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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苑艺苑艺苑 笔谈笔谈

一、宋明理学 理心气学

宋明理学是中华文化的学术和哲学思想的
“造极”期，是儒释道三教融突和合的精华。唐
以来就希望把中国的儒释道融合起来，当时提出
来一个文化整合的方法，叫作“兼容并蓄”。但
是唐代的200多年到宋代前60多年，并没有真正
把儒释道三教融合起来而构建出一个新的哲学理
论体系。为什么？因为唐代后期藩镇割据，发生
安史之乱，到五代十国的时候，中国原有的伦理
道德被破坏了，人们的价值理想也丧失了。精神
没有了寄托，灵魂成了孤魂野鬼，没有一个落实
的地方。

到了宋明理学，怎样化解当时伦理道德的衰
坏和价值理想的丧失？怎样把儒释道三教融合起
来？怎样落实“兼容并蓄”的方法？方法受价值
观的支配，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有什么样的方
法。当时，程颢提出：“吾学虽有所受，天理二
字乃是自家体贴出来。”可以查一下，《庄子》和

《礼记》中就有“天理”两个字。那么为什么程颢
讲“天理”两个字是自家体贴出来的？乃是他自己
把“天理”升华为形而上本体论的理论思维。他把
儒释道兼容并蓄的方法落实到了“天理”上，构建
了一个理学的理论思维体系。从这点可以看出，一
种方法需要落实到一个实在的层面。不同时期、不
同人的价值观不一样，因此，程颢对天理的体会和
理解与过去也不一样，进而他能够将“天理”两个
字构建出一个思想逻辑体系。

宋代实行佑文政策，对当时的学术发展起了很
大的作用。当时学术多元、学派林立、大师辈出，
出现了哲学理论辉煌的新时代。当时北宋有周敦颐
的濂学、张载的关学、二程的洛学、王安石的新
学、司马光的涑学以及苏东坡父子的蜀学。到了南
宋，出现了朱熹的理学派、陆九渊的心学派、张栻
的湖湘学派、叶适的事功学派、吕祖谦的金华学
派。这时演讲与学术讨论非常盛行。比如朱熹和陆
九渊有“鹅湖之会”。朱熹和陆九渊两派展开了争
论，两派的思想很不一样。陆九渊批评朱熹“支离
事业”。这个“理”在哪里？你一物一物地格、一
书一书地格，就成为支离。陆九渊说自己是“易简
工夫终久大”。可见当时学术讨论的氛围很浓厚。

什么是“理学”？“宋明理学”是什么？这需要
搞清楚。有人讲宋明理学是个浊流，是污泥浊水的
一个时期。我们对宋明理学必须有个理性的认识。
可以肯定地讲，宋明理学是一次思想的解放。从汉
到唐，奉行注疏之学，死守“师法”“家法”。对于
经典，若汉代的人做了注解，那么唐代就不能再做
注了，只能做注的注，叫做疏，“疏不破注”。我们
知道，古人认为五经都是圣人之言，是神圣不可改
的，只能按照圣人讲的话来说。但宋人为什么能够
思想解放呢？他们认为五经不一定是圣人之言。譬
如说《诗经》，有很多是恋爱的诗；《尚书》，是政
府颁发的告示；《周易》有的不是圣人之言；《春
秋》是“断烂朝报”。这样就把原来人们思想中不
可动摇的“五经”，像五座大山一样，把它们推翻
了。在这种思想风气下，朱熹以“六经注我”的方
法，通过做注解，发挥自己理体学的思想，不仅自
己做注解，而且自己来补经。譬如说《大学》当中
的“格物致知”没有解释，朱熹就自己补上了解
释，体现了一种思想的开放。

从宋到明的学术思想，我们叫宋明理学。其实
宋明理学不仅到明为止，甚至到了近代，近代的新
儒家也是继承宋明理学而来的。宋明理学从主流来
说，基本分成三派：一派是二程到朱熹的理体学
派，一派是陆九渊和王阳明的心体学派，一派是张
载到王夫之的气体学派。为什么这样讲？按朱熹的
话，即使天地都陷了、没了，这个“理”还存在，
所以他是以“理”作为最高哲学概念的。陆九渊
讲，这个“理”不是在外面，而在“心”中，所以

“心”就是“理”，开启了心体学派，由王阳明所继
承。从张载到王夫之，“气”是最高的范畴。王夫
之认为，“理”就是“气”的条理。三派对“理”
有不同的认识，其关注的问题在于：“理”是客观
的，是在心外的，还是在心里的，还是说是“气”
的一种条理？对于这些问题，三派互相探讨，互相
批评，互相切磋。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著名哲
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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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三门峡，1957年开工修建
“万里黄河第一坝”：三门峡水利枢纽工
程。那时库区淹没区的移民地点就是敦
煌。

