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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岁的葛剑雄头发斑白，笑迎记者，出语
干脆，谈锋甚健。作为知名学者，葛剑雄向以
敢言著称，与“死磕派”学者不同，他有其批
评底线和方式：能将自己的学术地位、“政治
智慧”和早年的底层历练有机融合，适时发出
被管理者重视的声音，并激荡回响。

比如，汶川地震第四日，他在媒体上主张
设立全国哀悼日，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国务
院决定，2008年5月19日至21日为全国哀悼日。

比如，2012年，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组
会上，葛剑雄直接“喊话”时任教育部长袁贵
仁：“我要求教育部对考研泄题事件作出答
复，并向全体考生道歉。这样的事情不只发生
一次，怎样弥补考生的损失，究竟在教育部考
试中心内部存不存在腐败犯罪行为？”葛剑雄
的质问引起多部门介入调查。记者当面问起最
近的考研泄题事件，他说还在继续关注。

“坦率地说”，这是葛剑雄的口头禅，采
访中，这个口头禅，常在不经意间说出。

“礼失而求诸野”

今年9月28日是孔子诞辰2567周年纪念日。
中国孔子基金会联合中国孔子研究院、山东大
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孔学堂、岳麓书院等近二
十家团体、机构发起成立“全球祭孔联盟”，
倡引全球各文庙、书院、孔子学院、孔子学
堂、国学堂等于9月28日举行“全球同祭孔”活
动。葛剑雄说，祭孔是一个传统，它也是个符
号，因为很多概念、思想，要通过一些仪式，
来强化，来传播。“祭孔，尽管身份不同，见
解不同，利益诉求不同，但在纪念孔子这一点
上是共同的。”

“坦率地说，祭孔还仅仅是一个活动。要
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实质性的工作，可能更
有意义。比如说从学术上面，大家来联合研究
孔子的思想；从国家、民族的层面讲，倡导大
同，通过这个活动，密切文化交流，密切山东
跟全世界的交流。”葛剑雄说道。

好多年前，山东筹划恢复祭孔活动，葛剑
雄就参与过。“祭孔活动，在‘文革’中被断
掉了。刚恢复时，我们沿用清朝的形式，但真
正的传统应该是明朝的。但到哪里去找明朝的
形式呢？结果在韩国找到了，那里保留了明朝
甚至以前的祭孔形式，包括音乐、舞蹈、服装
等等。我们到韩国观摩，拍了录像引进来。”

其实，孔子生前就曾经讲过“礼失而求诸
野”。葛剑雄解释道，我们有些很优秀的文化
传统，在本土或者中原，由于受到政治、经
济、自然环境等各方面的影响，它不存在了，
但在交通不发达、经济落后、比较偏僻的边疆
地区，甚至境外，所谓的“野”地，还保留
着。

葛剑雄举例说，清兵入关后，命令汉人剃
发易服，但朝鲜半岛的居民对此强烈抵制，他
们要维护自己的传统，特别是衣服，最后清朝
没有办法，网开一面，他们的传统就被保留下
来了。再如，直到今天，韩国青年结婚，有西
洋和传统两种礼仪，传统的新郎就穿明朝时传
下来的官服。以此类推，在全球视野下祭孔，
说不定能发现一些幸存的古代元素，发现古雅
的久远传统。“这也就教育我们，珍惜自己的
传统文化非常重要。你不珍惜，就跑别人那儿
去了。”

在葛剑雄看来，继承传统是广义的。北宋
末年，正宗孔子嫡系南迁，金朝把留在北方的
孔氏家族封为嫡系，南孔反而成了旁系。“作
为文化传承，是南是北都没有关系啊，它只要
继承了这一点，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去争嘛，
胸襟要开阔些，我们要的是精神实质，要的是
真正的文化传承。”

从祭孔仪式这一点说，韩国是“野”。葛
剑雄提醒，看韩国每年两次有板有眼地祭孔，
当引起我们的深刻反思：我们内心对孔子有多
少敬畏？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有多少敬畏？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的葛氏阐释

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
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
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强调要“努力实现传
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
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
务”。

葛剑雄说，习近平同志的讲话说明我们党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发展规律和文化发展
责任、使命、路径的认识达到一个新高度。其
实，新儒家也强调不能照单全收儒家文化，也
要转化之，问题是光有理念不行，怎么转化才
是关键，才是核心。

“把原来的一些理念，使之适合今天的需
要。如果不深入探究其精神实质，一味模仿复
古，只会起消极作用。而且传统文化的正确理
念往往只停留在概念，集中于精英，今天必须
使之形成社会实践，面向大众，方能发挥作
用。”葛剑雄解释道。

