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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天宝元年（742 年），

浙江北部、钱塘江南岸的一

个县城名字，从永兴改为萧

山，沿用至今。改名萧山的两

年后，天宝三年（744年），一

位诗人回到了他的故乡，写

下了《回乡偶书》。少小离家

老大回的贺知章，乡音未改，

故乡依旧。

又过了几百年，北宋哲

学家杨时可能也没想到，在

萧山做县令时，会给后世留

下一个绵延千年的文化故事，以

及故事的物理空间——湘

湖。其实湘湖的文化故事完

全可以更长一些，此地 8000
年前的跨湖桥遗址，出土了

中国最早的独木舟。

文化可以溯源，更应该

续写，比如，11月 11日，第十

五届文化中国讲坛在萧山湘

湖畔举办。

既然举办地在诗画江

南，关于诗的讲座自然是少

不了的，包括北京大学中文

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程郁缀

的《钱塘湘湖文化与著名诗

人贺知章》，南京大学文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莫砺锋的

《文化传承与古典诗词》。

南开大学讲席教授、文

化中国讲坛发起人之一陈洪

的专业是中国古代文学，他

笑称“再推广一下就是传统

文化”。他坦言，这些内容从

纯功利的角度来说，“用处不

大”；但人生于天地之间，不

只是一个物质性的存在，还

是一个有着丰富精神世界的存在。

年轻人总爱说“诗和远方”，什么意思呢？陈

洪觉得，这是指我们的存在和人生要有一定的超

越性，超越最基础的物质性的内容。人生短暂，要

让它尽量丰富，才不枉到蓝色星球上走这么一遭。

有意思的是，尽管冠以“文化”之名，但讲坛

从来乐意容纳多学科的美美与共。在讲坛的对

话环节，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王玉明

讲起了“流体密封工程”，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

士、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郑晓瑛讲起了老

龄化社会。

今年是文化中国讲坛开办的第十五个年

头。第十三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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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了

一首诗：“百战归来且读书，横山书院十五年。兴

诗立礼成于乐，雅集每每会吕仙”。

在讲坛的主题讲座环节结束后，横山湘湖

书院雅集登场。小提琴演奏家吕思清在梁祝故

事的发生地和叶小文一起演绎了《梁山伯与祝

英台》；女高音歌唱家吕薇在家乡唱起了《故事

里的中国》。吕薇无论到哪儿演出，都愿意说起

自己的家乡和家乡的湖光山色，作为文化中国

讲坛的“老友”和“志愿者”，她觉得“文化的力量

能让人发光”。

雅集是文化中国讲坛的一个传统，也是中

国文人雅士的传统。在吟咏诗文、议论学问的集

会上，不可缺了丝竹管弦，一觞一咏。但雅集只

是为了吃吃喝喝、观舞听曲吗？当然不是。从邺

下雅集里的建安七子开始，雅集就有个保留性

项目——吟诗作赋出文章。此中巅峰当属王羲

之与他的兰亭雅集——插播一句，兰亭距离湘

湖，仅 40余公里。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说，杭州

是海上丝路的重要节点，作为钱塘江潟湖的西

湖与湘湖，其位置一北一南，清代《萧山县志》就

载西湘为“姊妹湖”。这出“西湘记”，谱了新曲，

填了新词，唱得叫不叫座，不仅靠台上，还得观

台下。

横山书院学员肖阳被母亲带进书院大门，

如今她也已经是一名母亲，这次抱着孩子来听

文化中国讲坛。“我觉得书院也像一个大家

庭，书院的‘家风’是希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能够代代传承。我们说家业，总是先有家再有

业，对于子女的教育和培养，传统文化不可或

缺。”肖阳说。虽然孩子可能还听不懂台上的

名师大家在讲什么，但是不着急，润物总是细

无声。

彼时，杨时千里寻师，程门立雪，传为佳话。

杨时一生，将理学从河洛传播至东南广大地区，

在“二程”和朱熹之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在他从程门学成辞归时，程颢送他出门，说：“吾

道南矣。”

