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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礼记·礼运》有曰：“大道之行也，天下

为公”。“天下为公”的伟大思想，与孔子理

想中的“大同”世界一脉相承。当前，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进入关键时期。在“两个一百年”奋斗

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

全国代表大会绘就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宏伟

蓝图。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应如何从传统文

化中找到新能量，做好精神文明建设？又该

如何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均衡发展？

11 月 5 日、6 日，以“大道之行——

新时代的文化自信与守正创新”为主题的

第十四届文化中国讲坛分别在浙江省绍兴

市柯桥区会稽山兜率天园区的稽山书院和

杭州市萧山区横山湘湖书院相继举办。本

届讲坛由中国青年报社、中国教育电视台

和北京横山书院分别和浙江省林业局、绍

兴市人民政府，以及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政

府联合主办。中央文史馆馆员、南开大学

终身教授、文化中国讲坛发起人之一叶嘉

莹先生的视频祝福为论坛拉开了帷幕。多

位文化大家、知名学者登坛开讲，共议新

时代的文化自信与守正创新。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我们今天要行进的‘大道’，正是实

现‘天下为公’、复兴中华民族的康庄大

道。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必须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北京

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程郁缀说。

在 讲 座 《吴 越 文 化 巡 礼 与 贺 知 章 诗 歌 赏

析》 中，程郁缀从与讲坛举办地密切相关

的吴越文化，谈到唐代越州著名诗人贺知

章，引用名诗典故，深入剖析唐诗中的奇

妙意趣与人文精神，“希望以此提升国人文

化自信与守正创新的能力，弘扬人文精神，

为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贡献力量。”

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工程科学院院

长 李 焯 芬 以 线 上 直 播 的 方 式 作 了 题 为

《文 化 因 互 鉴 而 进 步》 的 演 讲， 他 表 示 ：

“人类文明因互鉴而进步。在强调物质文

明 的 同 时 ， 也 要 搞 好 精 神 文 明 。 只 有 做

好 新 时 代 的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 才 能 让 物 质

文 明 和 精 神 文 明 均 衡 发 展 ， 相 互 促 进 ，

比翼双飞。”他认为，中华文明丰富的人

文 内 涵 ， 可 以 使 人 类 社 会 物 质 文 明 与 精

神文明更加均衡地发展。

天下大道，和而不同

全 国 政 协 文 化 文 史 和 学 习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 文 化 中 国 讲 坛 发 起 人 之 一 叶 小 文

认为，“天下大道”的文化底蕴是“和而

不同”。他说，“‘和而不同’是要互相包

容 、 求 同 存 异 、 共 生 共 长 。 求 同 存 异 的

‘同’是‘共同’，而不是‘相同’。和而

不同，才能万物并育，大道并行。以‘和

而不同’奠定天下大道的文化底蕴，就是

中国的文化自信与守正创新。”

在南京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该校中国

诗学研究中心主任莫砺锋看来，苏东坡的

人生哲学是中国“和”文化精神的最好体

现。在题为 《苏东 坡 与 大 运 河》 的 讲 座

中，莫砺锋说：“苏东坡的人生哲学，不

是 从 儒 道 释 中 的 任 何 一 家 寻 找 最 后 的 归

宿 ， 而 是 把 这 三 种 哲 学 思 想 当 作 出 发

点 ， 从 中 汲 取 有 益 的 营 养 ， 并且融会贯

通，变成其个人独特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苏东坡的人生哲学真正渗透了中国传统文

化的精神。”

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化学家周其凤

以化学元素周期律为例，指出化学中也蕴

含着“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尊重

个性”的道理。他说，学习化学可以使人

懂得“杂质”的重要，从而明白“包容”