拿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孝道”
来说，有无数专家在阐释，而在葛剑雄眼里
“孝道”别有新意，“如果我们只是把孝道理
解为长幼有序，尊老爱幼，家庭和睦，是不够
的，不完整的。我们为什么要讲孝道呢？全世
界哪个民族不尊老爱幼啊？这是人类普遍的美
德啊。如果只是让青少年披上汉服，穿上唐
装，叩头跪拜，更是连形式也做不到。实际
上，孝道的本质在于维系家族的精神支柱，保
证家族和社会的繁衍，正如孟子讲的‘不孝有
三，无后为大’，促进我们民族的繁衍，这是
大孝。坦率地说，天天给父母磕头问安，但就
是不生孩子，家庭不就绝了吗？孝道的继承与
弘扬使先民一代又一代，自觉或不自觉地尽可
能生育，尽最大努力抚养后代，还积极与外族
通婚，争取外族的同化和融合。”

葛剑雄指出，孝道必须保证“有后”的观
念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共识，甚至可以打破
种族与政治的界限。比如出使匈奴的苏武，被
扣押19年，历尽艰辛，坚贞不屈，多次以死抗
争，但也娶了匈奴妻子。归汉后苏武的儿子因
罪被杀，丧失了继承人。汉宣帝怜悯，问左
右：“（苏）武在匈奴久，岂有子乎？”可见
汉人滞留匈奴而娶妻在当时很正常。苏武报
告：“前发匈奴时，胡妇适产一子通国，有声
问来”，请求用金帛赎回，得到宣帝批准。以
后苏通国随使者来归，被封为郎，成为苏武的
合法继承人和苏氏家族的传人。

作为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从不忽视人在
时空中的位置：“我们回望历史，在天翻地
覆、生死存亡之际，总是将家族的延续放在首
位，当作尽孝的实际行动，或者争取忠孝两
全。今天现代化国家和发达地区都面临着生育
率降低、人口数量下降、老龄化加剧、家庭观
念淡薄等难题。一些国家企图通过经济和法律
手段加以缓解，但事实证明经济手段作用有
限，对中产阶层更无计可施；而法律只能保护
已有的生命，却无法强制人们生育。”

研究人口，反思人口政策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和研究生招生，葛剑
雄以高中学历直接跳过大学本科，以第一名的
成绩考取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师从著名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在研究生期间，他开始
研究历史人口地理、人口史，以后发表了《中
国人口发展史》，合著了《中国移民史》、
《中国人口史》、《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
（1850年以来）》，参与撰写《中国人口·总
论》等，研究人口也是一个反思人口的过程。

早在1995年葛剑雄就提出，国家计划生育
政策应及时作出调整，从独生子女改为“鼓励
一胎，允许二胎，杜绝三胎”。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计划生育
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
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葛剑雄说：“今
天看来还不够，从中国人口的发展趋势，从上
海等大城市已出现的变化看，还应进一步调
整。”

谈到人口繁衍话题，葛剑雄如数家珍：
“文天祥以死尽忠尽人皆知，但文天祥家里是
有分工的。他二弟文璧，就是归顺元朝做了
官，而三弟文璋退隐不仕。你看，老大尽忠，
老二尽孝，老三尽仁。文璧自述归顺的理由
是：其一，不绝宗祀。文天祥两个儿子一个早
死，一个战乱中失散，文璧把自己的一个儿子
过继给文天祥；而文天祥母亲身死他乡，一直
没有安葬，需要举灵柩归乡。还有文天祥的夫
人欧阳氏，也由他二弟供养。这说明什么呢？
中国人很重视香火观念。”

走出历史，看当下的的人口状况，葛剑雄
也言之凿凿：“你看全世界，发达国家，人口
都在下降，有些年轻人不成家，有些成了家不
生孩子，有些宁可养个宠物，我们的宝岛台湾
从来没实行计划生育，人口在下降，前几年台
湾的口号是‘一个太少了，两个真正好，三个
更热闹。’现在也不行了，孩子是我们的最宝
贵财富，越多越好。日本专门成立少子化对策
本部，俄罗斯千方百计鼓励生育。全世界都没
解决这个问题。”

孝道与人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早在去
年11月29日，葛剑雄在由中宣部文艺局主办的
“中国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座谈会上，就
提出这个观点，他如是表述：“如果将传统的
孝道转化为现代的价值观念，即保证家庭和社
会的繁衍是每一个人的义务，更是青年不可推
卸的职责，同时积极保障男女平等。如果我们

的后代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和熏陶，将孝道
融入逐渐确立的基本价值观念，以后就会将家
庭和睦、生儿育女、尊老爱幼看作人生不可或
缺的内容和应尽的职责。”

一味读经，只能培养书呆子

如今“国学热”乱象丛生，五花八门，对
此葛剑雄观点很明确：“弘扬国学没有错，但
在具体方法上要慎重。特别要防止少数人打着
弘扬国学的旗号牟利。我很坦率地说，一些违
反国家教育法办的私塾或国学堂，政府应该取
缔。国家义务教育是强制性的，一个孩子必须
要学这些东西是国家意志。现在有些所谓的私
塾，作为业余课堂是可以的，但绝不能替代义
务制教育。”