从空间上看，萧山只是杨时南渡的小小一

站，湘湖也只是他为官一任时的惠政之一，但这

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记住了他。当千年之后，

湘湖之畔，文化中国的声音再度响起，“吾道南

矣”又开启了新的远途。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见习记者 余冰玥

杨时是谁？一个成语就能让你想起

他——“程门立雪”的主人公，北宋著名

哲学家。11 月 11 日，第十五届文化中国

讲坛在杭州市萧山区举办，南开大学讲

席教授、文化中国讲坛发起人之一陈洪

带来主题讲座《走进历史，认识杨时》。

杨时任萧山知县时，兴水利、浚湘

湖，功绩可比白苏（白居易修白堤，苏轼修
苏堤——记者注）。当历史照进现实，本届

文化中国讲坛的举办地正在萧山湘湖之

畔，而主题也正是“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

悬——从钱塘江到西湘记的文化传统与

历史新机遇”。历史与当下，西湖与湘湖，

一曲新时代的“西湘记”正娓娓道来。

文化传承是属于青年的使命

在本届文化中国讲坛的开幕式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原校长周其

凤创作了一首歌曲《无意》，其中一句“一

管竹木一束毫毛”写的是毛笔，讲的是传

统文化。周其凤笑言：“之前我最出名的

作品是《化学歌》，这次写的是书法，中道

圆融，是我对传统文化的理解。”

第十三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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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中华文脉与文化自信》

为题，概述了中华民族的文脉传承及如

何树立文化自信。主持人白岩松与中国

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潘鲁生，中国工程

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王玉明，发展中

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

所长郑晓瑛，中日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

程永华，围绕“言说湘湖——亚洲文明

之光”的主题，从各自领域出发，分享

所学所思。

这是潘鲁生第一次参加文化中国讲

坛。参与其中，他感觉 60岁的自己“正青

春”。潘鲁生发现，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对

于民间文化和民间文艺的关注度并不高，

一提到传统文化就是诗词歌赋，“其实它

们都是历史文化的积淀，也十分深厚，需

要在这样的一个平台上交流互鉴”。

来到萧山，潘鲁生非常想探讨如何

把南宋的“百工”继承好，把萧山的文化

创意产业发展好，“如果把文化资源盘点

好，把文化资本用好，文化创意产业的定

位就更能定得准”。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诗学研

究中心主任莫砺锋带来讲座《文化传承

与古典诗词》。谈及当下青年群体中的传

统文化热与诗歌热，他认为，传统文化、

古典文学传承到今天，价值不仅仅在于

供专家学者研究。

“如果完全局限在学术的象牙塔里，

意义是不大的，它一定要推向全社会，让

千家万户的广大读者都来读。大家都热

爱它，古典文学的价值才能最终被证

明。”莫砺锋说，“梁启超说得好，老年人常

常喜欢回忆过去，少年人则常常喜欢考虑

将来。将来是属于青年的，那么文化传承

的任务、古典诗词的普及、将来如何深入

研究和阅读，都是属于青年的使命。”

“西湘记”从历史走向未来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程郁缀在题为《钱塘湘湖文化与著名诗

人贺知章》的主题讲座中指出，吴越大地具

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并以其创作的《咏湘

湖》“能不忆江南，西湖与湘湖，吴越千山秀，

钱塘两明珠”开启了湘湖的诗意之旅。

历史上的湘湖是宁绍平原的著名湖

泊，是萧山三大湖之一的西城湖，由古海

湾演变而成。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新

任萧山知县的杨时，在西城湖原址筑起了

一个人工湖，湖面达 3.7万亩，是今天西湖

的 4倍。因其“山秀而疏，水澄而深，邑人谓

境之胜若潇湘然”，于是称之为“湘湖”。

文化，塑造一个城市的气质。杭州市

萧山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说，“奔竞

不息，勇立潮头”的萧山精神，是刻在萧

山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1400多年前，萧

山走出了唐代大诗人贺知章，“少小离家

老大回”传唱千年，牵动无数人的乡愁，

展现出了萧山诗意、温情的气质，两者刚

柔并济构成了萧山独有的城市韵味。

今年 6 月，西湖和湘湖缔结“姊妹

湖”、共同唱响“西湘记”。浙江省委原常

委、杭州市原市委书记、浙江省城市治理

研究中心主任王国平以《唱好“西湘记”

打造钱塘江时代的新标杆》为题，回顾了

湘湖的历史与开发过程，讲述了“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湘湖实践。

迈入 21世纪以来，杭州通过持续实

施西湖综保、运河综保、良渚综保、西溪

综保、湘湖综保等一系列工程，走出了一

条城市高质量发展之路，实现了从“西湖

时代”向“钱塘江时代”的跨越。

“从屈原开始，大家就认为他的《楚

辞》‘得江山之助’，如果没有那么优美的

风景和地理环境，楚辞写不到那么美。”

