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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谈中国传统文化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抽象且不容易精确回答的问题。首先我们需要了解什么是文

化。文化的定义和用处有许多。有的是针对个人的，比如说“某人的文化水平如何如何”。有的

是针对一个领域的，比如“茶文化”。有的是针对一个集体的，比如“某某企业文化”，等等。

这里所指的是传统文化中的“文化”。为了弄清楚什么是文化，我们不妨从‘文’和‘化’的起

源来看。文和化都是很古老的汉字。在甲骨文和稍后的金文中，‘文’分别是这样写的： 和 。 

‘文’的原意是通过交错刻画的线条（ ），即文字和符号等，来表达内心的意识和想法（ ：

心，意识）。‘化’在甲骨文中（ ）是由一个站立的活人（ ）和一个入土的死人（ ）组成的。

所以‘化’的原意是代表自然发展和变化的过程。综合起来看，文化包含了两个方面。其一，它

是通过文字、符号或其它形式来表达人们的意识、情感、思想和精神。其二，文化是经过长期发

展、演变和积累而形成的。 

 

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相、用” 

为了了解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这里借用了佛家“体、相、用”的观念。在佛法中，一切事

物一般都可以从‘体’、‘相’、‘用’三个角度来分析。所谓‘体’是指事物的本体，即性质；

‘相’是指事物的表象；‘用’是指事物的功用。比如拿一块冰雕来讲。它的体是水（H2O），相

是冰，用是供人们欣赏和娱乐。除此之外，水的相还可以是气态的水汽和液态的水。水的用有很

多，例如能让人解渴的饮水，推动机器运转的水蒸气，和消暑降温用的冰块等。通过“体、相、

用”能更全面，更深刻地认识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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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儒家思想的总纲是什么呢？其实在《论语》中，孔子已经给出了答案：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让我们用“体、相、用”的方法来分析一下儒家思想的

总纲。儒家思想的体是‘道’,也就是孔子对曾子所讲的“吾道一以贯之”里的‘道’。它的相

是‘德’和‘仁’。‘德’是修道人自身修养和品格的体现（自受用），而‘仁’是体现在于人

交往过程中的（他受用）。也就是说，一个真正追求‘道’的人，他的言行举止中一定会体现出

‘仁’和‘德’。儒家思想的‘用’则是‘艺’。狭义的‘艺’包括‘六艺’：礼、乐、射、御、

书、数。广义的‘艺’则涵盖了生活、工作和学习的各个方面。 

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相、用呢？我们知道文化是属于意识形态和精神文明的范畴。中

国传统文化的‘体’是中华民族在千万年的演化和传承中，汇集而成的，具有其特色的思想体系、

意识形态和精神面貌的总和。具体来讲，它包括了中华民族传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三

观），和以儒家、道家、佛家、墨家为代表的各种思想体系。中国传统文化的‘相’是对其‘体’

的直接表达和详细论述。它包括所有承载中华传统思想的典籍。例如儒家的四书五经，道家的

《道德经》、《庄子》和《列子》等，佛家的三藏十二部，以及其它各家各派的经典和论著等。

中国传统文化的‘用’更是包罗万象。它包括传统文学、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传统戏曲、民族

工艺、中医武术、对联灯谜、烹饪服饰、建筑装潢、风俗习惯等。之所以把这些作为中国传统文

化的‘用’，是因为它们的功用并非是为了直接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而是为了满足人们

各方面的需求而产生的。比如中华武术虽然包含了阴阳太极、五行八卦、动静兼备、刚柔并济等

多种中国传统思想元素，但是它的主要目的和功用是为了强身健体和自我防卫。 

从整体上来说，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它的体、相、用的总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是举世

公认的。其博大主要体现在它的‘用’上，其精深主要体现在它的‘体’上。而中国传统文化的

‘相’，是两者之间的桥梁：‘相’是‘体’的具体表现，‘相’又是‘用’的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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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性 

传统文化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历史上有很多正反两面的事例

可以说明这点，下面仅举三例。其一，虽然中国在历史上曾经遭受过多次外族的侵略和统治（如

五胡乱华，元朝等），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却从未中断过。因此中华文明是举世公认的最古

老，且未曾中断的文明，也是仅存的四大文明古国。其二，以色列能够在灭亡近两千年后而复国，

可以说是一个历史奇迹。其主要原因是犹太民族在亡国以后，他们的思想、文化和宗教信仰一直

都还保留着，没有被丢弃。所以，以色列才会复国。其三，曾经由成吉思汗建立的幅员辽阔、盛

极一时的蒙古帝国，在短短不到六十年里就分崩离析。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在其领土上没有一个

统一的、深厚的、可以维系国家统一的传统文化。通过以上三个例子，我们可以知道传统文化是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维系其团结和发展的必要因素。 

当今世界，许多国家都很清楚这个道理。有些国家为了获得自身利益，甚至反用这个道理。

今年奥巴马总统历史性地访问了古巴。这次访问代表了古美两国的破冰之旅。但我认为真正敲开

古巴大门的是随之而来的英国滚石乐队在哈瓦那举行的露天免费演出和香奈儿时装秀。其实英国

和美国都知道，文化侵略是征服一个国家最有效的方法。当年日本在台湾和在东北建立满州国也

是这样打算的。 

人不能没有灵魂。人若失去了灵魂，就成了一具任人宰割的僵尸。国不能没有其特有的传统

文化。国若失去了传统文化，就成了一个意识形态上的“殖民地”。我们的祖先们很早就意识到

这点了。孔子为什么要整理和汇编“六经”？为什么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为什么要极力

