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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是中国古代治国理政
思想的集大成之作，它既是一部治世典
籍，更是一部善治宝典。这部唐太宗的

“枕边书”开启了大唐的贞观之治、武
周之治、开元盛世、元和中兴四次辉煌
盛世，并泽被后世、影响深远、远播海
外。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不断地返本开新，《群书治要》的研
究和应用也越来越受到高度重视。我们
研究《群书治要》的目的是从中汲取治
国理政智慧，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而助推当
代中国走向善治。

《群书治要》中的善治思想

《群书治要》 贵在一个“治”字，
仅仅从书名就可以看出唐太宗的良苦用
心。无论是大禹治水、皋陶执法，还是
老子的上善若水，我们都可以从中领会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治道”。

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治理的典范。
禹的父亲鲧治水采取堵的办法，结果白
费心力，导致洪水泛滥。禹治水采取的
是疏导的办法，结果使洪水这个“猛
兽”被彻底驯服，不仅不再危害人类，
反而能够造福人类。这个故事提醒我
们，治国之要：堵为下策，疏为上策。

上古四圣之一的皋陶是中国古代司
法的鼻祖。皋陶拥有一只司法的守护神
——獬豸，獬豸是一只独角神羊。皋陶
每当执法判案遇到难题，是非善恶难以
区分时，就求助于这只神羊，神羊识别
善恶之后，就会用羊角奋勇顶向犯罪
者。那么，为什么它是羊而不是狮子或
牛呢？因为皋陶是柔性执法，狮子是猛
兽，牛为大型动物，羊则温良而不失勇
敢正义，羊顶其一角则是一种惩戒，并
不危及生命，既对违法犯罪者进行惩
戒，也给其改过自新的机会。这实质上
是一种“善法”理念。

孟子所倡导的善教与皋陶的“善

法”理念是一致的。孟子强调民贵君
轻，并强调善政和善教。他认为，善政
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如果老百姓违法犯
罪，不是老百姓的错，而是当政者的
错。理由是，老百姓之所以违法犯罪，
是当政者没有教育好他。怎么办呢？这
就是实行善教。只有实行善教，才能导
正民心，匡正社会风气，从而实现善
政，进而达到善治。

首次正式提出善治的是老子。老子
《道德经》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
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
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信，正善
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
尤。”在这里，我们看到不仅把善的美德
总结为“七善”，并且提出了善治。由此
可见，善治是中华文化的优秀基因。

古今中外看善治

中国古代就有了善治的理念和追
求，但善治的实现还需具备四个必要条
件：一是德治，二是法治，三是现代
化，四是以人民为中心。德善同理，我

们的祖先构建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善治文化
体系，比较集中的体现就是这部《群书治
要》。但是仅有德治是不够的，还要有良
好的法治，中国古代虽然也重视法治建
设，但历代帝王所制定的法律都离不开

“家天下”的影子，极少有良法。另外，
由于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没有现
代化的条件，也就永远无法满足大多数
人的共同富裕。试想，没有丰富的物质
基础和美好生活，何谈善治！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拥有现代化的条件，
为什么没有实现善治呢？这是因为他们虽然
拥有现代化的条件，有的也拥有良好的法
治，但是缺乏良好的德治体系，尤其是他们
所奉行的是利己主义的价值观，其发展理念
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而是自私自利、弱肉强
食，甚至为了少数人利益、本民族利益、本
国利益，不惜损害其他民族和国家利益；特
别是在国际上推行单边主义、霸权主义，毫
无爱与善，更谈不上大爱和大善。试问：没
有爱和善，何来善治？

关于“以人民为中心”，我们应当看
到，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主要是思想家
的理想。孔子一生周游列国，推行“仁
爱”思想，却不受欢迎，因为列国之君不
愿意接受他的思想。孟子的“民贵君轻”
思想也是四处碰壁，原因在于古代君王没
有民本自觉。与中国古代政治和西方政治
具有本质区别的是：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
天起就拥有“民本”自觉，这种自觉就是
共产党人的初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
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也就是“为
人民服务”“为人民做实事”“以人民为中
心”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越来
越凸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从中国古代
的民本思想，到今天共产党人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在中华民族迎来从站
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之后，
建设一个共同富裕的善治社会，未来可期。

