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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9日上午，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
新楼，一场有省内外众多专家学者出席的座谈
会隆重举行，座谈会的主题是由山东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新书《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
人类文明》，作者是来自台湾的著名哲学家、
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杰出访问学者
林安梧教授。

林安梧师从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代表人
物之一的牟宗三先生，主张融通儒道佛三教，
继承与发展并重，面向二十一世纪文明的新挑
战，展开对话与交流。多年来，林安梧不仅潜
心治学，著述等身，而且非常重视学术传承，
广泛奖掖后进，大兴讲学之风，这部35万字的
《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
就是他在2016年10月至2017年3月间为山大师生
开设的十讲系列讲座的结集。

初见林安梧教授，他头戴一顶深藏青色的
无沿八角帽，身穿同样颜色的中式对襟上衣，
言谈举止，悠然从容。座谈会后，记者采访了
林先生，原以为涉及古代经典、学术研究等话
题的访谈可能会比较艰涩，然而林先生却是化
繁为简深入浅出，以小例明大道，寓深刻于生
动，谈笑之间发人深省。

哲学太有趣了

记者（以下简称记）：林先生，对于中国
古代儒道佛等家经典以及哲学的学习、研究，
不少人觉得是比较枯燥、困难的，您是如何走
上这条治学之路的？有什么特殊的因缘？

林安梧（以下简称林）：我们林家1751年
从福建迁到台中，祖辈一直务农，到我是第八
代了。1963年我六岁半时进了台中大里乡的草
湖小学，成绩常常维持在第一名，特别是算
术，几乎都是满分。1969年我在老师的推荐和
鼓励下，考入一所天主教学校卫道中学，这是
台湾中部很精英的一个初中，它的氛围有一种
神圣感，充满人文关怀，爱的关怀，天主教信
仰跟我们在乡间熟悉的儒道信仰当然不同，但
我强烈地体会到，它们彰显出来的那种为人处
世的风格风范是一致的，我觉得我生命的蜕变
在这是一个起点。

高中我念的是台中一中，那时候我的数理
成绩很好，同时对中国古文非常感兴趣，买了
《史记精华》、《汉书精华》什么的，就读
啊，背啊！对文科的喜欢有增无减。本来高二
刚开始我选的是自然组，到高二下学期，要作
最后一次抉择，读文科的话可以转到社会组，
我就想转组。跟周围的亲人、老师商量时，我
舅舅，我当时的语文老师都建议我还是读理
工，我父亲希望我当医生，但我不喜欢，最后
父亲说，那就随你自己的兴趣吧。

转组申请将要截止的前一天晚上，我拿了
两个铜板跑到晒谷场，想着就像长辈们礼拜神
明时掷筊问卜那样，一正一反就是吉兆，就代
表允许、可行。我很虔诚地跪在那儿向天祈
祷，掷出两个铜板，连掷三次居然都是一正一
反，于是第二天我就很笃定地去转组，从此走
向了文史哲这条路。

记：可以说是天遂人愿啊。
林：是，很有趣，真是有天命焉的那种感

觉。
其实高一时我已经读了不少中国古代文史

经典和中西哲学论著，转文科之后读的课外书
更多了，就连熊十力的《新唯识论》、牟宗三
先生的《认识心之批判》这种很高深的书也借
出来读，当时根本读不懂，但一遍不懂再读二
遍，心里想着以后一定要看懂它。一中的图书
馆非常好，藏书相当完备，我们经常泡在里
面。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李敖是我们更早的学
长，酷爱读书，台中一中图书馆的图书后面都
有借阅签名卡，听说上面“李敖”两字出现得
最多，我们同学去借书时，如果发现一本书签
名卡上没有李敖，我们读的是李敖都没借阅过
的书，就觉得骄傲，觉得自己比较厉害啦。