推崇尧、舜、禹三代？为什么要大力宣扬周公之礼？为什么要经常赞叹古圣先贤？就是为了使从

上古流传下来的华夏文明得以保存和发扬光大？大家都知道《孟子》中有句名言：“不孝有三，

无后为大”。人们一般认为，这里的‘后’只是代表生儿育女、传宗接代。这样的解释是片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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肤浅的、经不起推敲的。难道人还不如猫、狗、老鼠（越是低等的生物，繁殖能力越强）吗？难

道那些由于生理上的原因而无法生育的夫妇就是大不孝吗？难道生养忤逆不孝的子孙比“无后”

更好吗？其实传宗接代最主要的目的是使祖先留传下来的文化遗产能够得以传承。如果我们没有

做到这一点，那才是真正的大不孝！ 

中国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五四运动、文革动乱等一系列变动后，传统文化已经到了奄奄一息、

生死存亡的地步。取而代之的是流行于西方的三种思潮：功利主义、享乐主义和自由主义。虽然

利益、快乐和自由是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得到的，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却有其独到的观点。这里

让我们看看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思想，对利益、快乐和自由的理念。从而了解其对当今世

界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利’ 

功利主义所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就其本义来讲，功利主义是中性的。关键是如何定义

‘利’。显而易见的是，现在奉行功利主义的人们，大多是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准则的。

当然，人有私欲是很正常的事，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利益。但是，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而不顾他人

的得失，这样的功利主义是很有害的。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利”的理念大致有

以下三点。 

其一，轻‘利’而重‘义’。在《论语》中，我们知道孔子平时很少谈利益（子罕言利），

却十分强调道义。比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义以为上”；“君子谋道不谋

食”；“君子忧道不忧贫”；“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为什么要轻‘利’而重‘义’呢？

当今世界，人与人，教与教，族与族，国与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越来越多，越来越尖锐。这是为

什么呢？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利’字。不但如此，如果我们稍做调查，就不难发现一个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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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凡存在高额利润的行业背后，多会隐藏着许多血和泪的故事。莱昂纳多主演的《血钻》

（Blood Diamond）真实反映了钻石行业背后的血腥故事。前些时，我读到一篇关于在东南亚一

带“鱼奴”们在海上被强迫捕鱼的悲惨故事。许多高科技电子产品背后也多有非人道的奴役和剥

削。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意识到‘利益’是产生矛盾和剥削的内因，而‘道义’却是避免矛盾的良

方。所以在《易传·乾文言》中就有：“利者，义之和也”。意思是要得到利益，就要讲求与道

义的统一，要合情、合理、合法地取得利益。否之，就会“放于利而行，多怨”。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中有一段很经典的对话，很能说明中国人‘重仁义、轻利益’的传

统。梁惠王问孟子：“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有什么能让我国得到利益的良策吗？”孟子答道：

“大王何必讲利益呢？有仁义就足够了！大王说‘何以利吾国’？大夫说‘何以利吾家’？老百

姓说‘何以利吾身’？这样上下索求利益，那么国家就很危险啦！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是千乘

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是百乘之家。如果人们后义而先利，那就会变得贪得无厌，唯利是

图了。仁者不会遗弃他的亲人，义士不会怠慢他的君主。大王只要谈仁义就足够了，何必谈利益

呢？” 

其二，‘公’利而非私利。《论语》中孔子讲过：“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

乎？”《荀子》中也有：“循其道，行其义，兴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归之。” 中国人

讲的是为天下人谋同利，而不是为自己谋私利。不仅如此，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内圣外王”。

这儿的‘王’不是作威作福的王，而是为天下百姓谋取利益，并且承担罪责的王。《论语》中有

一句很令人感动的话：“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这是商汤在伐夏桀前所

讲的话。意思是如果我有罪过，做错事了，请上天不要指责老百姓。但是天下百姓的罪责，都由

我来承担。这种大无畏的担当精神，才是真正的王道。这也正是基督教的核心思想‘十字架精神’

（耶稣为承担世人的罪过而甘心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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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远利而非近利。中国人看重的不是急功近利，而是长远的利益。这里通过正反两个例

子来说明这点。《论语》中孔子先后四次提到管仲。其中，一次批评他不知礼（管氏而知礼，孰

不知礼？），三次赞扬他。一次称他是“惠人也”（给予人恩惠的人）。其余两次赞扬管仲是仁

者 （如其仁！如其仁！）。既然管仲不知礼（克己复礼为仁），又没有随他的主人公子纠殉道，

反而跟随了公子纠的对手，即后来的齐桓公，为什么孔子还说管仲是仁者呢？这是因为管仲匡正

了天下，使人民到今天还享受到他的好处。如果没有管仲，我们至今还会处于披头散发，衣襟左

开的野蛮落后时代（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

矣。）另一个例子是记载在《吕氏春秋》中，子贡赎人的故事。鲁国有法律规定，如果鲁国人在

外国见到沦落为奴隶的同胞，将其赎回，就可以得到补偿和奖励。子贡把鲁国人从外国赎回来，

却不向国家领取奖励。孔子不仅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他说：“子贡，你错了！圣人做事，可移