的意义。正如铁掺入了“杂质”才能变成

钢，金加入了“杂质”才能做出漂亮的首

饰 ， 美 酒 不 可 能 是 “ 纯 粹 ” 的 酒 精 ， 不

“ 纯 粹 ” 的 翡 翠 才 更 加 漂 亮 。 他 尤 其 强

调，“包容不应该是自上而下的兼容，而

应该是建立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之上”。

读诗格物，人文化成

“当代中国人在思考继承传统文化这

个命题时，首先需要思考的是，我们究竟

要继承什么？”这是莫砺锋在讲坛上提出

的思考。在莫砺锋看来，儒学是中华文化

发展的核心，因而他认为，现代人最该继

承的是传统文化中的观念和精神，是祖先

的思维成果和价值判断。他在 《诗圣杜甫

的文化意义》 这一讲座中指出，“杜甫是

用诗歌的形式表达和传递儒家思想，让读

者感受其中包含的文化精神。认真阅读杜

诗的后代读者，人生境界一定会有一定程

度的提升。”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从文

学的土壤中可以汲取养分，在科学的光芒

下可以感悟世界。周其凤认为，提高文化

素养，文学不是唯一的途径，格物致知，

也可人文化成。他说，“‘格物’是对客

观对象进行研究，‘致知’是通过对客观

对象的研究获得知识和智慧，从而懂得人

生道理，获得对世界的感悟，这也是学习

化学的意义。”

在题为 《格物致知，人文化成》 的演

讲中，周其 凤 通 过 分 享 在 化 学 世 界 中 领

悟 到 的 智 慧 ， 提 出 当 代 知 识 分 子 应 该 具

有 的 人 文 素 养 和 精 神 品 格 —— 循 序 渐

进 、 防 微 杜 渐 、 谦 虚 、 包 容 、 感 恩 、 尊

重 他 人 等 。 他 说 ：“ 化 学 事 关 文 化 与 文

明 。 化 学 可 以 成 就 人 文 。 从 事 科 研 工 作

的人，首先必须要修养品德。”

“玩物尚志”，平衡身心

文化自信和守正创新也贯穿于现代科

学的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

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阎锡蕴在题为 《在

科研中感悟自信与创新》 的演讲中，结合

自己的人生经历，分享了自信和创新对于

科研工作的重要意义。

中 国 工 程 院 院 士 、 清 华 大 学 医 学 院

生 物 医 学 工 程 系 及 医 学 系 统 生 物 学 研

究 中 心 教 授 程 京 则 通 过 用 人 工 智 能 赋

能 中 医 药 开 发 ， 以 及 用 人 文 艺 术 改 善

身 心 健 康 的 可 行 性等命题，分享了他对

现 代 医 学 发 展 中 的 文 化 自 信 和 守 正 创 新

的思考。

在 《艺术与医学、传统与现代》 的讲

座中，程京提出，“如何把人工智能技术

与古老的中医相结合，创新中医药开发，

让 中 国 几 千 年 的 实 践 医 学 升 级 为 实 验 医

学，与西方完全接轨”。并介绍了中国传

统医学的“情志调理”之说——当焦虑、

抑郁、愤怒等不良情绪出现时，古人通过

品茶、抚琴等艺术方式化解情绪，同时对

五脏起到调理之效。

程京表示，现代医学也在求证用人文

艺 术 进 行 非 药 物 治 疗 ， 以 期 改 善 身 体 状

态，实现健康长寿。他提出“玩物尚志”

的观点，“医生对病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就 是 ‘ 好 好 休 息 ’， 但 其 实 休 息 不 是 卧

床，学习和创作自己喜欢的人文艺术也是

一种休息，可以调理情绪，平衡身心，使

机体达到最佳状态。比如一个喜欢鉴赏瓷

器的人，每次把玩瓷器的时候，大脑里就

像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特定部位按摩，从而

延缓甚至阻止疾病的发生。”

讲坛上，主持人白岩松还与阎锡蕴院

士和中国 工 程 院 院 士 、 浙 江 大 学 医 学 部

教 授 、 博 士 生 导 师 李 兰 娟 进 行 深 度 对

话 ， 就 “ 疫 情 时 期 的 心 理 疏 导 与 人 文 关

怀”展开探讨。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文化传统息息相

关，如何从传统文化中开发出新能量，将

是一个时代的命题。正如天津市政府首席

督学，南开大学“南开讲堂”教授、北京

横山书院院长陈洪在讲坛开幕式致辞中所

说：“ 《周易》 里有着中

华民族特有的智慧，至今

仍然具有价值和生命力。

从中开发出新能量，以辩

证的眼光看待世界，可以

使我们坚定 信 心 ， 甚 至

洞 察 先 机。”