当代中国正走向善治

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周恩来提
出了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目标。改革
开放以来，邓小平在“四个现代化”的基
础上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并借鉴儒家
思想中的小康理念，提出了建设小康社
会，擘画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
走”目标。这表明，我们党的现代化目标
传承了“大同”和“小康”的文化基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
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
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
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鲜明地提出“法
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善
治”一词首次写进中央文件，正是对中华善
治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党的十
九届四中全会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进行了科学的制度化安排，提出了坚持
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步走”目标。
从管理到治理，从治理到善治，中国共产党
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善治思想，
又赋予善治新的时代内涵。

中国之治，目标在善治。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对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
理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十九届五中全会提
出在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
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实现善治的条件越来
越成熟，善治的路线图也越来越清晰。当
然，善治社会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一方
面需要我们坚持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另一方面还需要我们从《群书
治要》这部善治宝典以及其他优秀文化典籍
中汲取更多的治国理政智慧，为善治中国提
供更丰富的传统文化滋养。

（作者系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本文为作者在“第二届全国《群书治要》学
术研讨会”上的发言，发表时有删节）

《群书治要》善治思想的当代借鉴
程冠军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
文学家和史学家。他读书勤奋，才
华横溢，笔耕不辍，文学上造诣极
高。《诲学说》就是他在茫茫史籍
中，结合自身的经验，留给他的次
子欧阳奕的精神财富。

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下欧阳修
其人。

欧阳修 （1007-1072 年），字
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籍
贯江西庐陵(即今天的江西吉安市
永丰县)，出生于绵州 （今四川绵
阳市）。宋仁宗天圣八年 （1030
年），欧阳修进士及第。他的一生
先后在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为
官，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
知政事。欧阳修为人正直，注意选
拔后进，曾支持范仲淹的革新运
动，到了晚年思想趋向保守，后来
与司马光一起反对王安石的“新
法”。死后谥号“文忠”，所以一般
也称他为欧阳文忠。

欧阳修与韩愈、柳宗元、苏
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
称“唐宋八大家”，他是宋代文坛
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合称

“千古文章四大家”。欧阳修发展了
韩愈的古文，引领了北宋诗文革新
运动。欧阳修基于他正确的古文理
论而开创了北宋新一代文风，他创
作的散文成就很高。同时，他还变
革了诗风和词风。他和宋祁合撰
《新唐书》，编撰了 《新五代史》，
说明他有较高的史学成就。现在传
世的有《欧阳文忠集》。

那么，欧阳修《诲学说》的具
体内容是什么？我们从中可以受到
怎样的启示呢？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
不知道。然玉之为物，有不变之
常德，虽不琢以为器，而犹不害
为玉也。人之性，因物则迁。不
学，则舍君子而为小人，可不念
哉？付奕。

这段文字出自《欧阳修全集·
笔说》，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就是：

玉石如果不雕琢，就不能成为
器物；人如果不学习，就不懂得道
理。然而玉石作为一种物质，拥有
不能改变的恒常品性，即使不雕琢
为器物，也仍然不损害它作为玉的
本性。人的品性，会随着外物的影
响而发生变化。人如果不学习，就
会放弃成为君子而变为小人，怎么
能不思考这个道理呢？这就是为父
对你(欧阳奕)说的话。

在欧阳修4岁时，他的父亲就
去世了，家庭很贫困，但是他的母
亲对教育很严格。为了节减开支，
欧阳修的母亲以芦苇、木炭作笔，
在地上教欧阳修写字，这就是“画
荻教子”的故事。他的母亲经常以
古人刻苦读书的故事教育他，在母
亲的影响下，欧阳修在家训中也表
达要儿子养成爱读书的好习惯，从
中学到做人做事的道理。这篇《诲
学说》就是他教育二儿子欧阳奕时
写下的，鼓励他儿子努力学习、提
升道德修养。《诲学说》的目的就
在于此。

