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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

习近平在这次讲话中还引用
“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竭泽
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
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等，来
说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自然要取之
以时、取之有度的环保意识。

习近平一向高度重视生态文明
建设。早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他
就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科学论断；当选总书记之
后，他一直反复强调，“保护生态
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
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这样的论
断，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挥之
不 去 的 雾 霾 带 来 的 “ 会 呼 吸 的
痛”，地下水污染引起的普遍忧
虑 ， 植 被 破 坏 造 成 的 沙 漠 化 问
题……多年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

不仅成为民生之痛，更容易催生社
会层面的问题。由此也可以理解，
我们为什么把“绿色发展”作为新
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为什么把
“生态文明建设”置于五位一体总
体布局之中，为什么党的十九大把
“美丽”写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目标。“生态文明”从国家决策
层面不断得到强调、重视和提升，
表达着一个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的新
觉醒。

原典

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
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
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
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
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
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
有余食也；洿池、渊沼、川泽谨其

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
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
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 〔战国〕荀子《荀子·王
制》

释义

《荀子·王制》阐述了荀子的
政治思想。上面这段话是荀子关于
圣王之制下天人关系的论述。

荀子主张当自然界的动植物处
于生长发育阶段时，必须实行“时
禁”：“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
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
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
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
绝其长也。”荣华：草本植物开花
为 “ 荣 ” ， 木 本 植 物 开 花 为
“华”。鼋（yuán）：鼋鱼。鼍
（tuó）：扬子鳄。罔罟（gǔ）：

渔猎的网具。别：子体离别母体，
即生育。意思是：植物在开花生长
的时候，不许进山砍伐，鼋、鼍、
鱼、鳖、泥鳅、鳝鱼在繁殖的时
候，不许将渔网、毒药投入湖泽，

以确保动植物的生长发育。
荀子认识到，动植物有其生长

发育的规律和过程，人类向自然索
取要有度，即“不夭其生，不绝其
长”。

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
———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人与其他动物的不同，在于人
做某事时，他了解他在做什么，并
且自觉地在做。正是这种觉解，使
他正在做的事对于他有了意义。他
做各种事，有各种意义，各种意义
合成一个整体，就构成他的人生境
界。如此构成各人的人生境界，这
是我的说法。

不同的人可能做相同的事，但
是各人的觉解程度不同，所做的事
对于他们也就各有不同的意义。每
个人各有自己的人生境界，与其他
任何个人的都不完全相同。若是不
管这些个人的差异，我们可以把各
种不同的人生境界划分为四个等
级。从最低的说起，它们是：自然
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
境界。

一个人做事，可能只是顺着他
的本能或其社会的风俗习惯。就像
小孩和原始人那样，他做他所做的
事，然而并无觉解，或不甚觉解。
这样，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没有
意义，或很少意义。他的人生境
界，就是我所说的自然境界。

一个人可能意识到他自己，为
自己而做各种事。这并不意味着他
必然是不道德的人。他可以做些
事，其后果有利于他人，其动机则

是利已的。所以他所做的各种事，
对于他，有功利的意义。他的人生
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功利境界。

还有的人，可能了解到社会的
存在，他是社会的一员。这个社会
是一个整体，他是这个整体的一部
分。有这种觉解，他就为社会的利
益做各种事，或如儒家所说，他做
事是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他
真正是有道德的人，他所做的都是
符合严格的道德意义的道德行为。
他所做的各种事都有道德的意义。
所以他的人生境界，是我所说的道
德境界。

最后，一个人可能了解到超乎
社会整体之上，还有一个更大的整
体，即宇宙。他不仅是社会的一
员，同时还是宇宙的一员。他是社
会组织的公民，同时还是孟子所说
的“天民”。有这种觉解，他就为
宇宙的利益而做各种事。他了解他
所做的事的意义，自觉他正在做他
所做的事。这种觉解为他构成了最
高的人生境界，就是我所说的天地
境界。