第十四届文化中国讲坛举办——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能量，在守正创新中坚定文化自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鼎

一年前，在第十三届文化中国讲坛

上，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程郁缀引名句

用典故，讲述了“笔落惊风雨，诗成泣

鬼神”的大唐“诗仙”李白传奇的人生

历程，生动赏析其一生中的多篇传世名

作，将诗人的豪放飘逸与清新自然展现

得淋漓尽致。一年后，程郁缀再次登上

第 十 四 届 文 化 中 国 讲 坛 ， 这 一 次 ， 他

“请”来了另一位诗歌大家，他是李白

的 忘 年 之 交 ， 是 杜 甫 笔 下 的 “ 饮 中 八

仙”。他生逢盛世，仕途顺遂，是唐代

的长寿诗人，他就是自号“四明狂客”

的贺知章。

贺知章一生官至秘书监，人称“贺

监”。在程郁缀看来，在贺知章的人生

经历中，其与李白的交往不得不提。

唐天宝元年 （公元 742 年），42 岁

的李白已颇负盛名。经好友吴筠推荐，

李白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奉诏入长安，

翰 林 供 奉 。 据 唐 代 孟 棨 《本 事 诗》 记

载 ：“ 李 太 白 初 自 蜀 至 京 师 ， 舍 於 逆

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那一

年，贺知章虚岁 84 岁。贺知章见李白

英姿豪俊，又请其所写之诗文。李白拿

出 《蜀道难》 以示之。贺知章读未竟，

赞 叹 不 已 ， 惊 呼 曰 ：“ 公 非 人 世 之 人 ，

可 不 是 太 白 星 精 耶 ？” 于 是 称 李 白 为

“谪仙”，并“金龟 （唐代三品以上官员

的 一 种 配 饰） 换 酒 ”， 一 醉 方 归 。 而

“谪仙”也成为李白一生中最喜欢、并

引以为豪经常自称的一个雅号。

贺知章去世后，李白怀着悲痛的心

情 写 下 《对 酒 忆 贺 监》， 深 情 地 回 忆

道：“四明有狂客，风流贺季真。长安

一相见，呼我谪仙人。昔好杯中物，翻

为松下尘。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

和李 白 与 贺 知 章 的 忘 年 情 谊 一 同

留 香 千 古 的 ， 还 有 贺 知 章 的 诗 歌 作

品 。 程 郁 缀 分 享 的 第 一 首 贺 诗 是七言

绝句 《咏柳》：“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

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

风似剪刀。”

“春天来了，诗人以欣喜的目光看

着新柳的主干如碧玉妆成。丝绦，就是

旗帜上的垂缕。第一，很美。碧和绿乃

是生命的本色，是大自然中植物的基本

色。第二，层次分明。诗人从柳的主干

写 到 柳 条 ， 再 写 到 柳 叶 ， 层 次 非 常 清

楚 。 第 三 ， 这 首 诗 题 为 咏 柳 ， 实 则 颂

风。后两句是 诗 人 心 口 相 商 ， 自 问 自

答 ： 那 一 排 排 整 齐 、 鲜 亮 、 透 嫩 的 绿

叶 ， 是 谁 剪 裁 出 来 的呢？是大自然这

位能工巧匠，挥动二月春风的剪刀精心

剪裁出来的艺术珍品。”程郁缀如此赏

析道。

诗人越是将春柳写得美好，越是在

烘托春风惠物之功，因为这一切美好都

是 春 风 带 来 的 。 风 无 形 无 色 ， 既 摸 不

到，也抓不住，只能借绿柳来彰显，通

过咏柳来赞颂，可谓是泼墨在柳而归趣

在 风 。 全 诗 字 里 行 间 充 满 着 对 自 然 的

爱、对生活的爱、对美的爱，成为咏柳

诗中的名篇。

除了对自然之美的赞颂，对故乡的

感 怀 也 是 贺 知 章 创 作 生 涯 中 的 重 要 题

目。古往今来，不知多少诗人写下怀念

故乡的诗歌，但其中家喻户晓、妇孺皆

知 的 ， 还 要 数 贺 知 章 的 《回 乡 偶 书 二

首》。其一曰：“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

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

从何处来。”程郁缀说，这首诗便是好

在无一字说家乡“好”，却每一个字都

流淌自诗人的内心深处。

《回乡偶书二首》 其二的光芒虽不

如其一耀眼，但同样语浅意深、耐人寻

味。诗曰：“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

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

旧时波。”