风易俗，授之于民，而不仅仅是为了有利于自己的行为。 现在鲁国富人少穷人多，向国家领取

补偿金，对你无所失；但不领取补偿金，鲁国就没有人再去赎回自己遇难的同胞了。”由以上两

个例子可知，孔子看重的是长远的利益，天下百姓的利益。注意，西方一些有远见的商人，也会

牺牲一些小利和近利，为了取得长远利益。不同的是，他们所考虑的长远利益还是自己的私利。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乐’ 

享乐主义，又称为伊壁鸠鲁主义，是西方文化的特征之一。享乐主义者认为享乐是人类最重

要的追求。追求快乐是所有人都希望的，但是怎样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呢？现在大多数人所追

求的是肉体的快乐和情欲的满足。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节制和俭朴的生活，反对姿情纵欲、铺张浪费、挥霍享乐。‘俭’被列在

儒家的五种贤德（温、良、恭、俭、让）和道家的三宝（慈、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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俭的本义是指在思想行为等方面对自己加以约束。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讲到“俭以养德”。言

下之意就是纵情享乐会败德。 

中国传统文化提倡的是清心寡欲、知足长乐的生活。孟子曾讲到“养心莫善于寡欲”。老子

在《道德经》中也提到“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

常足矣。” 佛家讲究的是六根清净。六根是指人的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意根。根

即功能的意思。为什么要六根清净呢？其实老子在《道德经》中有解答：五色令人目盲（对应的

是眼根），五音令人耳聋（耳根），五味令人口爽（舌根和鼻根），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

之货令人行妨（身根和意根）。诸葛亮在《诫子书》所讲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

远”，也是相同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以“儒释道”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同样也反对极端的

苦行。儒家和道家都提倡‘少私寡欲’，而不是无欲。佛家讲的是中道。佛陀当年就是因为放弃

苦行，走中道才得以大彻大悟的。 

当然中国人也很注重‘乐’。就《论语》来看，‘说’（通悦）和‘乐’出现过许多次。比

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同的是，孔子所说的‘乐’是不受外界物质环

境影响的，由内而外的，是因闻道、学道和悟道而发自内心的大乐。 

孟子也曾讲过：“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

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意思是说君子有三种乐，但是称

霸天下却不在其中。第一种乐是，父母健在，兄弟平安。第二，上不愧于天，下不愧于人。第三，

能够得到天下的优秀人才而教育之。可见这三种乐没有一个是为了满足自己肉体和情欲的乐。这

三种乐分别源自于孝悌之心、道德和良心、传承传统文化的责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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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中国人的心量极大，常以天下人的心为己心，常以天下人的乐为己乐。例如《道德经》

中有：“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孟子曾讲过：“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

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范仲淹的那句千古名言：“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源于孟子的这句话。这里以《孟子•梁惠王章句下》中的一

段对话再加以说明。 

孟子得知齐宣王爱听音乐，就问齐宣王：“一人独享音乐的乐趣和与大家分享音乐的乐趣，

哪个更快乐？” 齐王答道：“当然是和大家一同分享更快乐。”孟子又问：“与少数人同乐和

与大众同乐，哪个更快乐？” 齐王答道：“当然是与大众同乐更快乐。” 孟子说：“如果大王

在此奏乐，而百姓却皱眉诉苦：‘大王如此喜欢音乐，为何让我们妻离子散，背井离乡呢？’如

果大王在围猎，而百姓却皱眉诉苦：‘大王如此喜欢打猎，为何让我们妻离子散，背井离乡呢？’

这不是因为别的，只因大王不能与百姓分享快乐。如果大王在此奏乐，百姓欣喜而相告：‘大王

一定身体安康，要不怎能奏乐呢？’如果大王在围猎，百姓欣喜而相告：‘大王一定身体安康，

要不怎能狩猎呢？’这不是因为别的，只因大王能与民同乐。今天大王若能与民同乐，则必能统

领天下。”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礼’和‘自由’ 

自由主义在西方很流行。这里所指的是文化上的自由主义，不是政治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

它所注重的是个人在行为、言论、思想和道德上的自主权力。这体现在比如：性自由、信仰自由、

言论自由、认知自由等。简而言之，只要在不违法的前提下，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说

自己想说的话。如果我们留意观察和思考一下，就不难发现，这样的自由主义对个人和社会的危

害极大。正如《圣经》中所讲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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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并不反对人们对性和饮食的欲望。《礼记》有云：“男女饮食，人之

大欲存焉。”但是儒家强调的是要“发乎于情，而止乎礼”。中国是‘礼义之邦’，最讲究礼了。

礼的意义很深广。从行为层面上讲，礼是对我们言谈举止的指导和约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规

矩’。儒家的礼和佛家的戒很相似。颜回曾向孔子问仁。孔子先概括地提出：“克己复礼为仁”。

然后孔子说，真正把‘仁’落实到日常生活中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

动。” 所以，礼在儒家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孔子曾对他儿子讲过：“不学礼，无以立”。

而且如果没有礼，好的品德（如恭敬、谨慎、勇敢、直率）也会变成缺点。孔子在《论语》中讲

过：“恭而无礼则劳（烦恼不安），慎而无礼则葸（畏缩、拘谨），勇而无礼则乱（违法作乱），

直而无礼则绞（说话尖刻、伤人）”。由此可见，依照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每个人的言谈举止