1975年台湾大学联考，我考上了台湾师范
大学中文系，它的最大特色是具有丰厚的国学
传统，不只是文学，还有历史和哲学，还包括
义理、辞章、考据等，我在师大最重要的成
长，正是来自于它的学术传统。如果说高中阶
段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是越来越喜欢，越
来越有兴趣，师大的熏陶过程则真正开启了我
的哲学思考活动。高中时我曾尝试写论文发表
在校刊上，那时的思考还是比较零散的，上大
学后我每个学期都会写几篇论文，参加学校的
各种社团、刊物的交流研讨、编辑等活动也比

较多，慢慢地，问题意识，独立的、系统的思
考和论辩能力就培养起来了。

师大毕业后我去了竹南高中任教，1982年
考入台湾大学哲学系念硕士，1986年继读博
士，这段时间应该是我知识累积跟思考进步、
视野放宽时段。读博士期间，我正式成为牟宗
三先生门下弟子，也是这段时间，我到文化大
学兼职开设中国当代哲学课，开始在大学教
书，后来又到台湾清华大学任职通识教育，十
几年后又回到师大做教授。在几十年的教学和
思考、研究过程中，在博大精深的人文学问里
头，我寻找到、体会到很多快乐。像你开始问
的学哲学会不会很难很枯燥，不会啊，哲学太
有趣了，学了之后你就爱上它了，哲学本身就
是你自己在思维的天地里面，可以没有任何限
制地驰骋，去构造自己的想法——— 对宇宙人生
的价值、对万物一切的看法，哲学是一门很适
合我的学问。

东西方文明应当融通而非对峙

记：您多年来致力于挖掘传统儒道佛思想
的资源来解决当下社会问题，同时特别重视中
西文化的比较、交流，请您就这种纵向的“古
为今用”和横向的中西贯通谈一谈想法。

林：我一直觉得近百年来，这个世界的话
语权是不均衡的，基本上以欧美为中心，学界
也基本被欧美话语权吞没了；但是中国现在各
方面都发展起来了，这个世界已经慢慢到了一
个必须调节的年代。

进入21世纪，我常常呼吁这是一个人类文
明重新交谈对话的年代，而中国文明也必须多
参与一些，这也是在尽我们的责任。以儒道佛
为主的东方文明、中国文明历经数千年而不
衰，极具包容性，我们有责任、有权利、也有
机会参与到世界文明的对话中，回归传统经
典，彰显先哲智慧，以革现代社会之弊，为人
类文明发展发挥正面的示范作用。

人们经常把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割裂
开来、对立起来，比如认为选择现代化就要摒
弃传统，选择传统就要排斥现代，这是不可取
的。“逝者如斯夫”，人们处在一个变动不停
的历史进程中，不必纠结传统文化是否妨碍现
代化，而应该思考在现代化过程中，中国传统
文化能够发挥什么作用。在现代化的学习过程
中，传统文化的内涵得以释放，能够参与交谈
和对话，不断调适，得到新生。东西方文明之
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不存在绝对的矛盾，当然
也不存在不必过问就可以发生的融通，而一定
是在不断地交流、对话和选择中获得发展的。

记：可以举例具体谈一谈吗？

林：从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词语来说吧。
比如“小康社会”，“小康”一词最早出于
《诗经》，《礼记·礼运》对“大同”、“小
康”作了较系统的阐述。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
快，国家提出在2020年全面进入小康社会，这
个小康之义是要达到儒家经典里所说的“谨于
礼”“著其义”“考其信”“刑仁讲让，示民
有常”，而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富足。我们进入
小康社会之后才有机会推动世界进入孔子理想
中的“天下为公”的境界，这是源自中国古代
经典的非常重要的王道思想。对照一下被霸权
笼罩的当今世界，中华文明传统的某些范式是
否还具有独特的宝贵价值？