莫砺锋说，中国古人主张“天人合一”，不

仅仅把大自然看成物理生存的空间，更

把它看成精神家园。所以古人创作诗也

好，写作词也好，山水风景往往是其创作

的一片重要土壤，“湖光山色会孕育诗人

的诗才跟灵感。”

莫砺锋说，萧山位于杭州，杭州的文化

积淀非常深厚。一座有名的、有历史积淀的

城市，一定是要有文化的，如果只有工业、

经济，不是一个健全的城市，会缺乏生气。

“城市中居住的人，他的言行、生活都和文

化有关；游客到一个城市游览，看的也是文

化，文化一定是一个现代化城市必要的底

蕴，是一种精气神。”

文化的向心力在民间

这是莫砺锋第二次参加文化中国讲

坛，他说：“讲坛如果能一届一届办下去，把

专家学者研究的新东西从象牙塔里搬出

来，搬到社会大讲堂来讲给大家听，再扩展

到全社会，这个很好。”

“中国有着辽阔的地理疆域，也有着多

民族的人员构成，如何成为一个共同体？从

精神层面来看，文化的向心力、凝聚力至关

重要。”陈洪认为，文化中国讲坛从十五年

前就自觉承担了文化的使命，并将它延续、

发扬，“前十四届讲坛的主题都很宽，从传

统文化的大主题，到跨文化交流，把握住了

时代的脉搏。”在陈洪看来，横山书院是一

个独特的存在，它依靠民间力量创办，它的

使命是文化传承与传播，“这样一个平台延

续 15年，是不多见的”。

李刚毅从事金融行业，2016年加入横

山书院，每天和“数字”打交道的他在这里

找到了兴趣和志向所在。“我对文史哲都非

常感兴趣。听孟宪实老师讲唐诗，他可以把

那么丰富多彩的唐诗讲‘薄’；而针对一个

典故、一个事件，他又能把整个历史脉络、

底层逻辑剖析出来。这样的名师在横山书

院还有很多。”

“当下很多知识都被碎片化了，尤其在

短视频平台上、自媒体上，越是在这样的环

境下，越需要我们静下心来系统性地去读

一本书、去听一堂课。”李刚毅工作繁忙，坐

飞机的时候就成了他读书的好时机，“我每

次出行都会带一本书，没有网络打扰，也没

有人打扰，可以专心读书”。

在本届文化中国讲坛上，李刚毅对王

国平的主题讲座印象颇深。“（王国平）从当

年作为城市主官的视角，来复盘整个湘湖

开发历程，讲述了城市建设的新理念和实

践。从我工作的领域思考，金融机构有很大

一块资产在地方政府、国企等平台，如果地

方政府能有一个清晰、持续的发展思路，所

获得的将远远超过所投入。”

肖阳是一个 90后姑娘，她是被母亲带

进书院大门的，“妈妈从 2015 年开始在书

院上课，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觉得大有裨

益，于是就推荐给了我，我算是‘二代学

员’”。这些年来，每年的文化中国讲坛，肖

阳场场不落，像“追星”一样追着讲坛跑，叶

嘉莹先生就是她心中的偶像，“我特别喜欢

叶嘉莹先生讲诗词，有一次在会稽山，她讲

了诗词，也讲了她一生的故事”。

这一次，肖阳从北京追到杭州。肖阳认

为，在文化中国讲坛，或者说横山书院，她学

到的不仅是知识，还有知识以外的更多东

西。她对讲魏晋风度的一堂课印象深刻：“（魏

晋名士）对精神境界的追求，对我们年轻人

有很大启发。现在我们身处一个非常‘卷’的

时代，很多时候就像职场的工具。这时候如

果能有一颗超然一些的心，宠辱不惊，会让

我们在事业和人生道路上都获得成长。”

第十五届文化中国讲坛由杭州市萧

山区人民政府、中国青年报社、中国教

育电视台、北京横山书院共同主办，中

共杭州市萧山区委宣传部、杭州市萧山

区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浙江省萧山湘

湖国家旅游度假区管

理委员会、杭州市萧

山区横山湘湖书院承

办，北京大学教育基

金会、北京大学信

息 技 术 高 等 研 究

院、北京横山公益

基金会协办。

共唱“西湘记”，一个书院与讲坛的第十五年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用来喝茶的器皿，明明普通的白瓷

