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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青灰色的中式麻质短衫，说话不疾不
徐。初见楼宇烈，不必标榜身份，举手投足一
身做派，便是传统文化的最佳代言人。

“他们都说我是一个时尚的老头。我是北
大第一个学会用电脑的人。”楼宇烈是北京大
学宗教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他既不反对国
学的大众化传播，亦不惮于拿最新上映的电影
开开玩笑。这位78岁的国学研究者，精神矍
铄，言谈并不泥古，给人一种奇妙的反差感。

6月14日至15日，在中国哲学史学会、大众
报业集团(大众日报社)、中华自然国学学会筹
备委员会主办的首届全国自然国学学术研讨会
上，楼宇烈作为受邀嘉宾出席。

13日晚，本报记者专访楼宇烈先生，触及
的话题穿梭于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之间，
不知不觉谈至深夜。

“茶礼”与“雄黄酒”

——— 传统在礼仪中传承

记：最近在北大听一个讲座，讲座开始前
有个仪式，全体同学起立给老师敬茶。这叫做
“敬师礼茶”。因为这个仪式，现场的气氛一
下子被调动起来。据说“敬师礼茶”的倡导者
就是您？

楼：是的，我曾经倡导过“敬师礼茶”，
也倡导过“无我感恩茶礼”。

“无我感恩茶礼”倡导感恩文化，我们沏
一杯茶，要先敬给别人，当你敬给别人的时
候，别人也会给你回报，其实这也是做人的基
本道理。在“无我感恩茶礼”中，把“我”忘
掉，你会收到回报。

我曾经希望，每个家庭也能举办“无我感
恩茶礼”。在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中，一家两三
口人坐在一起，拿出一刻钟来，你沏好茶敬给
我，我沏好茶敬给你，培养相互之间的情感，
体现相互之间的敬意。有人说，一家人天天生
活在一起，还需要这种礼仪和媒介吗？需要。
现代城市生活节奏太快，有些家庭中夫妻、父
母子女之间的交流很少，这样一个时间和茶礼
是很难得的。

我们说茶礼只需要一刻钟就可以了，但是
可能他们坐下来一聊就会超过一两个小时。我
们内心实在太需要这样的交流了。

记：昨天是端午节，现在人们把这个节日
理解为“吃粽子”的节日。

楼：本来端午节家家户户还要插艾叶，喝
雄黄酒，挂菖蒲。这个节气以后，天气变得潮
湿闷热，很多毒虫要出来了，雄黄酒、菖蒲是
驱邪的。

记：但现在三天假期过后，国家统计局开
始发布数据，这三天消费多少，旅游收入增长
多少，政府放假的目的还是为了刺激消费，却
不去强调节日的文化内容还剩多少？

传统节日的内涵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过
这个节日，似乎快被人遗忘了……

楼：传统节日应该赋予它内涵，这种文化
的内涵其实都可以找回来。

中国《礼记》里讲：“夫礼始于冠，本于
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乡射，此礼之
大体也。”这是什么意思呢？“始于冠”，也
就是从戴帽子的成人礼开始；“本于婚”，婚
礼是礼的根本，因为有了婚礼以后，才有了子
孙的延续；然后“重于丧祭”，重视丧礼和祭
祀礼仪，要守丧祭祖，不能忘本。

还有“尊于朝聘”。朝聘是一种社交之
礼。在古代就是天子召见诸侯，诸侯觐见天
子，上级召见下级，这就是朝聘。其实现在社
会生活中很多礼也属于朝聘。开学典礼，毕业
典礼，新职工进企业，或者任命一个新官，一
定会开一个大会，让这个官员亮亮相，让大家
认识认识他，让他来讲讲怎么来履行这职责，
受到大家监督。

对于一个学生来说，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
是他终生难忘的，要非常隆重、非常严肃，但
现在很多学校却草草了事。

再就是“合于乡射”。乡礼、射礼是社区
礼仪，是来和谐百姓的，很应该提倡。今天，
我们住在同一座楼里却并不认识，更何况是住
同一个小区的人。这种礼仪，在日本倒是提倡
得很好，每个社区都有自己的节日。到了节
日，他们会抬着自认为神圣的东西来游街，整
个社区一起搞活动。其中就有尊老爱幼的体