欧阳修在《诲学说》中讨论了
“玉”与“人”辩证关系。他想表
达的意思是，玉石如果不经过雕琢
与打磨，就不能展现光芒被人喜
爱。人如果不能静下心、不经过锻
炼，就不能成为拥有高尚品德的君
子或有所作为。当今社会，物质发
达、欲望泛滥，假如人们再不努力
学习，就会碌碌无为、失去精神方
向，更找不到幸福和快乐。所以，
《诲学说》中的警句名言其实是在
帮助我们，时时提醒自己、反省自
己，把我们内心的欲望和灰尘擦
去，恢复我们内心本来的清净面
目。我们努力学习读书，勤劳奋斗
就是为了拥有更幸福和更有意义的
人生。面对现实中的不正之风，如
果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家风熏
陶，很容易就会走上邪路歪路。欧
阳修在《诲学说》告诫教育儿子要
做个正直的人，要走正道，这对欧
阳奕为官做人都起到了很大的引导
作用。

《诲学说》 中指出“人之性，
因物则迁”。如果细心观察，会发
现历史上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们熟悉的 《三字经》 中说道：

“昔孟母，择邻处。”在战国时期，
孟子的母亲为了教育好孟轲，先后
三次搬家，就是为了给孟子寻找一
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孟母最后安家
在学堂附近，这样孟子就能够常常
亲近仁者，在老师与同学的氛围中
成长，得到良好的熏陶。最终孟子
没有辜负母亲的期望，成为一代儒
家圣贤。所以我们常说，近朱者
赤，近墨者黑。做人做事同样如
此，亲近仁者，就会变善；亲近恶
人，就会学坏，这是毋庸置疑的道
理。如同贴着朱砂会变红，挨着墨
汁会变黑一样。荀子也说过：“蓬
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
与之俱黑。”他的意思是：蓬草生
长在麻丛中，不须扶持自然就会
长得挺直；白沙混进黑泥里，就
会变得和黑泥一样黑。所以，这
就是“环境造就人”的意思。因
此，父母家庭的言传身教显得弥
足珍贵，孩子的行为会受到父母的
影响，如果在一个家庭中，父母长
辈有很多不良嗜好，都会深深影响
到孩子，例如抽烟、喝酒、赌博等
等。所以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个
学校。

此外，欧阳修还善于识别人才
和培养人才。他曾举荐过的苏轼、
曾巩、王安石等人，历史证明确实
都是人才，后来都受到了朝廷重
视。而且，欧阳修所引领的宋代诗
文革新运动，旨在传承和发扬古
文，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产生了
重大的影响。苏轼、曾巩、王安石
等人的人格与文学成就相得益彰，
在他们后面都能看到欧阳修的教诲
与影响。因此，欧阳修宽广的胸
襟，对人才的鉴别与培养，对文学
革新事业的贡献，让后人切实感受
到他的人格力量。

《诲学说》中提到的玉有不变
恒常的属性，但是人的心性会随着
外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人生如同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没有
勤奋努力好学的习惯，很有可能
会远离道业，由君子变为小人，
不可不谨慎小心。再者，人的一
生，若是没有学习的目标、方
向、习惯，难免会有迷茫和无
助，缺少了学习的信仰，更会不
知所措、遗憾空虚。

通 过 学 习 欧 阳 修 的 《诲 学
说》，我们对“玉”与“人”的
辩证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其
中的名言，“玉不琢，不成器”
可谓是诲学良言，发人深省，引人
向善。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
政学院）哲学部教授、中国实学研究
会会长、《平“语”近人——习近平总
书记用典》主要思想解读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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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伊始，一场人与新冠肺炎疫
情的殊死较量正在进行中，至今在全球
已有超过1亿人口被感染，数百万人被
夺去了生命。与其他战场不同，人类这个