碗就可以满足需求，可我们为何更青睐

做工精细的青瓷茶具？写字时用来防止

手臂沾墨的臂搁，明明只要具备搁放手

臂的功能就可以，可我们为何会讲究它

的材质和上面的雕花？当我们感动于一

首古诗词的美好意境时，当我们醉心于

一件手工艺品的精巧文雅时，我们从中

获得了什么？那些人文底蕴和艺术价值

究竟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又或者

说，文化对我们的生活到底是“有用”

还是“无用”？

文化的“无用”也是“大用”

在第十五届文化中国讲坛上，由白

岩松主持的对话环节中，中国民间文艺

家协会主席潘鲁生指出，“有用”是指“实

用”，“无用”则是审美的“无用之用”。物

质和精神方面的“用”和生活层面的“用”

都是有用性的“实用”，而“无用”也是“有

用”，甚至是“大用”。

潘鲁生介绍，在南宋的临安城，宫廷

文化、文人文化与市井文化相融合，形成

了“工艺致用”的造物思想，也造就了南

宋时期实用与审美相统一的生活方式。

这个时期的织造技术十分高超，所造织

物丝密、轻如蝉翼，不仅纱、罗、绮、绫各

色丝织品类型多样，缂丝、刺绣工艺更是

技术精湛；南宋的园林像是立体的山水

画，亭台楼阁，曲径通幽，蕴藏着文人雅

士的精神情结与审美意境。从镇江博物

馆藏的宋代泥塑童戏像，到台北故宫博

物院藏的《市担婴戏图》，从故宫博物院

藏的定窑白瓷孩儿枕，到美国克利夫兰

艺术博物馆藏的宋锦《百子图》，无不体

现出人文艺术与市井生活相糅合的生活

美学和情趣。

相比之下，在饮食变得快捷化，文化

变得碎片化的今天，现代人似乎不再拥

有重视生活美学的态度，传统工艺也变

得不再追求使用价值。在这样的语境下，

我们是否应该向古人学习，回归南宋的

“雅生活”方式？

“南宋手工艺传统是历史的，也是当

代的，其中贯穿着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生

活方式和文化品位。”潘鲁生说。因此，他

提议，发展宋韵文化新经济，以人们的生

活需求为导向，提升文化生活体验，研究

雅生活方式如何融入当今生活，使人们

获得文化认同感。

潘鲁生认为，一方面，可以通过复兴

传统工艺，探索如何在当下更好地传承

与利用传统工艺文化资源，将西湘文脉

注入教育和文化传播中，服务于人们的

精神文化生活。另一方面，可以通过跨行

业壁垒的文化产业发展，使传统工艺文

化转换成为当代宋韵文化产业资源，创

造更高的经济价值，从而更好地服务于

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

“文化养老”值得期待

在生活美学层面，文化的“有用”和

“无用”或许是一个哲学命题，然而在医

学领域，文化的“用处”却是不可或缺。在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人口

研究所所长郑晓瑛看来，文化甚至比科

技还要“有用”。

郑晓瑛说，“每个人最终的愿望都是

健康地老去，幸福地与世界告别，而这绝

不是单纯依靠科技或者医学手段就可以

解决的问题，是必须通过文化、艺术与科

技结合才能达到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文化的渗透比科技的发展更为重

要”，郑晓瑛认为，“应该在医学教育中融

入医学艺术教育，让每个医生都积累更

深厚的艺术修养和文化底蕴。”

郑晓瑛指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

也需要文化的加持。她介绍，随着老龄化

进程的加剧，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也在

快速增长，然而增长的预期寿命中很大

部分是不健康的，即有残疾的预期寿命。

中国的残疾人中，有 53%是老年人，解决

这些老龄残疾人的问题，需要有科技的

支持，但更重要的是需要有文化的支持，

“让他们心存幸福，最大限度地享受改革

开放带来的福利，这不是单纯一个辅助

器具就能解决的问题。”