都应该有礼有节，不是随意妄为的。 

拿言语来说，现在大家都提倡言论自由。只要不违法，什么都可以说。这和中国人的传统是

不同的。中国人对说话是很谨慎的（敏于事而慎于言）。要说就要说到点子上（夫人不言，言必

有中）。佛家的十善业（即十种根本的善行）中就有四条是和言语相关的：不妄语（说话诚实）、

不两舌（不搬弄是非、挑拨离间）、不恶口（不恶语伤人）、不绮语（不花言巧语，不讲轻浮无

礼，戏弄人的话）。古人云：“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言语的作用和影响是很大的。尤其在科

技发达的当今，传播言语的途径越来越多，传播速度也越来越快。因此，如何说对自己和他人都

有益处的话，在当今这个时代尤为重要！ 

再拿着装来说，美国人穿着向来是很随意，也很开放的，尤其是在非正式的场合。而在中国

传统文化中，对服装的样式和穿戴都有许多规定和讲究。中国传统服饰的特点之一是含蓄内敛、

端庄稳重、藏而不露。《周易》中有句很值得我们思考的话：“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意思是

没有把自己的财物收藏保管好，就等于叫人来偷。将自己打扮的过于妖艳性感，使别人生起淫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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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念头，就等于引诱人来调戏自己。在西方社会，和性相关的犯罪率很高。这和“冶容诲淫”是

很有关系的。 

其实中国人也很向往自由。孔子的“七十而从心所欲”就是中国人所推崇的真正的自由。但

是我们不要忘了“从心所欲”的前提是“不逾矩”。它的基础是“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道家也提倡自由。道家的自由是指不受自身物欲捆

绑的自由，是清净无为的自由，是万物齐一，天人合一的自由。佛家称真正的大自由为涅盘。涅

盘不是灭亡，而是真正的解脱和自由。 

 

老祖宗的智慧 

中国人是很有智慧的。我们的老祖宗很早就知道传承和发扬传统文化和思想的重要性。这里

从三个方面来阐述我们的老祖宗是如何传承和发扬自家文化的。 

其一，文言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要把传统文化和思想完好地保存

下来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载体。而中国地域广阔，语言体系复杂且多变。所以我们的祖先发明了

文言，使之于口语区分开，用来记载传统文化和思想。几千年以来，文言的变化不大，所以后人

能较为容易地阅读古籍经典。此外，文言是最好的书面语言之一。文言的特点是言简意赅、微言

大义。非常符合中国传统思想的要旨。 

其二，我们的祖先对典籍的保存、整理和归纳在世界上是首屈一指的。孔子可以说是其中的

王者。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约有五千年而孔子生活在距今两千五百年前左右。孔子在当时不

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而且对传统文化和典籍的整理、归纳和承上启下作出了极大的贡

献。除此以外，中国历史上还有两次大规模的对典籍和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归纳。第一次是在唐

朝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命魏征、虞世南和褚遂良等人从一万四千多部，近九万卷古籍中，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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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出六十五部。再浓缩成五十卷的《群书治要》。《群书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

“上始五帝，下迄晋年”，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其特点就是“博而要”。值得一

提的是，中共元老习仲勋对《群书治要》十分重视。还曾亲自题词，并将《群书治要》列中央党

校读物。第二次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晓岚等三百多位高官、学者编撰，近四千人抄写，

耗时十三年编成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共有三千五百多种书，近八万卷，三万六千册，

约八亿字。《四库全书》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乾隆还命人手抄了七

部《四库全书》，分别藏于全国各地。有意思的是，这两次汇集正好是在中国历史上两个最鼎盛

的时期：“贞观之治”和“康乾盛世”。这是巧合吗？其实只要看一下中国历史，我们就会发现

一个规律。如果统治者重视传统文化，那个朝代就会比较太平，百姓生活也会相对安逸。比如汉

文帝和汉景帝推行节俭戒奢、轻徭薄赋和休养生息的黄老治术，所以成就了“文景之治”。康熙

皇帝在亲政主事后，力推“经筵日讲”。每天选内臣给皇帝和满朝文武进讲四书五经等儒家典籍。

在《康熙朝实录》中有记载：“朕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

由此可知“康乾盛世”的出现也绝非偶然。 

其三，我们的祖先对优秀的外来文明，也十分重视加以吸收、保存和融入中国传统文化中。

两千年前，佛教传入中国就是一个最显著的证据。佛教起源于古印度。所以佛经都是以印度的文

字写的。因此，当佛教传入中国后，需要有人来翻译佛经。其中鸠摩罗什是后秦时期最著名的佛

经翻译家。在中国历史上为了争夺鸠摩罗什一个人，竟然发动过两次战争1！后来鸠摩罗什被以国

师礼待，并在长安组织了规模宏大（史书中有“三千弟子共翻经”之说）的译场，请他主持译经

事业。鸠摩罗什在中国一共翻译了三十五部经论，共二百九十四卷。其所译经典流传极为广泛，

例如《妙法莲华经》、《金刚经》、《维摩经》、《阿弥陀经》等。在唐朝时期，玄奘大师去印

度求法。归来时玄奘大师受到唐太宗的热情接待。以玄奘大师为首的译经团队共翻译了七十四部，



12 
 

一千三百三十八卷佛经。除了翻译佛经，我们的祖先还因地制宜，融汇中国传统思想和佛教的理

义，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禅宗文化。 

不仅是我们的祖先知道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不少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西方

学者也都意识到这点。比如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

在《展望 21世纪》一书中就提到：“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到了最危机的时代，而且还是人类咎

