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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古籍普查年内将完成
修复总量超360万叶

据北京晚报，历时13年的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将
在今年基本完成。记者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了解
到，截至去年底，全国古籍普查完成总量达270余
万部1 . 8万函，已占预计总量的90%以上。迄今全国
已有2760家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古籍修复
总量超过360万叶。而古籍普查的成果也不断通过
各种方式分享给公众，“中华古籍资源库”发布
资源总量超过3 . 3万部1500余万叶，国家图书馆超
过2/3的善本古籍已实现在线阅览。在此过程中，
有些“遁世”已久的古籍重新现身，也有些“命
悬一线”的古籍失而复得。

在古籍普查工作者眼中，“书卷多情似故
人”，而他们也时刻把“不教书林有遗珠”的责
任放在心中。距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
西北约140公里的格咱乡境内，金沙江支流岗曲河
畔的千仞绝壁之上，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天然洞
穴——— 纳格拉洞。2010年，几位上山采药的村民无
意中发现了它，从此打开了一个“封印”百年的
“秘境”大门。在这悬崖之上、人迹罕至的岩洞
里，竟藏着数千叶珍贵的藏文佛典。迪庆州图书
馆考察队先后两次进入纳格拉洞考察发掘，共抢
救出藏文佛经2285叶。

农业文化遗产意义非凡
据人民日报，农业文化遗产指的是一种活态

的、至今仍在生产领域发挥作用的生产系统。在
中国的农业遗产中，水稻元素最为显眼。这与水
稻在中国传统农业中的重大作用相匹配。中国是
重要的农业文明起源地，在万年前开始驯化水
稻，唐宋以来，经济中心开始向南方转移，水稻
承接了经济中心转移的重要任务，使中华农耕文
明始终得以延续。水稻与鱼、鸭、蟹、虾、鳅等
在稻田中共生，形成小的种养系统。自公元9世纪
保持至今的稻鱼共生系统，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农
业生产方式。水稻还成就了高山梯田与丘陵梯
田。只要有灌溉条件，人们就会选择种水稻而不
是旱地作物。水稻还与小麦形成了稻麦轮作的水
旱轮作系统。这个系统中，因为土壤环境在干湿
中轮换，相应的作物病虫害因为转换失去了固有
的生存环境，危害大大减轻，“云南剑川稻麦复
种系统”就是其代表。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是全球农业面临的问题。全
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项目因致力于促进可持续农业
的振兴和农村发展目标的实现，得到广泛认同。到
今年为止，中国共有15个农业文化遗产列入全球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和现代农业系统相比，中国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是古人生存智慧的集中体现，应该加
以保护、传承与利用。

上半年查缴非法有害

少儿类出版物十三万余册
据人民日报，近日，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

通报“护苗2020”专项行动进展情况。据统计，上
半年，“扫黄打非”部门通过与“净网2020”行动
同推进同实施，共查删处置淫秽色情、恐怖暴力、
低俗恶俗等不良信息603万余条；通过执法办案、
开展市场检查，查缴非法有害少儿类出版物13 . 2万
余册、盗版中小学教辅49 . 1万余册；通过循线追
踪、扩线深挖，查办网上传播涉未成年人色情信
息、制售非法有害少儿出版物等“护苗”类案件70
余起。

据介绍，“护苗2020”行动开展以来，各地各
部门聚焦群众关注度高、反映问题多的网络直播、
短视频、社交平台、网络游戏、网络文学和漫画等
领域，开展专项整治，加强规范管理，进一步净化
未成年人上网环境。

（□记者 张依盟 整理）

□ 本报记者 于国鹏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省
图书馆尼山书院承办的“朱子学公开课”上，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国学院院长、教授朱汉民以
《朱子与〈四书章句集注〉》为题，从“四
书”学的演变、朱子“四书”学与理学、朱子
“四书”学的道统论三个方面，阐释并论证了
作为先秦儒家子学典籍的“四书”，正是经过
朱子合编并重新注释，形成了系统化、哲学化
的经典体系，最终成为儒家的核心经典。

朱汉民认为，在“四书”原典中，“仁”
是其中的思想核心；而在朱子建构的“四书”
学，“理”则成为新经典体系的思想核心。朱
子将“四书”学纳入到天理论体系，从而将儒
学史上“礼—仁—理”的历史演变，化为一种
以“天理”统摄“礼—仁”的逻辑体系。