贺知章的故乡毗邻镜湖，镜湖便是

如今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的鉴湖。诗人

离开家乡已久，无情的岁月风霜已经消

磨了村里大半年纪大的亲人。唯有门前

的镜湖水，春风一起，又如往年一样春

水涣涣、碧波荡漾。程郁缀说：“故乡

的风景依然，但人事不再，这种物是人

非的感慨，引起了不同时代人们的强烈

共鸣。水是故乡甜，山是故乡青，月是

故乡明，人是故乡亲。不管走到哪里，

不管何时，不管境况如何，都不应忘记

自 己 的 故 乡 ， 并 把 热 爱 故 乡 的 淳 朴 感

情，升华到热爱祖国的理想高度，为百

姓的幸福、祖国的富强和民族的兴旺，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陈 鼎

“ 惟 公 之 心 古 亦 少 ， 愿 起 公 死 从 之

游。”这是北宋王安石 《题杜甫画像》 中

的诗句。只此一句便可让后人体会到王安

石对“诗圣”杜甫有着极高的崇敬之情。

究竟是杜甫怎样的人格和气质令王安石作

此 诗 句 ， 甚 至 希 望 “ 诗 圣 ” 能 够 起 死 回

生，并与之同游？在第五届会稽山讲坛暨

第十四届文化中国讲坛上，南京大学文科

资深教授、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

任莫砺锋分享了他的答案。

评价历史人物时颇为苛刻而挑剔的南

宋理学家朱熹曾说，历史上有五位人物可

称为“五君子”，他们分别是诸葛亮、杜

甫、颜真卿、韩愈和范仲淹。莫砺锋说，

在这五个人中，除了杜甫之外的四个人都

在政治上有所贡献，有值得后世缅怀的功

绩。杜甫是例外，他基本上是个平民，一

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民间，生活在

普 通 人 中 间 ， 这 也 是 杜 甫 自 称 “ 少 陵 野

老”“杜陵野客”的原因。

就是这样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具体贡献

的人，为何朱熹会将他同其他四位伟大的

历史人物相提并论，认为他也是君子呢？

朱 熹 用 八 个 字 道 出 了 他 们 人 格 上 的 共 同

点：光明正大、磊磊落落。“他们的人格

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使他们进入了圣

贤的行列。这五个人都值得我们缅怀，都

要好好地向他们学习。但是我想，对于我

们普通人而言，也许杜甫具有特别重要的

意义。因为杜甫用他一生的作品印证了孟子

的一句话：人皆可以为尧舜。”莫砺锋说。

儒家认为，圣人并不是罕见的另类，

而是从我们普通人中诞生的，普通人只要

进德修身，便可以慢慢地接近这个标准。

莫砺锋认为，杜甫便是普通人跻身圣贤行

列的代表。“杜甫之所以在我们的传统文

化中达到相当的高度，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他对于儒家思想的弘扬。就其根本的意义

来看，杜甫把儒家精神用诗歌的语言进行

生动而深切的表述。杜诗最大的意义就在

于此。”

在莫砺锋看来，杜甫继承了儒家的核

心精神。这种核心精神可以被概括为两句

话：仁者爱人，仁政爱民。这两句话一小

一大、一低一高，前一句说的是个人行为

和伦理，后一句则站在国家的层面，两句

看似互相分离，其实是由非常强的逻辑渠

道沟通起来的，这个沟通的渠道便是孟子

说的那句话：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

以及人之幼。孟子认为，一定要把个人的

仁爱之心、对自己家中的老人和儿童的关

爱 推 广 出 去 ， 延 伸 至 全 社 会 的 老 人 和 儿

童，如此才是完整的儒家精神。“杜甫完

美、准确地理解了儒家精神，并把儒家精

神渗透在他的诗歌当中，渗透于他在诗歌

中描写的人间百态上。他观察了现实生活

中的种种情形，并依据儒家精神原则来表

达自己的意见和价值判断，于是就产生了

我们读来深为感动的那些名篇。”