郑晓瑛同时强调了“文化养老”的

概念，这是一种以老年人的物质生活需

求基本得到保障为前提，以满足精神需

求为基础，以沟通情感、交流思想、拥

有健康身心为基本内容，以张扬个性、

崇尚独立、享受快乐、愉悦精神为目的

的养老方式。“文化养老满足了老年人

的精神需求，对于没有子女的老年人来

说，这种养老模式就格外重要。”郑晓

瑛说。

如何实现科技与人文相互融合

毋庸置疑，文化、艺术与科技的融合可

以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那么，作为

个体，应该怎样从自身做起，实现科技与人

文相互融合呢？这也正是中国工程院院士、

流体密封工程技术专家王玉明经常被问到

的一个问题。

王玉明笑称自己是一个“理工男”，“不

过，虽然我的主业是机械工程，但我在文化

上却并不‘机械’”。他是叶嘉莹先生的学生，是

中华诗词学会的顾问，是高校诗词工作委员

会的主任，还是清华大学荷塘诗社的社长，

可以说，是一个将“诗和远方”完美拿捏的人。

在回答“如何实现科技与人文相互融

合”这一问题时，王玉明认为，在价值观上，

科学技术与人文艺术都是在追求真善美，

两者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在思维模式上，两

者都需要逻辑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两者

可以相互促进。许多科学与技术大师亦是

如此（如爱因斯坦、杨振宁、丘成桐、顾毓琇、

钱学森等），然而最重要的是，无论搞科研

还是文艺创作都需要有一颗“赤子之心”。

从外部看中国文化的“用”

中华文脉历史悠久，“有用”的文化，不

仅造就了古人的时尚生活，为解决现代社

会问题注入了精神力量，也对周边国家的

文明发展带来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在对话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

国前特命全权大使、中日友好协会常务副

会长程永华介绍了中国文化对于周边国家

的“用”。他说，中国文化对朝鲜半岛、越南

和日本影响尤为深刻。以日本为例，隋、唐、

宋时期是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高峰，这个

时期古代日本曾向中国派出了 19 批遣使

来学习，最多一次达到 600 人。除遣使外，

大量留学生也从古代日本来到中国，许多

人一待就是很多年，有的甚至还留在中国

工作，在长安为官，直到去世后葬在长安。

公元 645 年，古代日本进行了“大化革新”

运动，废除大贵族垄断政权的体制，参照中

国唐朝规章制度，成立古代中央集权国家。

宋朝时，来中国学习的日本人越发增多，唐

代高僧鉴真东渡，向日本传戒，被尊为日本

佛教律宗初祖，他和弟子在日本奈良建造

的唐招提寺建筑群，体现了唐代建筑的特

色，是日本现存天平时代最大最美的建筑。

日本的文字也脱胎于汉字。日本最初只有

语言没有文字，在飞鸟时代，伴随佛教一起

传入日本的佛经典籍使汉字渗透到日本人

的生活，最初传入的汉字被古代日本人作

为表音文字使用，后在使用过程中觉得麻

烦，于是平安时代才借鉴汉字的偏旁部首

和草书发明了片假名和平假名。此外，日本

现在的宫廷音乐——雅乐，也是来源于中

国唐朝的音乐。

程永华说，中日交流已有 2000年的历

史，现今的日本年轻人看到中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和科技创新，仍然很受吸引，觉得

“应该到中国去多看看，多交流”。

无论是“实用”之“用”，还是“无用”之

“用”，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都需要并值得当

代人传承和发扬。正如潘

鲁生所说，文化是一个民

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

值系统，将古人的风尚融

入当代生活，或许可以打

造出一种有温度、有内

涵、有品位的新时代先

锋文化。

如何看待文化的“有用”和“无用”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余冰玥
记者 齐 征

“向全社会普及古典名著是传承文化

最有效的手段。”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南京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莫砺锋曾

