语》与孔子，断断

少不了这份崇敬之心。
客观而言，这类书籍想要写出新意不容

易。可贵的是，作者没有高坐云端讲道德说
仁义，而是尽量联系实际接地气，有个人修
养，有社会现实，有家国情怀，涉及个人、
家庭、社会、国家，观点透彻精辟，文字平
实质朴，娓娓道来。不敢说 73 篇文章都精
彩，但每每有独到的见解与出乎意料的新
意，时不时让人茅塞顿开，甚至有醍醐灌顶
之感，这在众多与 《论语》 有关的书籍中实
属难得。

试举两个例子。《论语》 中多次提到“君
子”，何为君子？怎么做才算是君子？孔子说

“君子不器”，一般解释为君子不应该像器具一
样只有一种用途，但作者的眼光与视角远比这
广博深邃，让我们看到了更多蕴含其中的道与
理：“君子不器——君子不能像器物那样推一
下才动一下，应该有主观能动性，积极入世，
主动作为。君子不器——君子不可像器物那样
只有有限用途，囿于一技之长、一才一艺，须
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博学多闻，具多方面才
干，如此才能担负起治国安邦之重任。君子不
器——君子不应像器物那样仅有一定容量，要
以宽广的胸襟看待万事万物，如同海纳百川、
容人容事，如此才能成就大业。君子不器——
君子不应像器物那样定型而一成不变，须因时
因地而化，凡事能采取最合宜的行为以获得最
大最好之成效。君子不器——君子不应该执着
于具体的实用技术与功利之学而把自己变成可
供使用的器具，‘士志于道’(《论语·里仁第

四》)，君子的使命是社会价值的承担者，应
该有以天下为己任的远大抱负，不能只安于营
生、过度钻研细节而疏于俯仰天地之宏观，应
学习弘扬那些看似无用但能治国平天下的仁德
大道。”

再如中庸。一提到中庸，很多人就会想到
不讲原则甚至没有原则的“好好先生”，和稀
泥、和事佬、老好人，中庸真的就是这样的德
性吗？张传玖认为，中庸是既不过又不是不
及，即凡事做到恰到好处、恰如其分、恰当、
恰好。他打了一个精当的比方，中庸就像导弹
防御系统，在茫茫太空正好迎头击中敌人打过
来的导弹，早一点、迟一点、偏一点都白搭，
必须不偏不倚——中庸太难了，一般人做不
到，所以孔子才推崇、才感慨：“中庸之为德
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第
六》)中庸作为一种道德，是最高尚的了，人
们缺乏这种道德已经很久了。

本书让我感动的，还有作者在序言中提到
的文化实践活动。几年来，他独自一人利用周
末组织开展了“走读北京”文化公益活动，坚
持为大家公益讲解皇都京韵，如故宫、天坛、
颐和园、孔庙国子监、中轴线、十三陵等等，
众多学生与家长因此受益，背后的甘苦自不待
言。每次活动学生免费，成人象征性地收点善
款，然后统一捐助给贫困学生、重症病人等。
这种人文实践润物细无声，在众多孩子们心中
播下了爱与文化的种子，总有一天会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

（作者系中国自然资源作家协会副主席）

《论语》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读张传玖先生《君子不器》有感

胡红拴

整理本《五礼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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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崇尚“贫
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
天下”，乐善好施、协和
万邦；同时，中华文化
又提倡天人合一、与地
之宜。当然，中华文化
并非一成不变，更非十
全十美；因此，见贤思
齐，有容乃大也是我们
的基本信守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