我们中国作为全世界的大国之一，伴随着
综合国力的迅速上升有所谓“大国崛起”的说
法，外部一些国家和地区有这样那样的疑惑和
不安，西方近现代文明没有“王道”的概念，
我们如何能免于霸权，让崇尚和平、世界大同
的“王道”概念在中华母土之上很好地生长，
从而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参照和新的可能，
这无疑是非常艰难的事业，但也是非常有价值
的事业。

再比如习主席强调的几个自信中，有个很
重要的“文化自信”，这个文化自信从哪里
找？还是要从我们中华文化传统里找，从古代
经典里找，唯有回到自己的传统，我们才能成
为自己的主体，唯有东方文明的主体性挺立起
来，才有与西方文明展开更多交谈对话的可
能。我们就是要立足自己的文化正统，迈向全
世界，跟其他各民族各文化更加开放地往来、
交谈，让儒道佛等古代经典中蕴含的先贤智慧
彰显出来、释放出来，参与到现代文明社会建
设，发挥更大的更积极的作用。

我认为文化自信必须回到经典去阐释。不
是说读了经典就能解决一切，而是读了经典可
以知道还有哪些可能的解决途径，要树立中国
的文化自信，古代经典的意义必须释放出来，
并参与现代讨论。如果我们大学的历史系不读
《史记》、《汉书》，教育系不读《论语》，
政治系不读《资治通鉴》，这是很荒谬的；如
果我们有意无意地总是被西方强势的话语权、
西方的标准所左右，月亮都是外国的圆，“抛
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这是很奇
怪的。

当然，东西方文明交谈的目的在融通而非
对峙，西方文明传统中有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的东西，我们的传统文化、古代经典里也有一
些糟粕需要批判、瓦解，多元融通应当是去芜
存菁、优化和升华的过程，但是无论如何我们
一定要立定脚跟，要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
化自强，我们的文化本身的主体性必须要稳
住。

浩然之气是做人做事的“根”

记：在您的一些论著和讲述中，看得出您
一直对教育问题很感兴趣也非常重视，请问您
您对中国教育理念、体系、方法等有什么样的
看法和建议？

林：教育是要教人们如何安身立命，而不
是如何出人头地。这是我多年来一直讲、反复
讲的问题。

在进入所谓现代化的进程之前，人处自然
之间，还没有疏离、异化，人是通天接地的。
现在的孩子离开了自然的天地，进入到西方近
现代以来建构成的现代性社会之中。在这个社
会里，工具性、合理性，甚至是一种理性法则
变得重要起来，追求此生此世欲望的彻底满
足，甚至追求拥有更大能力去获得更多资源来
满足欲望，变成这个时代很多人的共同认知。

在西方近现代文明特性下，我们接受的教
育是如何追求卓越，是追求竞争意义下的“出
人头地”，在这样的“现代化”的思考和教育
模式里，很多人想的是如何满足“现代性”的
欲望，或者怎么样通过一种工具性的合理法则
获取更多的资源，它早已经偏离了“士以天下、国
家为己任”的目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我
在台湾已经看到了很多弊病，像台湾幼教有个口
号：“不要让你的孩子输在起跑点”，像大陆有很
多很普遍的针对孩子的各种辅导班、特长班，家
长们望子成龙并没有错，但如果片面强调竞争，
尤其是整个社会都形成这样一种机制和氛围，事
情就严重了。如果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要追逐跟人
竞争的卓越感，那种卓越感很容易异化成“有我
无人”，它很难产生“士以天下为己任”的这种带
有服务意识的人生观。

这个问题其实是全人类的问题。而我们如
果能够好好地回归自己的文化传统，重新思考
教育是为了什么，就有机会为人类文明开启新
的可能。

我的想法是这样的：“安身立命”一定能
“出人头地”，但“出人头地”未必能安身立
命。所以，教孩子应该教他“安身立命”，
“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应该教他
帮助别人，而不只是教他跟别人竞争。