由自取的结果。”注意他说这话是在 1972年。他还讲到：“拯救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的只有中

国的儒家思想和大乘佛法，所以 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历史学家的汤因

比博士，他的代表作是十二册的《历史研究》。在书中，他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

历史的单位。他把世界历史分为二十一种文明，并以人的生老病死的现象，来解释文明的兴衰与

死亡。这种观念是很明智的。从历史的眼光来看，文明比国家对世界和历史的影响更大，更持久。

而文明的主体就是传统文化。另外，高本汉博士是瑞典最有影响的汉学家。他曾经说过：“汉字

不可改，文言不可废，经书必须读。”这话不仅仅是对中国，而是针对全世界来说的。 

 

被误解的‘忠’和‘孝’ 

由于长期的不重视和不了解，使得国人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许多误解。使得不少人对传统

文化持否定态度。把祖先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当作糟粕来看待。这样的态度和观点是极其错误

的。如果要否定一个事物，必须得先要真正了解它才行。不知道那些要打倒“孔家店”的人，有

没有真正研究过四书五经，是不是真正了解儒家思想。 

儒家的“三纲”是儒家思想中最为人诟病的。“三纲”指的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

妻纲”。不少国人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宣扬的‘忠’和‘孝’是‘愚忠’和‘愚孝’；是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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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奴性的‘忠’和‘孝’；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其实这

样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在《论语•先进》中，季子然问孔子，他的学生子路和冉求是否能做大臣。孔子说：“所谓

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季子然又问：“那他们会服从他们的君王吗？”孔子回答：

“弑父与君，亦不从也。”所以臣子对君王的服从是以符合道义为前提的。另外《论语•八佾》

中有：“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可见君臣

关系是双向的，不是单向的愚忠。孟子在《孟子•离娄篇下》中更是直接地讲出：“君之视臣如

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

仇。” 

《孝经》被列为儒家十三经之一。《孝经》集中阐述了以‘孝’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和伦理道

德。以下摘录的是《孝经•谏诤章》中的内容。 

「曾子曰：“若夫慈爱恭敬，安亲扬名，则闻命矣。敢问子从父之令，可谓孝乎？”子曰：

“是何言与，是何言与！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

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于令名；父有争子，则身

不陷于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

令，又焉得为孝乎！” 」 

大致意思如下。曾子问：“像慈爱、恭敬、安亲、扬名这些有关孝道的教诲已经听过了。再

冒昧问一下，做儿子的一味遵从父亲的命令，就可称得上是孝顺了吗？”孔子说∶“这是甚么话

呢？这是甚么话呢？从前，天子身边有七个直言相谏的诤臣。所以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

直言谏争的五位诤臣，所以虽无道，不失其国；卿大夫也有三位直言劝谏的臣属，所以虽无道，

不失其家。普通读书人有直言劝争的朋友，自身的美名就不会丧失；为父亲的有敢于直言力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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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子，就能使父亲不陷于不义。因此在遇到不义之事时，如系父亲所为，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

如系君王所为，则臣不可以不争于君。所以对于不义之事，一定要谏争劝阻。如果只是一味遵从

父亲的命令，又怎能称得上是孝顺呢？” 

荀子是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在《荀子·子道》中，荀子对“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

做了详细的论述。其中他提到：“孝子所不从命有三：从命则亲危，不从命则亲安，孝子不从命

乃衷；从命则亲辱，不从命则亲荣，孝子不从命乃义；从命则禽兽，不从命则修饰，孝子不从命

乃敬。故可以从而不从，是不子也；未可以从而从，是不衷也；明于从不从之义，而能致恭敬，

忠信、端悫 （诚实，谨慎）、以慎行之，则可谓大孝矣。” 

由上面的举证和论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儒家所说的‘忠’和‘孝’都是以符合道义为

前提的，而不是奴性的、绝对的服从。一味地注重形式，而不明其义的‘愚忠’和‘愚孝’并不

是儒家所倡导的。 

当然如果父母或上级长官有过错的时候，做子女或下级的在劝导时应该注意措词、方式、时

间和场合。正如《弟子规》（中国传统的启蒙教材）中所讲的： 

「亲有过，谏使更，怡吾色，柔吾声。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 

劝导时态度要诚恳，声音要柔和，且和颜悦色。如果父母不听规劝，要耐心等待，一有适当

机会，如父母情绪好转时，再继续劝导；如果父母还是不接受，甚至生气，此时做子女的虽难过

得痛哭流涕，也要恳求父母改过。纵然遭到父母的责打，也不抱怨，以免陷父母于不义，使父母

一错再错，铸成大错。 

中国传统思想中很注重“经权之道”，也就是“守经达权”。‘经’是常的意思，是不变的

原则。‘权’是变通，是通达变化的手段和方式。儒家所倡导的‘忠’和‘孝’的‘经’是道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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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守住道义是‘忠’和‘孝’的原则和底线。另一方面，权变的合理应用在实际中也是非常