现，90岁的老人没坐下，80岁的老人不能坐，
80岁的老人没坐下，70岁的老人不能坐。

仪式是反映内涵的，通过仪式，让大家内心
升起一种尊敬。如果这些仪式的东西消除了，文
化的内涵无所寄托，根本就感觉不到了。

记：传统文化的传承，可能就“活”在这
种小小的仪式里，包括敬茶礼仪，包括传统节
日习俗。

楼：这些年来，在弘扬传统文化时，我逐
渐体会到：光讲抽象道理，很难让人来体悟传
统文化。传统文化应该借助一种可操作性的东
西，有时就体现在生活的细节中。

但是看看我们国家现在，在生活细节上几
乎是礼数尽失，还谈什么礼仪之邦？这些细节
虽然都是形式的东西，但形式之中都包含内
容，内容要通过形式来表达，形式又巩固这个
内容，而且通过形式的效法还可以传承下去。

“Oh my god”与“天地良心”

——— 东西方的差异与交流

记：国学诞生之初，是和西学相对的概
念。您曾经提出“民族文化自救”，对国学现
状是不是有危机之感？

楼：上世纪30年代，国学这个词比较流
行，诞生之初就是“中”“西”相对的，
“新”“旧”相对的。那时的学问中，“国”
字用的很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武术称之为
“国术”，绘画称之为“国画”，中医称之为
“国医”。

“国”就代表本国的意思，所以国学简单
来讲就是本国的学问。在历史上，几乎每隔二
三十年就有一股国学热潮，也是跟西方文化作
一个对抗。

记：与国学的热潮并行，对本国的学问，
也曾经几度质疑甚至全盘否定。

楼：自上个世纪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来，有
种观点，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既没有哲学，也没
有宗教，更不用说科学了。以儒学为例，既不
是宗教，也不是哲学，儒学本身是综合的，按
照分科的观点，就什么都不是。得出这种结论
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分清楚，传统文化和近代
以来的文化是不同的：前者是综合的，后者是

分科的。用分科的去评判综合的，那什么也没
有，什么也不是，传统文化似乎也被消解了。

如果拿今天的、现代的科学做唯一标准，
拿西方的模式做唯一标准，去评判中国传统文
化，我们就什么都没有了。这是因为我们没有
辨清传统和现代的差异，没有辨清东西方文化
不同的形态、不同的模式。现在我们应该重新
反省这个问题，要把这两个关系厘清楚。

记：也就是说要承认并尊重东西方文化的
差异。

楼：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一开口就显而易
见。西方人一开口，说：“oh my god ！”
那是从宗教文化而来。中国人一开口，“天地
良心！”我们中国人信仰的是自己的良心、自
己的祖先。

4月份，我参加首届澳门论坛时，讲到文
化的多元性问题。多元，不仅仅是地域的多
元，也应该包含时代的多元。我们既要允许现
代，也要允许传统。多元不只是空间的多元，
应该是时空的多元。不只是地域之间文化的多
元，也是传统和现代文化的多元。

记：在文化日趋多元的今天，传统文化有
所回潮，是不是可以看作对现代文化的一种反
哺？

楼：现在整个世界的文化发展有两个明显
的趋势，一个是向传统的回归，一个是向东方
文化的靠拢。这两个趋势非常明显。

不只是在东方，西方也在向传统回归，他
们也看到了现代文化的局限性。西方人强调回
归自然，过慢生活，这就是一种回归。慢生
活，怎么过？我挣的钱够我生活就行了，不要
再浪费更多生命。一个礼拜，我工作三天就够
了，我干嘛要工作六天呢？剩下的三天，我好
好读读书，游山玩水多好，不去那么紧张疲劳
地为生计奔波。现在欧洲已经在追逐慢生活、
慢节奏。

我们国家的人们却常常为了名利而牺牲生
命，一味追求效率。反思一下，我们不能得到
了物质，失掉了内心。

“赶时髦”与“父母官”

——— 从传统中找回敬畏之心

记：您喜欢穿中式的服装，也是一种自我
的仪式，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认证。

楼：我是希望得到一种文化上的认同。这
虽然是很小的形式，但这是文化认证的标志。

有人批评说，中国传统文化最大的特点就
是：封闭，保守。我说，完全错了，其实中国
人最不保守了。

我们可以看看周围的国家，有哪一个国家
到了本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不穿上自己的传
统服装呢？日本、韩国、泰国、印度尼西亚、
蒙古……看看全世界，包括在近代化的先锋欧
洲国家，到了重大节日，人们还穿着中世纪的
服装，庆典时骑在马背上。但是看看我们中国
呢？在我们国家几乎看不到了，除了少数民
族，在外表上几乎全民西化了。