在 2023 年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如是

说。中华文化是地球上最古老的文化之

一，在时间长河中始终屹立不倒、生生不

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什么？我们又

该如何更好地将它传承下去？ 11 月 11
日，在杭州湘湖举办的第十五届文化中国

讲坛上，莫砺锋以 《文化传承与古典诗

词》为题，分享了他的答案。

中华传统文化包括哪些内涵？在莫砺

锋看来，思考这个问题不能从文化的定义

入手。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学者和西方学

者都提出了很多关于文化的定义，有人统

计一共有 160多种。

“关于一个术语，如果对它的定义达到

160种，等于没定义。”莫砺锋调侃道。他建

议从文化的内涵入手，看看我们中华传统

文化到底包括哪些内容。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莫砺锋认为

主要包括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与观念文化

三大类。

器物文化是有物质载体的，它可以是

各地博物馆收藏的古代精美器物，也可以

是依然矗立在华夏大地上的万里长城。但

古代精美器物在当代的实用价值较低，“现

在把博物馆里的鼎拿出来做饭，市民们也

不会觉得它好用”。

第二类为制度文化，是指古人关于社

会结构的一些设计和安排。例如从隋唐至

清代，朝廷机构都分成六部。过去运转得

很好，但放到当下并不合适。因此制度文

化的实用价值也是“与时俱退”的。

物质文化与制度文化都是随着社会进

步不断演变的，真正具有现代继承的可操

作性、值得我们继承弘扬的，应是传统文

化中的第三板块——观念文化，也可叫精

神文化、非物质文化。“它指的是我们列祖

列宗的思维方式、思想结晶和价值判断。这

些东西才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真正有永恒价

值，且值得我们继承的。”莫砺锋说。

“现在提到文化传承，首先提到的就

是古书。”在莫砺锋看来，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内核，就保存在用汉字

书写的大量典籍中。

汉字跟拼音文字相比，最大的优点是

稳固性，因为一个方块字的意义不会随着

读音的改变而改变，所以我们能拥有很多

非常准确、稳固记载着列祖列宗思想结

晶、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的古书，它们可

以作为文化传承的直接对象。

但古书典籍浩如烟海，要读哪些？如

何去阅读？莫砺锋认为，文化传承面临的

首要任务，就是从汗牛充栋的历史古籍中

挑选出最重要的古籍。“学术界要为大众

提供一份从传承文化角度进行阅读的可靠

书单。很可惜目前还缺少这样一份书单。”

莫砺锋喜欢的意大利文学家伊塔洛·

卡尔维诺写过一本书叫《为什么读经典》，

其中第一篇就为经典著作下了定义，一连

14条。其中有两条是他最佩服的：“第四

条说，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像

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第五条则是，一

部经典作品是一本即使我们初读也好像是

在重温的书。”

“符合这两条定义的，我认为就是标

准的经典著作。”莫砺锋曾用这两条定义

来检查自己 60 岁前读过的全部古籍，他

发现 《论语》 是 100%真正的中华传统文

化经典，“真是人生教科书”。

除了 《论语》，在莫砺锋研究的唐诗

宋词领域里，他最推荐读的是“诗圣”杜

甫的诗。“杜甫的诗不仅是文学的经典，

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典。”

目前流传下来的“杜诗”有 1458
首，这 1458 首诗从题材内容的角度来看

非常丰富，古人认为它像大海一样宽广。

写外部世界时，大到山川云物，小到草木

虫鱼都写得栩栩如生；写内心世界时，杜

甫写了个人的不得志、个人的穷困潦倒与

个人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从大唐帝国由盛

转衰，风雨飘摇的大时代中感受到的时代

脉搏。

“一部‘杜诗’就是儒家精神的诗语

表述。”莫砺锋认为，杜甫是将“仁者爱

人，仁政爱民”的儒家核心精神吃透后，

用优美的诗歌语言和生动的生活场景将其

表述出来。

在莫砺锋看来，《论语》《孟子》等在

论述儒家原理时说得非常好，但往往是正

面的说教，仿佛一个非常严肃的哲人长辈

板着脸来给我们讲道理。而杜甫的作品不

进行说教，通过优美生动的生活场景来把

精神形象地传递过来。它跟 《论语》一样

能起到教化作用，还可以带来另一种熏陶

和感染。

“它影响的是我们的感情和内心。”莫

砺锋说，“这一过程就像杜甫描写过的成

都郊区一场春天的夜雨，‘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它静悄悄不知不觉地侵入

你的心，效果非常好。”

“我们要把 《论语》《孟子》，要把

‘杜诗’这些文化典籍推向社会，让它们

进入社会大众的视野。我相信像 《论语》

和‘杜诗’这样的经典，后代读者只要认

真阅读，一定会受到里面所蕴含着的民族

传统文化精神的熏陶，极大提升人生境

界，这样也有利于我们建设现代中华文

明。”莫砺锋说。

传统文化要走出学术象牙塔，走入千家万户

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

莫砺锋带来讲座《文化传承与古典诗词》。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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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11日，第十五届文化中国讲坛在杭州市萧

山区举办，南开大学讲席教授、文化中国讲坛发起人之

一陈洪致开幕词。 主办方供图

◀11月 11日，第十五届文化中国讲坛在杭州市萧

山区举办，主持人白岩松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潘鲁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王玉明，发展

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郑晓瑛，

中日友好协会常务副会长程永华，围绕“言说湘湖——

亚洲文明之光”的主题，分享所学所思。 主办方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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