重要的。以下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权变之道在‘忠’和‘孝’中的应用。 

 春秋时期，齐景公有一匹心爱的马突然暴病而死。齐景公得知后，大怒，一定要将养马人

肢解处死。晏子就问齐景公：“大王，肢解人也须有个方法步骤。但不知古圣尧舜肢解人，是先

从哪里下手的呢？”怒火中烧的齐景公听了这话后如冷水泼头。因为他想到尧舜是古代圣王，爱

民如子，哪里会肢解人呢？而如今自己所要做的，与圣贤背道而驰，却与夏桀商纣为伍。齐景公

内心有所惭愧，便顺口说道：“从寡人开始吧。”侍卫们一听，就马上退下了。虽然不肢解养马

人了，可齐景公余怒未消，下令说：“免去肢解，将他交付牢狱，处以死刑。”晏子听了，并没

当面阻止，只是向景公作礼而问道：“君王，此人罪大莫及，只可惜他还不知为何要被处死，恐

其死不瞑目。不如让微臣替陛下将他所犯罪状一一说明，也让他有所知道，再交狱执行，这样他

也死得甘心。大王，您觉得如何？”齐景公觉得晏子的话不错，便答应了。于是晏子当着众人之

面，大声数说起养马人的“罪过”：“你知不知道，你犯有三条大罪：第一条，君王让你养马，

结果不小心，马暴毙死了。这就等于你杀了马，所以你理当被处死；第二条，死的马是大王最爱

的马，所以你理当被处死；第三条，君王因为一匹马就杀人，让全国百姓知道后，必定会因此埋

怨君王爱马胜于爱人；诸侯知道后，必定会轻视我国。但究其原因，是因为你把君王的马养死了，

最后竟让百姓生怨，国力削弱，更应被处死。现在，马上交付狱吏，快快执行死刑吧！”齐景公

听后，不禁惊出一身冷汗。晏子所讲的每一条都不足以判养马人死刑，而且从中也看到自身的过

错。不由喟然长叹，对晏子说道：“先生马上开释他吧！无论如何，也不能因此伤了我的仁德

啊！”作为忠臣的晏子，为了救养马人而劝谏齐景公时，巧妙地运用了欲擒故纵的权变之道。下

面这则记载在《孔子家语》里的故事是其在孝道上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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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参和他的父亲（曾点）都是孔子的学生。曾参是著名的孝子。一次，曾子在瓜田除草时，

不小心砍断了瓜根。曾点大怒，用棍子把曾子打昏，倒在瓜田，很久才苏醒过来。曾子醒后马上

向父亲认错，随后操琴唱歌，以示身体安然无恙，免得父亲担心。孔子知道后却告诉曾子：“你

难道没有听说过舜的故事吗？舜作儿子时，父亲用小棒打他，他就站着不动；父亲用大棒打他，

他就逃走。父亲要找他干活时，他总在父亲身边；父亲想杀他时，却找不到他。你父亲在失去理

智，暴怒的时候，拿大棒打你，你却不逃走。如果你被打死、打伤或打残废了，他以后一定会感

到十分懊悔，也会招徕别人的嘲笑和非议，陷父亲于不义。你这样做，怎么能算作是孝顺呢？” 

曾参听了以后惭愧地说：“我犯的过错太大了！” 

 

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问题 

这里列举了几个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并给出我的一些看法，供大家参考。其中有不正

确或偏颇的地方请大家原谅和斧正。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已经过时了？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即它的‘体’，是不会

过时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扎根于人的性德，是人的本性（即良心）的流露。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拿儒家来讲吧。我们知道儒家思想的根本是孝（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

本与！）。孝的本义是对父母的敬爱和护养。我想大家都会认同“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

是存在于每个人的良心中的。孝顺父母在西方文明中也被普遍认为是基本道德。例如《旧约》中

的“摩西十诫”就有“孝敬父母”这一条诫命。而且是唯一应许遵守此诫命的人可得福分的诫命。

儒家把对父母的孝心由内而外、由己及人地扩展到‘五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

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而成为‘五常’（仁、义、礼、智、信）。虽然时代变迁、社会发展，但

是人心没有变，人与人之间的情义和伦理道德没有变。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思想和精神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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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过时的。试问一下，有哪个时代或地方的人不愿意接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呢？有哪个时代或地方的人不愿意接受“仁、爱、和、平、温、良、恭、俭、让”呢？这些品德

都是每个人所向往的，也都存在于每个人的良心中。同样，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即承载中国

传统思想的经典著作，也是不会过时的。因为它是对‘体’的阐述。经典中的‘经’是不变和常

行的意思。所以经典之所以被称为经典，就是因为它们是不会过时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用’是

‘体’在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应用。它包括传统文学、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传统戏曲、民族工艺、

中医武术、对联灯谜、烹饪服饰、建筑装潢、风俗习惯等。因为现在的社会环境和人们的生活习

惯都和以前有了很大的不同，所以中国传统文化的‘用’是应该与时俱进的。注意，这并不是说

要完全丢弃原来的，而是在不违背传统思想和精神的前提下，适当地加以改进，以适应时代的变

化和满足当代人们的需求。《论语•子罕》中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孔子是如何做到与

时俱进且不违背原则的：“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

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麻冕是古时一种用麻布做的礼帽。‘纯’是用黑色的绸布做的礼帽。

由于麻冕的制作步骤繁琐、手工精细，所以成本较高。孔子说：“戴麻冕是合乎于周礼的规定。

现在大家都用黑绸布制作，这样比过去节省了，我赞成大家的作法。臣见国君首先要在堂下跪拜，

这也是合乎于周礼的规定。而现在大家都到堂上跪拜，这是骄纵的表现。虽然与大家的作法不同，

我还是主张先在堂下拜。” 麻冕改为纯冕，孔子因其俭而赞同。拜下改为拜上，孔子因其助长臣

子的骄泰作风而不随众。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是否有糟粕？有人曾经就这个问题问过当今高僧大德净空老法师。