我讲一个笑话。上世纪三十年代，北大的
一群教授在那里聊天，聊到大丈夫的气节问
题：大丈夫的气节，《孟子》里讲得清楚，大
丈夫就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
能屈”。做到这三条很不容易。这时，胡适先
生在一边淡淡地说，照我看不够，还得加一
条：“时髦不能赶。”

我认为，这条加得太好了。现在有很多
人，时髦一赶就伤到了气节。

记：传统不能彻底地抛弃。今天我们要提
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国学的资源仍然是可供挖
掘的文化宝库。

楼：这样的资源太多太多了。比如我刚才
讲到儒家的“礼乐”：如果你想要国家乱，就
不要提倡儒家的文化，因为儒家教大家安分守
己；相反，你想要国家治理、要国家稳定，你
就得提倡儒家文化，要大家遵守自己的职责。
儒家的那一套，今天仍值得我们去学习。

以企业管理为例，在日本、韩国搞企业，
很多管理者用的就是儒家学说的管理模式———
把企业变成自己的家庭。治国也是一样。

过去我们批判：国家国家，以家为国，国
天下变成家天下，这是封建主义的东西。儒家
思想里有没有糟粕？肯定会有。但是，我们有
没有考虑过，为什么要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放
到家庭里去比喻和衡量？

最近，我在海淀区给官员讲课时说：我今
天非常高兴，当了海淀区居民50多年了，现在
我来向我的“父母官”们汇报。我喜欢“父母
官”，我不喜欢“公务员”。“公务员”是我
雇佣的，雇佣得不好，他还爬到你头上来管
你。但是“父母官”呢，要关心“子民”啊，
哪有父母对子女还讲条件的，哪有父母对子女
不是全盘付出，而求回报的？

所以我说，其实这个情景里面包含了伟大
的无私。如果我们理解到这一层，就不必抵触
这个名词。

记：礼乐是道德层面的制约，可是，谁能
指望每个人都是道德上的完人？

楼：当然，如果父母要迫害子女呢，也是
有的！这时候，社会舆论就会指责他。礼是靠
社会舆论来监督的。如果你触犯了法律，法律
会制裁你；如果你没有尽到父母的责任，没有
尽到子女的责任，如果我们是一个有礼乐的国
家，那么社会的舆论都会指向他，千夫所指，
千口所铄，那会淹死他！

我想强调的是，我们现在没有这个氛围
了，所以我们要制造这个氛围。这不是简单一
个道德的问题，这是一个责任的问题。

记：从食品安全到虐童事件，很多社会热
点反映出的正是内心道德底线的缺失。现在网
络舆论汹涌，算不算正在制造这种氛围？

楼：是，但是还不够。正义就是要支持正
面的力量，这也就是所谓的正能量吧。

传统文化中很重要的一点，是让人心中一
定要有所敬畏。中国传统文化信仰的核心是树
立敬畏心。有了这种信仰，有了这个社会氛
围，道德才会有意义，有作用。

这几年我一直强调，我们要自觉地树立文
化主体意识，大国的崛起要作文化准备。在经
济层面上，世界已经把目光转向了中国。但本
来我们是礼仪之邦，如果变得没有礼仪了，没
有文化了，没有素质了，中国人会被看得起
吗？看不起。

所以，文化的自觉是最重要的。文化自
觉，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而是在自己传统文
化基础上实现新的发展。对文化传统的认同，
这是根，不能忘。只有继承，才有创造，以此
为基础的创新才有真正的生命力。

楼宇烈生于民国年间，毕业于北大，执教于
北大，有着老“北大人”的风骨。他的学术研究
范围贯穿哲学、儒学、佛教、中医及至整个国学
范畴，几乎无所不包。谈到国学对个人的影响，
他的回答却十分简单：“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
要懂得做人的道理。”

楼宇烈十分赞成中国传统教育的整体观。
“中国古代的教育是一以贯之。不像今天，学校
里教的只是知识，而且是分门别类的知识，不能
让学生打通。比如，你学了政府管理学就去政
府，学了企业管理就到企业，学了人才管理就要
去管理人。换个地方就功力全失。”

与之形成对比，中国传统教育的只教人两
条：为人之道，为学之方。楼宇烈提到中国传统
书院的精神：教育宗旨就是为人之道；教育方法
是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教育氛围是师生如父
子，书院如家庭。这样的教育如同“授人以
渔”，足以受用终生。

虽然采访之前作了一些准备，但和楼先生对
话起来，还是被他问住了。

“我问大家一句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这句话怎么理解？”楼宇烈问在座诸位。记者心
想，这句话不是经常用来教人自私吗？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句话就是讲人要
为自己啊，不然连天地都要诛灭你啊。这不是教
人自私自利吗？”他笑着猜透大家心思——— 这个
词为什么教人只考虑自己，不考虑别人呢？