安史之乱后，杜甫带着家人逃难，途

中经过同谷县 （今甘肃南部），并写下了

七首七言歌行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

首》，七首中的前四首分别描写了自己穷

困潦倒的境况、一同逃荒的家人的困苦以

及对远方的弟弟和妹妹的思念。“而最后

三首，他想到了天下苍生，写出安史之乱还

未平定，战火还在继续，百姓还在流离失所

的社会现实。他的这种关切便是‘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体现。”而

那首脍炙人口的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中所表达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

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想法，便是

儒家“仁者爱人，仁政爱民”思想的充分反

映，杜甫在诗中呼唤的“广厦”便是中国历

史上最早的“安居房”概念。

莫砺锋认为，杜诗带给人们的教育是

一种精神熏陶，读者通过阅读优美的诗歌

文本，在受到审美感动的同时，不知不觉地

受到其中所蕴含着的儒家精神的熏陶和教

育。这个过程就像杜甫描写的那场春天的

夜雨一样，“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此外，在弘扬儒家思想的同时，杜甫

还对儒家精神进行了补充。杜诗中经常表

达对生命的关爱、欣赏与赞叹。他不但赞

美雄鹰和骏马，还对那些弱小的生命形态

表达出关爱之心。杜甫在 《过津口》 中写

道：“白鱼困密网，黄鸟喧嘉音。物微限

通塞，恻隐仁者心。”由诗人对白鱼等弱

小生命的恻隐之心可看出，其仁爱之心已

从人类扩展到了地球上的一切生命形态，

这比孔孟仅以人类为思考对象的仁爱精神

有了较大幅度的扩展和提升，是宋儒张载

“民胞物与”观念的先声。

“当我们说要继承传统文化的时候，我

们究竟要继承什么具体的对象？我认为物

质文化与制度文化都是与时俱新、不断进

步 的，唯 一 日 月 常 新、后 人 可 以 认 真 继 承

的应该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观念文化，是

我们的祖先创造的意识形态、思想结晶和

价 值 判 断 。杜诗所弘扬的

正是传统文化中的观念部

分，他将儒家精神以美丽

的诗歌形式表现出来、传

递开来，让后代读者通过

读诗来领略中华民族优秀

文化的精神。”莫砺锋说。

诗圣笔下的仁爱家国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余冰玥

什么是“人文化成”？

《周易·贲卦·彖传》 中记载：“刚柔交

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

文 ， 以 察 时 变 ； 观 乎 人 文 ， 以 化 成 天

下 。” 北 京 大 学 哲 学 系 教 授 楼 宇 烈 认 为 ，

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人文化成”，它

指的是通过人文可以教化天下，让社会发

生变化。在第五届会稽山讲坛暨第十四届

文化中国讲坛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化学

家周其凤对“人文化成”这一概念进行了

新视角解读：“楼先生强调人文教化天下

的重要性。但我想强调的是，化学对人文

的养成，也发挥着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

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

化。”周其凤说，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发展

过 程 中 所 创 造 的 所 有 物 质 财 富 和 精 神 财

富 的 总 和 ， 化 学 是 研 究 物 质 变 化 的 科

学 ， 与 每 个 人 的 生 活 息 息 相 关。但化学

不仅仅是物质科学，还事关文化与文明，

借助化学可以成就天下之物、天下之事、

天下之人。

“ 化 学 的 ‘ 化 ’， 表 达 的 是 变 化 、 转

化，也有着化生、化灭、化有、化无等种种含

义。”在周其凤看来，学习化学可以帮助人

们破除执念，觉悟无常，适应变化。化学家

的使命，在于观察、发现、解释、推动物质的

化学变化。“化学告诉我们，我们所处的世

界是变化而来的，也将变化而去，即使是构

成物质世界最基本的化学元素也是如此。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

在化学元素周期表中，元素们就有着

周期性的变化。元素的质量、原子核质子

数目、核外电子构型的逐渐演变，可以使

元素性质发生周期性的变化，比如从惰性

发 展 到 活 性 ， 从 电 正 性 发 展 到 电 负 性 。

“观察周期表结构性质的变化，可以让人

们更容易理解循序渐进和防微杜渐的人文

品质。”