“对手”需要依靠1000倍电子显微镜才
能看到它的“尊荣”，那是带着“王冠”的、

“以胜利者姿态”出现的新物种，人类命
运正被挑战。

不少国内外有识之士从不同角度对
此做出了自己的反思，尽管见仁见智，但
是大家还是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人类过
于野心膨胀，而傲视地球上的一切存在
物。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说：“这场在几
周之内使世界陷入瘫痪的流行病，清楚
地暴露出当前的‘发展模式’异乎寻常又
令人震惊的弱点……疫情证明，这样的
一种发展模式已被判了死刑，而被一同
判了死刑的还有人类。”

去年，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了《人类
命运：变迁与规则》一书，作者丹溪草在
疫情大流行中“静心反思，静心理稿，静
心观察外部世界，静心观照自己的灵
魂”。透过人类命运的历史、现实与未来
这一线索，照鉴了人类的孱弱与渺小。

作者借助对多段人类历史变迁的考
证，对比各种文明遗存，探究历史疑惑，

勘察人类命运轨迹，反思人与自然、人与
万物、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金钱、人与
物欲的各种关系，感知人类命运在当代
的生存危机，以及未来的各种不确定。书
中的历史线索关涉古今中外、纵横交错，
需大量史料与文献以佐证。这展现了作
者史学与哲学背景固有的功力及驾驭全
局的能力，亦使整部书的谋篇布局呈现
阔达之势。

书内有六个章节，分别是：“社会动
物”“部落文明”“父权文明”“王权文明”

“资本文明”“理想秩序追梦”，呼唤人类
突破历史和认知的局限,意识到人类文
明的属性不仅体现在物质方面，更体现
在精神层面；呼唤人类应以史为鉴、尊重
自然、尊重本真、尊重传承。

作者告诉我们：“人类是社会动物,
人性最终会告诉我们,人生最悲哀和痛
苦的莫过于无聊和孤独。”可是当下，人
类整体陷入“孤独”，这让人类的情绪变
得暴躁不安、失去自我、判断力下降、思
维能力减弱等等，而人类整体在分裂与
撕裂。

作者将人类命运与“规则”联系在一
起，并以儒家的儒雅对“规则”做了诠释：
克己和温柔是快乐、幸福的纽带,人与人

之间一切关系，无论爱情、友情、亲情，还是
物质生活追求简约、低碳排放的生活方式，
精神生活追求艺术、快乐、独立，与自然界
平等交流，都是既遵守规则又承担责任。应
抛弃那种一方面把所有的社会基本服务视
为理所当然，另一方面又把不承担社会基
本责任也视作理所当然的虚幻梦想。尊重
自然法则，遵守人类规则,虽然大多数规则
看起来离我们很远，然而,不管是否承认，
它们早已潜入我们人类的生命，流淌在血
液里，敬天爱人、守规克己、秩序井然。温柔
是人类所有美德的基础和综合，是一种自
我约束、自我控制，无论自然天理规则，还
是人情约定规则，或者是人文强制性规则，
都可以融化于内心平衡。

中华民族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既是规矩，成就“礼仪之邦”，也让规矩成为
可能。

“没规矩不成方圆”，“规矩”之于个体、
群体、人类命运共同体都至关重要。在作者
看来，最大的“规则”当属对自然的敬畏与谦
卑。“这是人类进化中接近规律的真实。如果
人类真想远离灾祸,就得在21世纪做出正
确的选择。”面对2020年这场新冠肺炎疫
情，“倘若没有反思，灾难将成为人类彻底的
悲剧。”这本书的核心思想也许在此。

书的封面有两句话是对主题的照映：
认识自己的渺小，这个世界一定会更美好；
儿时奶奶常叮嘱：宽慢来，弗着急。看得
出作者性情中的谦逊与恬淡，以及静中
生慧的能力。也不由得让我想起《大学》
开首之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
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
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
能得。”定、静、安、虑、得，大概也是人类
认知行为中的真理。