“至于它本来的意思，现在很少有人知
道。”下面一番解释，令听者重新认识这句话。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为己之学。古之学者为
己，今之学者为人。什么叫为己之学？为己之
学，是“君子之学，美其身也”。这种学问“入
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就是
说，学问从耳朵里听进去，要留在心里面，发散
到四肢，落实到行动里，以此来完美自己。而为
人之学是什么呢？为人之学，是“小人之学，以
为禽犊”。禽，就是飞禽，犊，就是牛犊子，这
些都是财物的象征。意思是，为人之学无非就是
把学业当做一种资本，一种炫耀。这种学问“入
乎耳，出乎口”，听进去了就说出来了，只是口
耳之间的一种贩卖。

所以“人不为己”，不是要遭到天诛地灭
吗？这句话其实讲的是“为己之学”。人不懂得
自我完美，自我提升，就要遭到天诛地灭。本意
是用来强调，学习一定要落到心里，渗透到身体
里，落实到行动里，要能够完美你自己，超越你
自己，提升你自己。

楼宇烈指出，像这样的曲解还有很多，以至
于本来的意思不被人知晓。比如，“量小非君
子，无毒不丈夫”。是不是丈夫就要“毒”啊？
后句和前句能对得起来吗？这句谚语本来写作：
“量小非君子，无度不丈夫”。度和量是相对
的，指没有度量的不是丈夫。“度”在古代念
duo，今天，“度”被误传成“毒”了。

再有，“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今天被我们
批判。因为读书是为了做官，不提倡。但其实是
断章取义。“学而优则仕”，前面还有一句话，
“仕而优则学”。这句怎么解？“仕”的本意，
是做服务工作，指做事的人。“优”不是优秀，
是空闲的意思。这句话完整的原意是，你学习有
空了，就去做做事；你做事有空了，要去学习学
习，提高一下自己。所谓知行合一，知行促进。

“我支持国学以大众化的方式传播，但不要
盲目拿错误的东西广泛去传播，有时需要正本清
源。”楼宇烈说，有时传播起到反作用，为传统
文化招来麻烦，甚至招来公众的逆反心理。

目前，在全世界106个国家，共建有350个孔
子学院，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但在去
年，美国审查孔子学院学术资质，要求部分教师
离境。谈到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楼宇烈认为：
“这个事情不能怪人家，只能怪我们自己。我们
派出去的人，是不是够资质呢？这确实是一个问
题。如果依托于海外办孔子学院，打着传统文化
的旗号，真正传承中国文化的内容却比较少，这
样的出发点也难说正当。”

他进一步指出，值得反思的是：中国在海外
办孔子学院，但是自己的国民对孔子真正认同的
有多少人？自己并不珍视的东西，丢给人家，如
何能被当做宝贝？要让孔子走向世界，必须先走
回自己的国家。

楼宇烈：“文化多元”是时空概念
□ 本报记者 卞文超 娄和军 任宇波

多元，不仅仅是地域的多元，也应该包含时代的多元。我们既要允许现代，也要允许传统。多元不只是空

间的多元，应该是时空的多元。不只是地域之间文化的多元，也是传统和现代文化的多元。

一说起国学，78岁的楼宇烈先生就十分兴奋，与记者侃侃而谈。 摄影/卢鹏

这些中国话，

你真懂吗
□ 卞文超 任宇波 娄和军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多国媒体在曼德拉
所住医院外等候消息

自6月23日南非前总统
曼德拉病情开始恶化的消
息报道以来，媒体记者日
夜驻守在曼德拉入住的医
院外等候消息。

贝卢斯科尼因性丑闻
被判7年监禁

意大利米兰一家法院
24日判处意大利前总理贝
卢斯科尼7年监禁，并终
身禁止担任公职，罪名是
同未成年妓女有性交易。
图为丑闻主角摩洛哥女郎
“鲁比”。

英魔术师单手“悬浮”巴士
震惊路人

英国魔术师Dynamo23日单
手攀附在高4 . 6米的巴士车顶穿
过泰晤士河上的威斯敏斯特大
桥，其惊人的表演再次吸引了
整个伦敦的目光。

女权组织半裸袭击
突尼斯总理专车

比利时布鲁塞尔女权
组织成员半裸身体，跳上
突尼斯总理阿里的汽车，
抗议突尼斯之前逮捕其三
名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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