“ 明 白 了 这 个 规 律 ， 从 修 身 的 角 度 ，

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防微杜渐的重要性；从

工作的角度看，则有利于明白循序渐进的

道理；从理解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

使我们知道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

关系的重要。”

而通过化学及元素周期表的研究，能

改进我们与人交往的艺术。周其凤指出，

化学元素周期律蕴含着“和而不同”“求

同存异”和“尊重个性”的道理。

创新思维的启发也是化学学习中不可

忽略的方面。一百多年来，人们提出的元

素周期表排列方式不下 千 种 ， 还 曾 有 人

结 合 阴 阳 、 八 卦 、 太 极 ， 制 作 出 了 一 张

元 素 周 期 表 。 但 为 什 么 只 有 门 捷 列 夫 提

出 来 的 元 素 周 期 表 得 到 大 家 的 公认？它

的本质与核心是什么？这样一张元素周期

表是否是人们心中理想的周期表？周其凤

认为，学习化学元素周期表能激发人们科

学思考的问题意识或批判意识，具有深刻

的启发意义。

学会创新思维和批判思考后，化学可

以帮助人们懂得包容和尊重少数。人们在

学习化学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纯净的物

质有纯净物质的用处，人们也因此追求纯

净，但更有用的却往往是不那么纯、含有

“杂质”的。

“ 草 木 有 情 皆 长 养 ， 乾 坤 无 地 不 包

容 ”。 化 学 家 因 此 懂 得 “ 杂 质 ” 的 重 要 ，

也懂得包容的意义。正如铁合金中的微量

元素在性能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并非可有

可无。“人有不同的性格，我们在与人相

处的时候，不要把一些不同点看得太坏，

或许它就是翡翠里面的那点美丽的杂质。”

化学还让人们学会容错。周其凤的专

业是液晶高分子化学，在某次利用偏光显

微 镜 观 察 液 晶 结 构 时 ， 他 看 到 了“ 向 错 ”

（分子取向发生错误）所引起的无比漂亮的

彩色图案。这让周其凤深受启发：“这种结

构，这种颜色，是错误的结果，是它们没有

都按同一个规矩来排列的结果。”但正是这

么一个错误，让液晶能够为人所用，成为制

作显示器的好材料。

同理，对于江浙地区极负盛名的缂丝

而言，没有“通经断纬”的“断”，就没

有美丽的图案；太空育种也是利用基因的

“ 错 误 ”， 培 育 出 产 量 更 高 、 更 好 吃 的 品

种。“‘错’是相对于原有的‘正确’秩

序 （位置、方向、颜色、音调等等） 而言

的，是对原有秩序的违背。但错也可以是

积极的，是美的开始。”周其凤认为，不

是说“错必美”或“错即美”，更重要的

是学会容错、用错、荣错、宝错，尊重错

误、利用错误。

“学习化学特别容易使人明白自己能

力的局限以及他人帮助的珍贵。化学家因

此更加谦虚一点，更加懂得自己的渺小，

更加懂得与他人和谐相处，也更加懂得对

他人的感恩和尊重。”周其凤说。

周其凤曾给北大化学系学子写过这样

一幅字：“化学乃变化之学，可化腐朽为

神奇，点石成金，亦可点金成石，废利用

害，全在人为。故入此门以求神通者，必

也尚德之徒也。”在周其凤看来，学科学

的人，首先必须要修养品德，如果品德不

好，科技学得越好反而越糟糕。

“学化学是可以成就人文的，把化学

与人文割裂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周其凤

希望借此对科学与人文的融合发展带来一

些启发，“我认为不只是化学，也可以是

物理、数学。我们从事的所有活动，如果

用心，都有助于人文的养成。”

文理交融 探求“人文化成”之道

中央文史馆馆员、南开大学终身教授、文化中国讲坛发起人之一叶嘉莹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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