记：近些年大陆也在提倡素质教育，可不
少家长觉得，别人都在努力竞争上进，我的孩
子一放松不就落后了吗？将来在社会上如何立
足呢？

林：这不是个人的问题，是社会风尚和评
价体系的问题。教育最重要的是自己人格的生
长，智识的生长，才能的生长，德行的生长，
而不是盲从或追求外在的评价。一个良善的政
治社会共同体要求每个人都能各得其所，人们
对于各种评价能够坦然待之，而不是认为只有
从名校毕业的人生才是成功的，才是有意义、
有成就的，考不上名校就低人一等。职业无贵
贱，人格有品级。人格的品级不是由收入和权
位来决定，而是由文化教养来决定，因此随着
社会的发展进步和评价体系的多元化，人们会
不断追求人格的自我完善和生长，那种攀比出
身、权位、薪资高低的情况，不惜代价去追求
出人头地高人一等的情况，就会逐渐发生改
变。

在我看来，教育本来应该像江湖，“鱼相
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鱼可以游得快一
点，如果它愿意，它也可以悠然自得游慢一
点，但是现在的教育常常是逼使这条鱼要怎么
样游得快，甚至限制在一个速度上。“道生
之，德畜之”，教育应该是一种生长，顺应自
然的生长，而不是一种制造，一种逼迫。教育
要教出平常、歌颂平常，而不是歌颂伟大，这
样社会就会逐渐走向合理。而且，这样的社会
自有一种从容的、悠久无疆的动力。

我在台湾做了多年的通识教育，“通识”
是先“通”而后“识”，做事情做学问，为人
处世，都有一个根源之道，它触及整个人存在
的价值、智能，它的本义和理想应该是“通达
的智慧”。通识教育要的就是这个根源之道，
然后再落实到各种专科知识当中去。对于通
识，过去常被误解成普“通”常“识”，在许
多大学都被设计成专门学科之概述性、入门
性、工具性的理论介绍，这实在是大大扭曲
了。我认为除了一般性类似导论的课程外，通
识教育应该大力发展的另一个层面是“经典教
育”，这可以视作大学教育的源头活水。十年
树木，百年树人，树木树人都要育好根，大学
不能被视为一个职业训练所，它培养的学生要

有通识的教养在里头。
我现在山东大学讲学，山大的校训是“学无

止境，气有浩然”，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这个浩然之气就是做人做事的“根”。

学问一定是由博返约

记：您在人文学科领域耕耘多年，著作等
身，对如今有志于学的年轻人，您有什么建议？

林：这个没有什么独家秘笈。
治学、求学密不可分，治学其实也是不断

求学的过程，包括我多年不间断的授课、讲
习，同时也就是一个听讲、学习的过程，山东
大学的校训“气有浩然”前面不是还有个“学
无止境”嘛。讲几点供大家参考吧。

一个是读书学习要勤思考，敢质疑，一定
要有问题感，这样才会有开拓，有创造性；如
果没有问题感，读再多的书也是无效的，就像
农夫种丝瓜不问天时不循物性只知道一味浇水
施肥，丝瓜藤丝瓜叶非常茂盛，但就是不结丝
瓜。我在高中阶段就经常参加一些读书小组、
讨论会等，会作很多阅读准备，有很多思考，
跟大学生们论辩也不落下风，有时课堂上也会
有讨论，也会有不少“思想的火花”，我年轻
时写的不少论文就是在这样的读、思、问、辩
的过程中缘起的。有件事说起来有点“大逆不
道”，在我正式成为牟宗三先生弟子之前，
1981年我写《当代新儒家述评》时，就对当代
新儒学有些不同看法，对老师已经有批评了，
但这并不妨碍我对老师的敬重和情谊。所以，
读书不唯书，尊师不唯师，是我们做学问应当
具备的态度。