老法师的回答很妙。老法师说：“有！看不懂的就叫糟粕，因为不识货，像黄金摆在面前不认识，

那不就成了糟粕吗？而识货的人知道它是宝！”的确，当我们认为一个事物是糟粕时，有没有先

反思一下，是否真正了解它呢？前面我们已经讨论过有关‘愚忠’和‘愚孝’的问题，就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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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明。这里再举一个例子。不少人认为道家所倡导的“无为”观念是消极厌世的，抑或是阴谋

诈术、虚伪不为。其实道家所说的 “无为”是要我们“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并不是要我们不

去做事，而是要我们顺从自然规律去做事，即顺势而为。同时“无为”也有“为而不恃，功成而

弗居”的意思。就是道家所提倡的“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顺便提一下，“无为”在英

文里常被翻译成 inaction。这是误解了“无为”的真正含义。曾经看到有人把“无为”翻成

nondoership。我觉得 nondoership更能表达“无为”的意思。 

除了以上因误解而认为是糟粕的情况以外，还有一类所谓的“糟粕”， 是因为我们没有追

本溯源，没有找到真正的源头，而只是道听途说，被一些不懂之人所利用和欺骗而产生的。比如

相面和算命是被许多国人认为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愚昧、迷信的代表。这样的观点是有问题

的。要想真正了解相面和算命，首先要除去先入为主的观念和偏见。其次要追本溯源，找到正确

的经典来研究。真正的相面之术，不仅是看人的面孔，还包括人的言谈举止、动机目的来识别人

的内心、精神和气运。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过：“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

廋哉？人焉廋哉？”大致意思是：看人的动机和目的；看人行动的经过和出处（依据）；看平常

作人是安于什么。以这三点来观察人，人还有什么可藏匿的呢？南怀瑾老师曾推荐两本有关相面

的经典：黄石公的《素书》和曾国藩的《冰鉴》。这两本书都是以儒、释、道的传统思想为依据，

来阐述相人、识人、用人之道的经典。相面的义理是很精深广博的，其中包括佛家的“相由心

生”，道家的“精、气、神”之说，和儒家的“道、德、仁、义、礼”等。同样，关于算命，我

们也要先放下成见，找到真正的源头和经典，才会对它有真正的了解。其实算命只是命理之道的

一个分支。要想真正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命理之道，就不能不去研究儒家的《易经》和佛家经

典，尤其是因果报应的理论。袁了凡先生所写的《了凡四训》也是一本很好的有关命理之道的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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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书。书中袁了凡先生通过自身的经历和援引许多其他例子，详细讲述了如何通过断恶修善来改

造自身命运。是一本讲述命理之道的实际应用及案例的好书。 

还有一类我们所认为的糟粕，其实并不属于中国传统文化，只是一些地方的陈规陋习而已。

虽然中国传统文化的‘用’里面也包括风俗习惯。但是，不是所有的风俗习惯都属于中国传统文

化的。其标准在于是否以中国传统思想（即中国传统文化的‘体’和‘相’）为依据。这里举一

个例子，加以说明。“闹洞房”的习俗始于先秦汉代时期。孔子在《礼记·曾子问》讲过：“嫁

女之家，三日不息烛，思相离也；娶归之家，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这反映了先秦婚礼的淳

朴习尚、子女思念父母养育之恩的心情、以及对婚姻的慎重态度。完全没有现在所谓的“闹洞房”

那样喧嚷纷闹，大操大办，以挖苦和取笑新郎和新娘为乐趣的场面。所以我认为，现在所谓的

“闹洞房”已经不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了，因为它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 

第三，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会让人不思进取？首先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是以农业为主的，所

以勤劳、朴实是中华民族的主要特性之一。《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

君子以厚德载物。”就很形象地反映出中国人的勤劳和朴实的特点。其次，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

也包括在中国传统思想中。被列为“四书”之首的《大学》十分强调不断发展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所以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说法。佛家也把“精进”作为六度（佛家修行的六项主要

内容）之一。 

第四，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和宗教信仰有抵触？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大致有两个原因。

其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旨是教导人如何做一个有良知的好人，与人为善的人，安分守己的人，

有高尚道德、品行和情操的人。一个真正有宗教信仰的人，无论是学佛，学耶稣，学安拉也好，

都是以作一个好人为基础的。没有这个基础，要想成佛或成圣是不可能的，是空中楼阁。其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一个人性化的、独一无二的造物主或上帝。在儒家和道家思想中，那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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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无上的 “第一因”被称为‘道’。‘道’是形而上的，非人性化的。在佛教里，佛陀和所有

其他的佛、菩萨们一样，都不被认为是神，而是以老师的身份来教导信徒的。所以，学习中国传

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在教义上应该不会有根本的抵触。不仅如此，在言谈举止和为人处事的教导上，

还会有所帮助。这里举一个例子来说明。 

佛教是从汉代以后才传到中国的。在传入以前，土生土长的儒、道思想在中国已经很有影响

力了。我们知道，佛教有小乘和大乘之分。小乘佛法是大乘佛法的基础。佛陀在《佛藏经》里面

曾讲过：“学佛不先学小乘，后学大乘，非佛弟子”。可是当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却有一个很奇