读“四书”如吃熟饭

“四书”，是《论语》《大学》《中庸》
《孟子》这四部著作的合称。

在朱子之前，“四书”尚是分散的四部
书，甚至只是篇章。朱子编撰《四书章句集
注》之后，形成了“四书”的概念，这四部书
因此变成了一个系统化、经典化的体系。宋至
明清，“四书”成为读书人必读的核心经典，
对后世的学术思想和文化教育、意识形态、科
举制度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儒学史和经学史来观察，“四书”属于
早期儒家的子学著作。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学
者聚徒讲学，他们的弟子们记录、编撰、保
存、传播，后来这些典籍被称为“诸子学”。
在这一时期，“四书”都属诸子学的范围。

比如说《论语》，应属自“六经”以外立
书的第一本子学著作，而孔子本身也是开创春
秋战国以来的私人讲学第一人。按照现代学者
蒋伯潜先生的观点，《论语》如果不是另立书
名的话，其实书名可以就叫“孔子”。当然，
《论语》这部书的地位，后世发生了很大变
化，但最初还是属于子学。

汉代之后，这些子学著作的地位已经在发
生变化，开始由诸子学变成“六经”的传记之
学。至宋代，朱子开始把汉代作为传记的“四
书”提升为独立的经典。朱子用四十多年时间
钻研“四书”，撰写了《四书章句集注》等著
作。他说：“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
力乎《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之
言，然后及乎六经。”显然，他将“四书”的
地位提高到了“六经”之上。

这也就意味着，之前了解儒学，首先要读
“六经”，而按照宋儒、按照朱子的观点，首
先要学“四书”才是正确的。朱子还打过一个
比方：《语》《孟》《中庸》《大学》是熟
饭，拿来即可果腹充饥。看其他《经》是打禾
为饭。意思再明白不过了，读“六经”要花很
大的功夫，就像我们要吃饭，需要先到田里面
打禾，然后才能做饭。但是读“四书”不一
样，“四书”如同现成的米，只需把现成的米
拿来做饭，就可以获得营养，就能获得文化和
思想的进益。“四书”和“六经”孰轻孰重，
不言而喻。

朱汉民认为，《论语》《孟子》《大学》

《中庸》的地位在宋代无疑得到了空前提升，
更加重要的是，朱子和宋儒对“四书”所做的
重新阐释，使其思想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
“四书”学的这段演变过程，简单概括起来可
以说：从春秋战国开始，“四书”作为子学著
作，到汉代逐步变为传记之学，到宋代演变发
展成为儒家的核心经典。

“天理”统摄“礼”“仁”

在学术史上，宋代儒学被一些学者称为
“新儒学”，因为其思想体系发生了非常大的
变化，拥有一个非常复杂、庞大、系统化的哲
学思想体系，其中包括理学。而理学本身，又
包括一套理气论、心性论、格物致知论等内
容，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的、缜密的思想
体系。

朱汉民说，同样是讲仁义礼智信，宋代儒
学的观点与早期儒家就大不一样。比方同样讲
心性论，《孟子》《中庸》讲心性，与理学讲
的心性不同，理学讲心性有其自身特点。“格
物致知”，也就是《大学》里面的格物致知、
诚意正心，它有一套“三纲”“八目”，但这
些内容到了宋代儒家，特别是到了朱子那里，
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改变。同样的内容，比如
说孔子解释“仁爱”，孟子解释“心性”，都
很平实，但朱子的解释就显得非常高深，非常
复杂，非常形而上。

朱子为什么这么做？实际上，他并非刻意
把浅显的道理讲得很高深。他从儒家的子学著
作里挑出“四书”，并以这种方式进行阐释，
是为了建构自己的新儒学思想体系，即理学的
思想体系。反过来看，朱子对“四书”作出的
一些创造性解释，大大提升了“四书”原典的
思想内涵。

从这个角度来说，朱子“四书学”的经典
重建，其实也可以理解为“新仁学”的重建。
他对“仁”有很多新的思考和理解，提升了仁
学的形而上的意义。例如，按照孔子的观点，
仁学就是爱人，是“忠恕”之道，是“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是“恭、宽、信、敏、惠”，这都是
非常平实的。但是，朱子把它理解为“天
理”。这里的“天理”，首先是仁道，但又不
仅仅如此，它同时还是天道，也就是说，
“仁”是仁道和天道合一的。这样的解释阐