我最早知道敦煌，是移民，是黄沙
漫漫，背井离乡。根本不知道有莫高
窟。

1978年考上大学后，我的老师叶鹏
讲美学课，讲到敦煌，讲到莫高窟，讲到
飞天，还讲到敦煌守护神常书鸿的个人贡
献和悲欢离合。

我对敦煌的认识由“黄沙漫漫”变为
“艺术圣殿”，心向往之。

对那个伴随父亲常书鸿坚守敦煌的小
女儿，充满好奇和牵挂。

课下，曾经追问叶老师：常书鸿那个

女儿后来干什么？在哪里？叶老师说：我也
不知道。

30 多年后，叶鹏老师的女儿回答了
我这个问题：她是中央工艺美院毕业，
她知道常书鸿的女儿常沙娜就是他们的
老院长。

由叶老师女儿的帮助，我得到了常沙娜
先生签名给我的回忆录《黄沙与蓝天》。那
份惦念，有了着落。

80多年的人生经历，在常先生的笔下
娓娓道来，儿时在法国的天真烂漫，回国途
中的颠沛流离，敦煌的艰苦磨炼，美国的打
工学习……犹如一幕幕画卷在读者眼前展
开。尤其是1945年家庭变故后，14岁的她
坚守敦煌，独自料理家务、养育弟弟，坚持
到莫高窟临摹壁画，打下扎实美术功底。在

艰难困苦中的坚韧、豁达、成熟，读之令人
落泪。

在美国留学，闻讯新中国成立，她毅然
中断学业，踏上回国的旅途。

从美国回来后，在清华大学跟随梁思
成、林徽因做助教，并从此转行专门从事工
艺美术设计和教育。

在那火红的年代，常先生曾经参与人民
大会堂等北京十大建筑的图案设计，其中人
民大会堂宴会厅的天顶装饰图案就是她的手
笔，民族文化宫大门的装饰图案也是她的作
品，北京展览馆电影厅的拱顶装饰、首都剧
场大厅天顶石膏花纹等都有她的参与和贡
献。

常先生一生从事工艺美术设计和教育，
曾经担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15年，作
品无数，著作等身，桃李满天下。

香港特区紫荆广场的金紫荆雕塑，是常
先生最后主持的设计作品。她说，这是中央
工艺美院为国家作出的最好贡献，也是我
15 年中央工艺美院院长任职的最后努力，
无憾人生了!

生在法国，长在敦煌，学在美国，工作
在新中国，成名于新时代。常先生一生传
奇，故事多多，书中的许多故事、许多细
节，闻所未闻，书中许多图片、许多插图，
首次披露，弥足珍贵。

这是一本值得反复阅读、品味的好书，
常先生是值得敬仰、学习的先辈！

（作者系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常沙娜《黄沙与蓝天》
杨建平

好读书，不求甚解。好买
书，不懂收藏。

搬家多，丢的书也多。
唯有作者签名题赠我的

书，一本不少的一直珍藏。
近来翻检重读，犹如风雪

故人，万千思绪，飘然而起，袅
袅如轻烟笼罩。不由得拿起画
笔，试着为自己喜欢的珍藏书，
手绘藏书票，并记下自己的阅
读感受，以附骥尾，攀附风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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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建好用好国家
文化公园。”2021 年 10 月的济南座谈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为黄河永远造福中华民族而
不懈奋斗的伟大号召。2021 年 10 月 12 日，
我国正式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建设黄河国家
文化公园成为国家战略。

“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黄
河发源于青藏高原，一路流经 9个省区入渤
海，孕育出河源文化、河湟文化、河套文化、
三秦文化、三晋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
共同构成绚烂的黄河文化谱系，这个文化谱系
应该是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根本遵循，而
不同省份的建设任务也应该因文化特质的不同
而异。

华夏文明发源于黄河中流流域，得到20
世纪以来重大考古发现佐证，发掘成果印证
了《尚书》《左传》《史记》等典籍对先夏及
夏商周三代文化在黄河中流流域繁衍兴盛的
记述。地处黄土高原的今山西地区，由于土

层丰厚而水患较少，则文明历史更为久远，旧
石器时期的文化遗存就有近 400处，其中旧石
器早期遗址 157处，居全国之首。华夏先民所
创造的中原龙山文化遗址中规模最大的陶寺遗
址，位于今山西省襄汾县陶寺村南，经测定，
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至1900年之间，是中
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社会形态遗存。考古发现
了规模空前的城址、王墓，恢宏的宫殿，独立
的仓储，官办的手工业区，还有世界最早的观
象台，因此许多专家学者据此提出，陶寺遗址
就是帝尧的都城，是当时华夏部落联盟的中
心、国中之国——最早的“中国”。这一发现对
华夏文明在黄河中流流域的发源、国家形态的
产生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山西河津的龙门是黄河晋陕大峡谷的南出
口，传说大禹治水13年，光开凿此龙门就用去
了4年时间，如今两岸的峭壁上当年镌凿的刻痕
依然清晰可见。三晋文化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

“表里山河”，山西之于中华文化的重要意义，多

与这个人文地理特征相关。正是山西表里山河的
有利地势，使得元末明初席卷华夏大地的战争没
有波及。明代山西洪洞大移民，对于中华复兴、
民族融合的伟大贡献永载史册，其舍家为国、筚
路蓝缕、艰苦创业的伟大精神对中华民族的永续
发展影响深远。