怪的现象。在中国，大乘佛法变得非常兴盛，共有八个宗派（慈恩宗、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

禅宗、密宗、净土宗、律宗）。而小乘佛法却只有两个宗派（俱舍宗和成实宗），并且都在唐朝

初期开始就已经衰微，失去影响力了。为什么中国人可以越过小乘佛法而直接进入大乘佛法呢？

其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儒道文化替代了小乘佛法，为中国的学佛人打好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使得

中国人可以直接进入大乘佛法。反观现在，佛教为什么在中国已经日渐衰微呢？其主要原因是中

国传统文化的根已经渐渐丢失了。如果没有中国传统文化或小乘佛法的根基，要想直接修大乘佛

法是很难有所成就的。 

第五，如何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这是一个很重要、很紧急的大问题。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

其一，从个人层面来讲，作为炎黄子孙，都应该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具体来

讲，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努力去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传统文化博

大精深，应该从何处入手呢？我认为应该从它的‘相’入手，即从阅读中国传统经典书籍开始，

为最佳和最直接的途径。然而，现代人的文言文阅读水平远不如古人。所以，直接阅读古典著作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要想掌握文言，并没有什么捷径。只有靠不断地阅读和查询字典，才会越来

越熟悉文言。另外，参考近代和现代学者和大德们对经典的注释和解说，对我们理解经典也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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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有一点是值得有志于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注意的。那就是：理解不等于掌握。《论语》

开篇第一句话就告诉我们应该要：“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句话的关键是‘时习之’。我

们不能“理论一大套，实际做不到”。‘时习之’就是要我们学以致用，不断地在生活中操练、

反省、进步、再操练、再反省、再进步。要真正落实《大学》里所说的：“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这样不仅使自己的境界能得到不断提高，也会因为自身言语行为的改善和变化，来感染

周遭的人。南怀瑾老师曾讲过一句话：“教育不是管理，而是影响和感化。”这句话对崇尚言论

自由的当今社会来讲，更显得特别重要。因为现在谁都可以发表言论，而且都很愿意发表言论，

这样一来言教的影响力就大大降低了。所以，默默无闻地自己去行、去做，通过以身作则，像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那样，默默地感化周遭的人，也许是最有效的教育方法。 

其二，从社会层面来讲，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途径是教育和宣传。教育是复兴中国传统

文化的中流砥柱，宣传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催化剂。重视教育是中国人的良好传统之一。现在

主要的问题是教育方向出了错。家长和学生们都重成绩、轻德育；重知识、轻能力；重表现、轻

内在；重名次、轻道义；重争夺、轻谦让；重自我、轻集体。只要我们能把教育方向纠正过来，

注重伦理教育、道德教育、因果教育和圣贤教育，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是大有希望的。关于宣传，

我们应该向古人学习，以“隐恶扬善”作为宣传的指导方针。隐恶扬善出自于《礼记·中庸》：

“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为什么要“隐恶扬善”呢？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人都

有从众心理。我们都知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试想一下，如果有两个人，一个所见

所闻都是好人好事，另一个所见所闻都是坏人坏事。那么，哪个人更容易变好，哪个更可能变坏

呢？当然是前者更可能成为好人，而后者更容易变坏。现在的新闻媒体为了满足人们的猎奇心理，

博取大众的眼球，大肆报道许多凶杀、暴力、淫秽、阴暗、丑陋、血腥、离奇、荒诞的事件。这

样的宣传对社会的风气有怎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孔子很少谈论怪异、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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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乱、鬼神等事（子不语怪力乱神）。其次，“隐恶扬善”还可以避免许多社会矛盾，增进团结

和稳定。比如前几天在达拉斯发生的袭警事件，有五位警察被黑人狙击手枪杀。公众都把这个事

件归结为警察和黑人之间的矛盾，或种族歧视，或禁枪的问题上。大家有没有想过，宣传媒体在

这场悲剧中所起到的煽风点火和推波助澜的作用？类似发生在巴吞鲁日的警察枪杀黑人事件（被

认为是达拉斯袭警事件的直接导火索），美国各大新闻媒体都一贯地在第一时间大肆报道，滚动

播放，无形中激发了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种族矛盾。其实，对于警察枪杀黑人事件，不管谁是谁非，

都可以通过低调的方式来处理。完全没有必要这样大张旗鼓的报道。再次，“隐恶”对发生不良

事件的当事人来说，也是更为宽容、人道的处理方法。给予了当事人改过自新，让其免受舆论压

力的机会。要注意的是，“隐恶”不是包庇纵容罪恶，而是不要大肆宣扬‘恶’。比如上级发现

一位年轻有为的下级犯了错。他会把下级叫到办公室，单独和他谈话。指出他的过错，并狠狠训

责他一番，并给于相应的惩罚。但因为看到下级有悔改心，所以在公开场合这位上级会把过错揽

在自己身上。这样既教育和惩罚了下级，也给予他改过自新的机会和保护了他。这就是“隐恶”。

关于“扬善”，不仅要宣扬当代的好人好事和古圣先贤的事迹，而且还可以通过电台、电视和网

络来播放有关教育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专题讲座和相关影视作品等。 

 

1：东晋太元六年（382年），苻坚遣大将军吕光攻伐焉耆，继灭龟兹，取鸠摩罗什至河西走廊凉

州鸠摩罗什寺。后秦弘始三年（401年）皇帝姚兴遣硕德率军西伐后凉，又迎鸠摩罗什至长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