发，既强化了仁学的哲学意义，也强化了其信
仰意义。

在朱子建立的“四书学”里面，“理”开
始成为新经典体系的思想核心。儒学史上
“礼—仁—理”的演进过程，即周公的
“礼”、商代的“礼”，到春秋战国的
“仁”，再到宋代“天理”的“理”这样的演
进过程，在朱子的“四书学”体系或者说理学
体系里，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它是一个逻辑
的体系，即“天理”可以统摄“礼”和
“仁”。这也意味着，原来一个实践性的历
程，经过朱子阐释发展，变成了一个空间化
的、逻辑化的体系。

朱子的“理”，首先是指人文之理，也包
括做人的道理。朱子认为，除此之外，人的身
体还会生病，大自然还有很多节律，背后也有
“理”在支配着。按照朱子的说法，它们是同
一个“理”，可以统称之为“天理”。用“天
理”论来解释“四书”所包含人文的、道德的
规范，就把原来的人文道德规范提升到“天
理”的高度，提升为一个普遍化、形上化的哲
学范畴。

朱汉民认为，孔子以“礼”归“仁”，创
造了仁义道德的精神文明，而朱子进一步提升
“理”和“仁”的哲学意义和宗教意义，建构
了一种既包含“理”的制度和“仁”的精神，
又具有“天理”的哲学化和“天心”的信仰的
文明体系，这是理学化“四书学”的一个最大
特点，由此也可以判断，“朱子学”包括朱子
的《四书章句集注》，确实代表了一种新的儒
学，而这种新的儒学是哲学化、宗教化的一个
儒学体系。

经筵讲官的双重使命

朱汉民说，朱子“四书学”的“道统
论”，是理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而“道
统论”真正的确立，也是和“四书学”联系在
一起的。正由于朱子建立了“四书学”，才使
“道统论”获得了坚实的文献基础、经典基
础，由此推动了新儒学“道统论”的形成。

早期的儒学经典里面，其实已经蕴含着道
统思想的基础。朱子通过结集“四书”，为
“四书”作序，重申道统论。

事实上，“道统论”所要解决的问题，主
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在儒、佛、道三

教并盛的时候，到底哪一家才是中华文化的正
统？第二，在儒学的地位确立之后，如果说儒
学是中华文化的正统，哪一个学派才是代表儒
学的正统？第三，当时提出了士大夫要与君王
共治天下，那么儒生士大夫与君王在这样一个
共治结构中，应该由谁来主导？

在儒、佛、道三教并盛的情况下，哪一家
是中华文化的正统呢？我们知道，魏晋时玄学
大盛，所谓玄学是以道家之学为主导的。至隋
唐时，佛道大盛，佛道之学大兴。在这样的背
景下，儒家学者提出和强调“道统”，并且特
别强调儒家之道的传承脉络，指明其历史源远
流长，论证其源头远早于佛老之学，即从尧舜
时代，甚至早至伏羲时代，儒家的“道统”就
已经建立起来了。这无异于宣告，中华文化的
正统就是儒学。这一点，其实也表达了唐宋以
来的儒家士大夫，在面临佛道之说挑战时的一
种文化自觉。

既然儒学是代表中华文化的正统，那么，
哪一个学派才是代表儒学的正统呢？从北宋庆
历之后儒学开始复兴，出现了很多位大儒，大
儒们在各地民间兴办书院讲学，弘扬儒学的正
统地位。各地由此形成了多个很有影响力的学
派。到朱子的时代，更是学派林立，书院也更
加兴盛。不同学派提出不同的道统观念，但都
特别强调自己的学派才是儒学的正统。而朱子
在《四书章句集注》的序言里面，特别强调了
一个从尧舜到孔子、曾子、子思、孟子，再到
程朱的道统脉络。由此，也就明显确认，程朱
学派才是孔孟学派的正统传人，而孔孟学派正
是尧舜之道的正统传人，所以程朱学派才是真
正代表儒学的正统。

朱子“四书学”建构道统论还必须解决
一个重要的问题：儒家士大夫如何处理自己
和帝王的关系。因为宋代倡导和追求士大夫
与君王共治天下，那么在这种架构下，谁是
主导的角色呢？朱子认为，汉太祖、唐太宗
都是非常有力量的帝王，但他们又和尧、
舜、禹、汤、文、武完全不一样，因为尧、
舜、禹、汤、文、武这些先王们，都是依照
“道”来治理天下的，所以才有“三代盛
世”。而汉唐之君考虑的都是利欲，没有考
虑施行儒家之道。所以朱子感慨，“自汉祖
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意思是说，汉
以后的历代君王，没有使“道统”和“王
统”合一。既然“合而为一”是追求的目
标，那么如何才能实现呢？朱子认为，责任
还是在儒家士大夫，因为儒家士大夫掌握着
道统，有责任通过“道”去说服君王，最终
实现“道统”和“王统”的合一。