作者原名朱红，他告诉我，他是1000
年前金华名医朱丹溪族群的后裔，自己从
小长在丹溪河边，高寿百岁的奶奶常说“宽
慢来，弗着急”，对他的品性影响很大。取笔
名“丹溪草”，既是对先祖与家乡的敬慕，也
是让自己像“草儿”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
吹又生”。

我与朱红接触不多，但是他的人文情
怀和士人之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
透过这册《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我看到
了作为个体应有的情怀与格局，欣赏了成
熟者思想品行的魅力。我对他说：“你做了
非专业人士的专业著述；探索了非学者的
历史变迁路径，十分难得。”

（作者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研究
员、中国休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人类命运挑战中的“省”与“思”
——读《人类命运：变迁与规则》有感

马惠娣

日前，《中国文化要素体系》专家评
议会在北京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成功举
行。会议由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服
务价值与文化传播评估理论与技术》项
目之子课题《中国文化要素体系及文化
附加值评估研究》承担单位北京国学时
代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主办，10余位
专家学者参加了评议会。

本课题主要内容是面向中国文化重
点应用领域复杂场景的多元化设计需
求，构建符合当代多元化设计需求的中
国文化知识库、素材库，开发文化附加值
数据分析及素材重构交互设计软件，实
现中国文化要素化和价值增值，提升中
国文化设计与创作效率和感染力。《中国
文化要素体系》作为课题的主体任务之

一，是整个项目的底层工作。基于海量古
籍文献的整理分析，在充分吸收现有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借助计算机技术手段，
创造性地提出了六分法体系架构，系统
地构建了中国文化的表层、中层、深层三
重结构，使每个具象的文化要素实现纵、
横两个方向的高度概括，既涵盖了中国
文化要素的历史成因，又体现出中国文
化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进
而搭建出一个全新的中国文化要素框架
模型。

评议专家听取了课题组的汇报，观
看了模型演示，并与课题组进行了深度
交流，对《中国文化要素体系》给予充分
肯定和高度认可，一致认为该成果基础
扎实、视野开阔、科技含量高，指出该课
题的价值在于如何利用当代的计算机技
术，有效指导中国文化要素在文创产品、
工业、建筑设计等场景的实践应用，提升
创作效率。作为该课题的底层或基础性

研究，需要准确界定“中国文化要素”的核
心概念，梳理当前各种不同理解，结合课题

“解决符合当前多元设计的需求”，着重提
出自己的理解。 （韵文）

《孔氏南宗文献丛书》正式出版

5月20日，由中共浙江省衢州市委宣
传部、衢州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衢州学
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主办的《孔氏南宗文
献丛书》新书发布暨南孔文化研讨会在北
京召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社长魏崇、衢州
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刘章华致辞，本
书主编、衢州学院教授吴锡标介绍了图书
整理情况，本书责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重
大项目编辑室张慧霞介绍图书出版情况，
40余位专家参加会议。

《孔氏南宗文献丛书》由衢州学院孔氏
南宗文化研究中心编纂，共48册，收录孔
氏南宗族人的著述41种，记载孔氏南宗的

著述2种，是继明代衢州知府沈杰整理汇
编《三衢孔氏家庙志》之后，对孔氏南宗文
献所进行的第一次全面而系统的搜集整理
和汇编出版。

孔氏南宗著述是孔子世家著述的重要
组成部分，孔氏南宗文献散佚情况相当严
重，现存资料又极其分散，从而严重制约了
孔氏南宗研究工作的深入推进。鉴于此，衢
州学院孔氏南宗文化研究中心于2016年
开始，对孔氏南宗文献进行了系统搜集与
整理汇编。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孔氏南宗文献的
搜集整理与编纂出版，一方面具有抢救性
保存古籍的作用，一方面具有重大的文化意
义和社会功用，不仅厘清了孔氏南宗内在的
发展脉络和机制，将推动孔氏南宗研究的深
入开展，而且对江南学术的梳理、浙学的研
究、宗族史和社会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促进作
用，且将为之提供新的材料和视角，构筑了
孔氏南宗研究的新高地。 （张丽）

《中国文化要素体系》
专家评议会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