山西境内黄河沿岸有古渡口42处，留下很
多人文遗迹和传说故事，黄河长城“二龙戏珠”
的老牛湾、诞生唐代五言诗压卷之作的鹳雀楼、
留下千古爱情传奇的普救寺、沉淀中华文化智慧
的黄河大铁牛、彰显中华美德传说的五老峰，体
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壶口瀑布、西口风情浓郁的碛
口古镇，红军东征的革命遗迹、八路军总部的旧
址，汾河入黄口的湿地公园、乾坤湾黄河蛇曲国
家地质公园……星罗棋布，展现黄河沿岸人民生
活风情的各种文学、影视和舞台作品更是经典迭
出。

自2021年以来，我连续参加了山西省政协
召开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专
题常委会会议、省政协文史委组织的“推进黄
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专家座谈会，2022年 8
月又随同山西省政协调研组，赴忻州的偏关县
和河曲县，开展了“深化文旅融合发展理念，
助力沿黄精品景点建设”专题调研。深感山西
黄河流域的历史文化、红色文化和生态文化资
源富集，立足资源优势，可以说，黄河文明孕
育出的三晋文化和丰富的历史文物资源，既是
华夏文明的源头，又呈现了完整的脉络和发展
体系，堪称“华夏文明博物馆”。基于此，我认
为在建设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总体规划布局中，
应在山西段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沿线合理选址建
设“华夏文明博物馆”，展示中华文明的源流和
伟大。同时组建专门的黄河文化研究机构，整
合力量，培养专家研究团队，以深度挖掘山西
黄河流域文化资源，讲好黄河故事。此外，在
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中，将华夏文明博物馆数
字化，增强华夏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此举既
能够加大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力度，有利于历
史文化的保护传承，同时可以以文塑旅、以旅
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彰显中华文
明在全人类文明中的历史地位。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山西省作协主席）

讲好黄河故事
李骏虎

“意笔精微”是我多年来在中国画创作中
的追求。“精微”一词出自 《礼记·中庸》：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
极高明而道中庸。”君子恭奉德性、学思致
知，于广大处和精微处体会道之显现，以中庸
的方式表达道之高明。“致广大而尽精微”体
现了儒家既尊奉道体之大，又穷尽道体之细，
既从广大处着眼，又从精微处入手，从而于平
实中达到高明的中庸智慧。“精微”和“广
大”的深层意义表达的是一种境界的追求，在
追求宽广博大的知识境界的同时，又能够深入
到细微之处，达到极致的高明。另外，《中
庸》还谈到“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它
不仅是做人的大道理，也是作画之道，《中
庸》思想启发了我的绘画创作。

“致广大而尽精微”首先启发了我作画的
观察方法，观物时，我理解的“广大”是大局
观，“精微”是组成大局的细节。中国画的笔
墨表达，要在“广大”和“精微”之间寻找一
种恰到好处，同时具有辩证关系的表达方式，
也就是大处着眼、小处入手。

作大画，面对丈二或者丈七、丈八的纸
绢，我首先想到的是大局观。具体来说，我会
先用大写意的笔法给整个画面定型，然后从小
处着手进行描绘和刻画，形成一种既“仰望碧
空”，又“稳扎稳打”的效果。这里的“仰望
碧空”是指把整个画面看作浩瀚宇宙，天地之
宽，“稳扎稳打”即小处着手，观察入微、刻
画精致，使“广大”与“精微”，二者辩证统
一，而不偏废。

在传统绘画中，我们看到的是粗犷的大写
意笔法和工笔的结合，但是二者之间又是相对
独立的，也就是说“广大”和“精微”是独立
分开而又合一的。而我笔下更强调的是把“广
大”和“精微”融为一体。

我理解的“意笔”有多重意涵。首先是意
境之美，是对意境的追求。我的绘画创作希望
通过客观的主题、客观的物象，表达主观的意
向，也就是超越具象之有限，借物托言、物我
两忘，“神与物游”“思与境偕”，这是中国画
追求的意境，也是书法笔意的演变。谈到“意
笔”，我们会想到写意，以及写意精神的表
达。中国画历来强调书画同源，提倡书、画用
笔同法。我作画时，极力强调“以书入画”，
以书法中的提案顿挫、疾徐、骨法、粗细浓
淡、刚柔等，呈现中国书法的笔意精神和中国
画的审美特征，将“锥画沙”“屋漏痕”等笔
法运用到绘画中，使“广大”更显“精微”，

“精微”更具“广大”。
“意笔精微”是笔法、是境界，还有一层

意涵是“古意”。中国历代画家皆崇古、摹
古，但“古意”显然不是简单在技法上因循古
人，要达到“意与古会”，重要是修养和审美

上的提升，因此在创作时，我所谓的“意笔精
微”也包含着重视作品对“古意”的再营造与
再表达。

对于“意笔精微”的思考，不仅是我个人
的认识，也是当代艺术家对中国画的一种诠
释。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艺术研究院
博士生导师、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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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寺遗址“观象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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