再一个我们做人文学科的研究必须回归经
典，博览经典，因为这是整个中国人文的源
头。如果离开古代经典或者对经典的阅读理解
及诠释的能力不足，那么你讲中国人文我觉得
会很空。我常说做学问的五证——— 历史的考
证、典籍的佐证、科学的验证、心性的体证和
逻辑的辩证，五者相互交融，长期历练，学问
乃成。现在不少人特别强调学习、研究的“专
业”、“专精”，这是有问题的，年轻人一上
来就去求“专”问题更多。学问一定是由博返
约，然后才能说一理通、万理彻，你说我专心
研究《论语》，其他我都不管不研究，我就做
《论语》专家，这话怎么会通呢？这不叫专
心，这叫“呆滞”。你专心读《论语》的时候
触类旁通，左右逢源，其他的东西也跑过来参
与你的觉知，这才对嘛，很简单的道理。济南
泉水为什么好？它只是济南的泉水吗？其他地
方的水都不要的话，济南就没泉水了，是整个
地下水刚好汇到这里，经过岩层土壤过滤到这
里，最后才生成这么干净美好的济南泉水。学
问也是这样来的。

缘牵山东二十载

记：谢谢您对济南泉水的夸赞，谈谈您对
山东的印象吧。

林：我跟山东、山大的缘分已经有二十年
了。第一次来山东是1998年，那年在济南舜耕
山庄参加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是由台湾
《鹅湖》月刊与山东大学合办的。之后我们到
业师牟宗三先生的故乡栖霞参访，在牟氏庄
园，我在题字簿上写下了“仁义为栖，照雨成
霞”的句子。再后来去青岛，记得就在路边，
一位街头画家为我留下一帧素描画像。当然，
更不能忘怀的是济南的大明湖，“家家泉水，
户户垂杨”，“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
城湖”，济南风情，实乃佳绝。

二十年来，我来山东的次数多得记不清
了，只觉得齐鲁大地果真是圣贤之乡，厚德载
物，朴质刚健，自强不息。与山东同道、山东
大学师生的交流，像涓涓细流汇聚成河，课堂
上讲论，饭桌上饮酒，或议辩长谈，或挥毫赋
诗，或酣饮高歌，这方水土这方人，有着天地
间的豪情，也有家常般的温润，都令人欣悦欢
喜。我想，与山东和山东大学这份缘，一定还
会延续下去。

来自台湾的著名哲学家林安梧，师从著名学者、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牟宗三先生，主张融通儒道佛三教，继承与发发
展并重。日前，他来山东大学与省内学者交流其新书《儒道佛三家思想与二十一世纪人类文明》时，记者采访了他。

林安梧：立足自己的文化正统迈向全世界
□ 本报记者 于岸青

林安梧，1957年生于台湾台中，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台湾大学第一位哲学博士，曾任
台湾清华大学教授、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慈济大学宗教与人文研究所所长、台湾元亨书院创
院院长。现任慈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杰出海外访问
学者及儒学高等研究院客座教授。

芝加哥举办
2018中国新春音乐会

2月17日，在美国芝
加哥交响乐中心，来自中
国重庆市川剧院的演员表
演川剧《长生殿》。2018
中国新春音乐会令在场的
美国观众感受到多彩的中
华文化，也让华侨华人听
到了久违的乡音。

南非开普敦
举行“彩色跑”

在南非开普敦附近的小
镇斯泰陵布什，人们参加“彩
色跑”活动。当日，开普敦郊外
的小镇斯泰陵布什举行“彩色
跑”活动，吸引了3500多人参
加。今年“彩色跑”的主题是

“超级英雄” ,所获得的收入
将用于慈善事业。

法国尼斯狂欢节
花车巡游

第134届尼斯狂欢
节 1 7日在法国尼斯开
幕，将持续至3月3日。
图为花车巡游。

朝鲜啦啦队在
韩国广场演出引围观

2月 2 0日，韩国平

昌，朝鲜啦啦队在平昌奥
林匹克广场举行演出，热
度不减引围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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