正因此，宋代兴起了“经筵制度”，很
多儒者士大夫，特别是道学家，都曾经担任
过经筵讲官。他们希望通过讲学的方式，引
导君主能够回归“道统”。同时，他们又是
士大夫身份，是朝廷的命官重臣，在担任朝
廷命官和重臣期间，要以“道”来处理政
务。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朱子经常表扬范
仲淹，认为范仲淹还是白衣秀才时，就能以
天下为己任，出仕后又能够积极推动宋代的
社会改革，能做到这些，就是因为范仲淹自
觉担负起符合儒家之道的文化使命和“以道
治天下”的政治使命。

从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四书学”的道
统看起来是道统论，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但
实质上包含着非常现实的内容，不仅体现了
儒家士大夫的文化使命感，也表达了很强的
政治使命感。

从春秋战国开始，“四书”作为子学著作，到汉代逐步变为传记之学，到宋代演变发展成为

儒家的核心经典———

朱子因何将“四书”放得那么高？

□ 宋暖

黄河被誉为“百川之首”“四渎之宗”，
它孕育了中华民族，催生了五千年华夏文明，
滋养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
繁衍兴盛的“摇篮”。

黄河文化的重要性

我们知道，黄河流域面积广、时空跨度
长、文化遗产类别多，是一条承载中华文明基
因、传播民族力量的大动脉。若谈黄河文化在
中华文明中的位置，一句话足以概括——— 黄河
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根和源头，是中华民族魂之
所系。黄河文化中所蕴含的“同根同源”的民
族心理和“大一统”的主流意识，对增强民族
认同感、维系国家统一，对中华民族品格的养
成和民族精神的凝聚起到了重要的孕育和酵化
作用。

正如尼罗河之于埃及，底格里斯河和幼
发拉底河之于巴比伦，恒河之于印度，黄河
在中国、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乃至东亚文明
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千百年来，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彰显了其在
华夏文明中的主体地位、在世界历史上的巨
大影响力、在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的顽强生
命力和巨大创造力。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
黄河文化历经时代洗礼，不断适应时代步
伐，逐渐被赋予新的文化内涵。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化包括中华民族在农耕文明时代所
创造的优秀传统文化，也涵盖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创造的先
进文化。黄河流域的陕甘宁边区是抗日和解
放战争的战略决策所在地，在这片大地上诞
生的红色文化润泽了亿万中华儿女。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步入建设和改革时
期，黄河文化以其博大深厚的文化内涵深刻影

响着中国近现代的革命事业，同时创造性地吸
收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
实践中发展衍生出了广义的红色文化、爱国主
义及生态文明等新的文化内涵，为黄河文化乃
至中华文明增添了新鲜的内容，为新中国的建
设和改革奠定了坚实的精神文化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黄河文化
蕴含的精神内涵又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是增
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对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保护、传承
和弘扬黄河文化，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创
新，有利于我们坚定文化自信，为中华民族实
现伟大复兴提供更有力的精神力量。

黄河文化的特征

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其主要特征包括以下四个
方面：

农业性。黄河文化是典型的农业文化。据
考古发现，早在8000年前，黄河流域就已出现
稳定的农业生产。黄河流域自然资源禀赋，为
农业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加之长期的农业
实践，使黄河文化成为一种有别于草原游牧文
化和长江流域稻鱼文化的成熟的高度发达的农
业文明，生活在黄河流域这一文化氛围中的人
们勤劳踏实、追求天人和谐、重视劳作经验传
统，养成了务实安定、重视传承的朴实品性，
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农业文化。

政治性。从夏至北宋的3000多年间，黄河
流域一直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我
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在黄河流域建都，洛
阳、西安、开封等多朝古都均位于黄河流域。
黄河流域农业生产形成了聚族而居的生活方
式，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礼乐制度及儒学的出
现，造成了一种占支配地位的观念形态。这种
观念形态随着政治上的不断强化，成为一种不

可替代的正统思想，这份正统性即黄河政治性
的体现。

矛盾性。作为母亲河，黄河文化更多时候
是给我们“慈中有威，威中有爱”的印象，她
在孕育哺养华夏儿女的同时也警示惩戒着人
类。众所周知，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黄河曾被
视为“中华民族之忧患”，治河防患成为历朝
历代的重中之重。进入21世纪，黄河又为我们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多方面的发展机遇，造福
大众。因此，对待黄河文化，我们要充分认识
黄河的灾害性与福祉性，使其能够更好地为国
家和人民造福。