“一味全盘接受传统文化，只能培养无法
适应社会的书呆子。我们所处的社会，一方面
是社会主义，另一方面是初级阶段，人才要在这
样的社会里去生存、发展、奋斗的。不接触社会，
行吗？我们继承传统文化，必须在宪法允许的范
围里面，有利于核心价值观的普及。”葛剑雄对国
学的“虚热”有着深深的忧虑。

葛剑雄认为，我们肯定儒家文化、传统文
化，怎么强调都不过分，重点是要继承精华，
去其糟粕，更不能仅仅是搞形式。“如果你整
天穿着汉服，遵守两千年前的规矩，怎么跟现
代人相处?我们可以把传统和现实创新地连接起
来，而不是空洞地背一些传统经典，模仿一些
穿戴，甚至把一些传统的糟粕都拿出来，连什
么算命啊、看风水啊，都打上传统文化的旗帜。至
于保存传统文化，包括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跟
我们今天要不要弘扬传统文化，这是两回事。所
谓保存，那就是不看它今天有没有借鉴意义，只
是纯粹作为一个记忆保存下来。”

温情敬畏，薪火相传

记者列出一个粗略的百年历史学家“师承
脉络”：胡适、顾颉刚、谭其骧、葛剑雄。对
此，葛剑雄笑答，其实顾颉刚先生的老师，不
仅仅是胡适，谭其骧先生的老师，也不仅仅是
顾颉刚，还有潘光旦等，他们研究大方向是历
史，但具体研究是不太一样的。

谭其骧先生是历史地理学一代名家，编撰
有《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先生说：“我们是
现代的中国人，我们不能拿古人心目中的‘中
国’作为中国的范围……也不能拿今天的中国
范围来限定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范围。”

葛剑雄师承其师思路，不仅对历史，对文
化也持相应主张。他看待传统文化，注重开
放、变迁、兼收并蓄的一面，并不对传统和传
统文化的固定形式耿耿于怀。历代中原汉族与
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以今日眼光看待，是国
家内部民族融合的历史进程，但这只是以今日
“中国范围”回看的结果，历史上这曾是不同
民族政权之间的互动，在今天表现为国家之间
的周边关系。

惟其如此，葛剑雄认为，中华文明就是在
吸收异域文明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并不曾
有所谓的纯粹性，昨天如此，今天也是如此。而所
谓传统，应当看其内核的东西，比如一些基本的
人伦、情理，这些是很难变的，至于孔子怎么拜，
汉服怎么穿，孝顺父母要不要磕头，这些并不重
要，形式是跟着现实需要而变化的。

“师承，不仅仅是学术的传递，更重要的
传承是精神实质。比如胡适，他再三讲的：多
研究些问题，要大胆怀疑，小心求证，这一点
我觉得传下来了。还有顾颉刚先生，谭其骧先
生师生之间的争论。”葛剑雄说。

1930年，谭其骧进入燕京大学历史系做研
究生，第二年秋季开学，顾颉刚在讲到《尚书·
尧典》篇时认为，其写作年代在西汉武帝以
后，一条重要的证据是《尧典》里说虞舜时“肇
十有二州”，而先秦著作称述上古州制，只有九分
制，没有十二分制。到汉武帝时置十三刺史部，其
中十二部都以某州为名，自此始有十二州。但谭
其骧不同意顾颉刚的看法，认为十二州应为东汉
之制，而非西汉之制。这本是口头一说，不料
顾颉刚却鼓励他写成文字。谭其骧回去后查了
《汉书》、《后汉书》、《晋书》等有关篇
章，写成一封信交给顾颉刚。

顾颉刚第二天就给谭其骧回了信，篇幅长
达六七千字，结论是：赞成他的三点看法，不
赞成的看法也是三点。6天之后，谭其骧又就顾
颉刚所不赞成自己的三点，继续提出论据申

述。隔了10多天，顾颉刚再次回信，这次的结
果是：同意一点，反对两点。

不久，顾颉刚将这两来两往的书信并在一
起，又写了一个附说，作为这门课讲义的一部
分分发给上课的同学。在附说中，顾颉刚写
道：“现在经过这样的辩论之后，不仅汉武帝
的十三州弄清楚，就是王莽的十二州也弄清
楚，连带把虞舜的十二州也弄清楚了。对于这
些时期中的分州制度，两千年来的学者再没有
像我们这样清楚的了!”其时，顾颉刚已是史学
界公认的权威，而谭其骧不过二十出头。