包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明因
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黄河流
经青藏高原、河套平原、黄土高原、华北平
原，沿途留下了河湟文化、河套文化、秦陇
文化、关中文化、三晋文化、河洛文化、齐
鲁文化等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黄河文化正
是在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中汇聚
而成。在对外开放与交流过程中，黄河文化
不仅扩大了自身影响力，也不断从其他地域
和民族文化中汲取营养，从而形成了具有开
放、包容气质的中华文明。这种博大精深的
包容性，使黄河文化成为中华古代文化当之
无愧的代表，也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
了历史范本。

黄河文化与齐鲁文化

黄河文化孕育齐鲁文化，齐鲁文化反哺黄
河文化。

齐鲁与炎黄血脉相连。炎、黄均为黄河中
上游一带的氏族部落，随着分封齐鲁，炎黄氏
族文化得以与东夷文化交流、融合、发展，最
终孕育了齐鲁文化。齐鲁文化参与了黄河文化
孕育发展、繁荣鼎盛、交流转移的全过程，并
内化成中华文化的正统核心，培育了中华民族

的民族精神，成为黄河文化和中华文化的代表
和象征。在先秦，齐鲁文化只是一种地域文
化，秦汉以后，在政治大一统的背景下，以儒
家思想为代表的齐鲁文化借助黄河与中原文化
以及更广大地域的文明碰撞融汇，最终引领了
黄河文化的走向，在各方面对黄河流域的其他
文化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成为民族文化认
同的标志、成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
的主流文化。齐鲁文化在产生和发展中，既从
黄河文化中吸纳了中西部不同地域文化的有益
成分，又借助黄河文化的传播将自己融入进中
华文明之中。

黄河文化在齐鲁大地衍生出多彩的农耕文
化、治黄文化、移民文化、农垦文化、航运文
化、生态文化、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等文化内
容，同时又与齐文化、鲁文化、泉文化、泰山
文化等山东地域文化交融在一起，相互补充，
相互影响。黄河文化造就了齐鲁儿女吃苦耐
劳、宽容大度的文化品质，在齐鲁大地灌注了
一股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体现了齐鲁
文化中团结拼搏、自强不息、艰苦奋斗、无私
奉献的精神内涵。

2019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
出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重大
决策，总书记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要推
进黄河文化遗产的系统保护，守好老祖宗留
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要深入挖掘黄河文化蕴
含的时代价值，讲好黄河故事，延续历史文
脉，坚定文化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因此，我们要始
终将黄河文化保护传承弘扬工作作为一项系
统工程，加强黄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黄河文化、弘扬时代价值，深入推进文旅融
合、发展黄河文化旅游，共创新时代黄河大
合唱。

（作者系山东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

共创新时代黄河大合唱

第30届金鹰奖宣传片发布

据新华社客户端，7月18日晚，第30届中国电
视金鹰奖宣传片《灼灼其华》和青春版宣传片《风
华正茂》上线首发，以此宣布本届金鹰奖网络投票
正式开启。

在视频短片《灼灼其华》中，李雪健、鲍国
安、濮存昕、李幼斌、陈建斌等10位金鹰奖获得者
通过与自己曾经扮演过的角色时空对话，回望金鹰
的峥嵘岁月，更对中国电视的未来充满希冀。

短片《风华正茂》则表达了张若昀、王鸥、宋
祖儿、荣梓杉等12位青年演员在表演过程中的不断
找寻和自我蜕变，展现他们义无反顾实现艺术梦想
的决心。

本届金鹰奖第一轮网络投票于7月18日20时开
启，8月18日20时结束。此外，今年金鹰奖对奖项
设置进行了新的调整。

其中电视作品奖除设置最佳电视剧奖、优秀电
视剧奖外，增设了最佳电视综艺节目奖、最佳电视
纪录片奖、最佳电视动画片奖，而且全部面向网络
视听作品。在电视剧创作单项奖中，保留了最佳编
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摄像奖，增设最佳原创主
题歌曲奖。

每年最受关注的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奖，从
原来的各2位，改为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奖各1位
和最佳男、女演员奖各1位。

组委会将在观众和中国视协会员网络投票后，
组织业界专家对参评作品进行遴选，之后将进行包
括观众喜爱的男、女演员奖等在内的第二轮网络投
票和专家终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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