温情敬畏，文脉相传。葛剑雄回忆：“有
一次，我对谭先生的一个观点提出了批评，谭
先生很高兴。他把我的不同意见登在一个刊物
上，同时写下按语，鼓励提出意见。谭先生
说：研究历史地理，我应该超过钱大昕、王国
维，你们应该超过我，否则学术怎么进步呢？
我觉得这个是传承的精神实质。要大胆地怀
疑，师生之间要大胆地争论，要一代超过一
代。”

谭其骧从不拿学问做名利的敲门砖，更不
去迎合时尚。他认为求真、求实是做学问的基
本。上个世纪80年代末，谭其骧应邀参加“儒
家思想与未来社会”，在开幕式讲话前，他对
葛剑雄说：“我还是要说真话，绝不说假
话。”在短短几分钟讲话中，他直截了当地声
明自己的观点：我们要肯定传统文化，但以为
传统文化就是儒家思想文化，是讲不通的。现
在如要提倡儒学，事实上已经回不到孔子那里
去，倒很可能回到明清时代的程朱理学、陆王
心学那一套东西上去。明清时代的社会，是
《金瓶梅》里面反映的社会，是《儒林外史》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里面反映的社会。
这40年来，一些提倡传统文化的人，总是强调
以前中国比外国强。其实中国落后于西方至少
已有500年历史，远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落
后只能怪自己。假如提倡儒家文化，拒绝接受
他人的优秀文化，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回忆恩师的点点滴滴，葛剑雄娓娓道来。

复旦结缘青岛是大机遇

青岛市与复旦大学共同筹建复旦大学青岛
研究院工作正在全面展开，对此，葛剑雄很看
好。记者请他展望未来的发展前景，他先饶有
兴趣地讲了一个山东弟子的故事。

“我在复旦大学当了11年的历史研究所的
所长。当时在研究所有个笑话，山东话是第二
外语，因为我们研究所大多数是山东人。山东
人有什么特点呢？学习很努力，但有缺点，知
识面不够宽，特别是英文不敢恭维，都是山东
味的英语，纠正都纠正不过来。经过努力，就
做出了成绩。我有一位从荣成农村出来的学
生，本科在山东一个普通高校读的，最后在复
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的论文被评为全国100
篇优秀博士论文之一。毕业后他回到中国海洋
大学，海洋大学很重视他，一去就让他带研究
生，三年以后，他的学生也考上我们所的博士
生。第四年，上海交大直接聘他为教授，他在
海洋历史地理领域的研究，在境内外很受重
视。”

之所以讲身边的例子，葛剑雄说，如果复
旦大学把自己的优势，跟山东的优势结合起
来，不是能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吗？就像那
位学生，如果不是有复旦的平台，也许他不会
有今天的成果。但反过来，如果复旦招不到好
学生，也是学校的遗憾。

最后，葛剑雄的话题又回到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上来：“我曾经跟提出‘文
化软实力’的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约瑟夫·奈对
谈过，他说你们中国的文化有很强的软实力，
但文化不能直接变成软实力，得有产品。我给
他补充，还要有文化服务，他很认同。”

文化产品和服务要落地生根，葛剑雄支
招：“山东、青岛有很丰富的本土、外来、现
代文化资源，怎样通过文化创意擦出火花，变
成有影响的文化产品，需要转化。恰好复旦的
学科比较全，学者见多识广，这样两者结合起
来的话，肯定能别开生面，实现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全国政协常委、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葛剑雄，9月18日来到青岛，为即将落户黄岛

区的复旦大学青岛研究院“预热”。这位一个月前刚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的资深学者，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开开

口谈的还是文史———

葛剑雄：将“孝道”转化为现代价值观念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卢昱 宋弢

■ 责任编辑 郭爱凤

最性感空乘评比
逾50万人晒照

当今空中乘务员的颜值已
成为航空公司吸引乘客的必胜
法宝。一位名叫杰伊的空乘在
网上征集各个国家空中乘务员
的自拍照，进行一场“最性感
乘务员”大评比，超过49个国
家的50多万名乘务员上传了自
己的自拍照。

新西兰拍卖
猫标本手提包

新西兰拍卖网站
TradeMe正在拍卖一款
惊悚的饰品，用猫标本
做成的手提包，起售价
高达1400美元(约合人民
币9337元)。制作者称，
在制作标本过程中，没
有杀害任何动物。

81岁老太参加
马术表演勇夺亚军

81岁的老太太安妮
-雷来自英国，已经有
50年未曾骑过马，但是
这位老太太却是宝刀未
老，竟在德文郡的牛顿
阿博特镇的马术表演中
获得了第二名。

小伙整形失败
只能靠扮丑生活

阿维索是一名来自菲律宾
首都马尼拉平面模特儿，为了
自己的事业决定对自己的鼻子
下巴进行整形，不料整形失
败。他现在只能靠在万圣节活
动上扮鬼娱乐民众以赚取生活
费。

卢昱/摄影
葛剑雄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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