这四种人生境界之中，自然境
界、功利境界的人，是人现在就是
的人；道德境界、天地境界的人，
是人应该成为的人。前两者是自然

的产物，后两者是精神的创造。自
然境界最低，往上是功利境界，再
往上是道德境界，最后是天地境
界。它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自然

境界，几乎不需要觉解；功利境
界、道德境界，需要较多的觉解；
天地境界则需要最多的觉解。道德
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

德价值。
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哲学的任

务是帮助人达到道德境界和天地境
界，特别是达到天地境界。天地境
界又可以叫作哲学境界，因为只有
通过哲学，获得对宇宙的某些了
解，才能达到天地境界。但是道德
境界，也是哲学的产物。道德认
为，并不单纯是遵循道德律的行
为；有道德的人也不单纯是养成某
些道德习惯的人。他行动和生活，
都必须觉解其中的道德原理，哲学
的任务正是给予他这种觉解。

生活于道德境界的人是贤人，
生活于天地境界的人是圣人。哲学
教人以怎样成为圣人的方法。成为
圣人就是达到人作为人的最高成
就。这是哲学的崇高任务。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说，
哲学家必须从感觉世界的“洞穴”
上升到理智世界。哲学家到了理智
世界，也就是到了天地境界。可是
天地境界的人，其最高成就，是自
己与宇宙同一，而在这个同一中，
他也就超越了理智。

中国哲学总是倾向于强调，为
了成为圣人，并不需要做不同于平
常的事。他不可能表演奇迹，也不
需要表演奇迹。他做的都只是平常
人所做的事，但是由于有高度的觉
解，他所做的事对于他就有不同的
意义。换句话说，他是在觉悟状态
做他所做的事，别人是在无明状态
做他们所做的事。禅宗有人说，觉
字乃万妙之源。由觉产生的意义，
构成了他的最高的人生境界。

怎名家

人生的境界
冯友兰

周国平在《岁月与性情》中
说：“我常常意识不到自己的年
龄，心态和神态让我自己显得年
轻，如果不是这样，人们就会看到
我这张比较苍老的脸。”

70岁的周国平头发花白，但整
体看上去依然是个中年人。

人无法左右自然的衰老，但很
多时候我们却是未老先衰，虽然年
轻，却和一个老人没有任何区别。
如果你在未老的时候封闭了自己的
心境，那么你就彻底的废了，沦落
为生活的奴隶。

当你有了下面这4个迹象，那
么你就开始衰老了。

一是不再尝试新鲜事物。王耳
朵先生说：“稳定其实就是不稳
定。真正的稳定不是你在一家单位

有饭吃，而是你足够强大，走到哪
里都有饭吃。”

大多数人的人生轨迹似乎都
是，努力学习然后考上一所不错的
大学，再然后找到一份不错的工
作，从此以后每天朝九晚五，简单
舒服地过着小日子。

在人生这艘大船上把所有的风
险都规避掉，一眼就望到了尽头，
这不是衰老又是什么呢？

我们不怕挑战，就怕你毫无斗
志。很佩服一些人破釜沉舟的勇
气，更佩服他们对新鲜事物的挑
战。真正的衰老源于一个人的抉
择，当一个人封闭心扉，不再追求
美好的事物，那么他再也找不到生
活的乐趣了。

二是停止学习。有人说，身体

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如果你
停止学习，不再渴望旅行，那么就
已经开始衰老了。

亨利·米勒曾说：“我们旅行
的目的，从来不是个地理名词，而
是为了要习得一个看事情的新角
度。我认为衰老的开始，不是眼角
的皱纹，也不是头上的白发，而是
一个人开始越来越难以接受新观点
和新事物。”

停止学习，你的思维的宽度和
生命的长度就会固化。

一直走在路上的人，见识一定
是超群的，也很容易接受新事物。

作家三毛说：“生命不在于长
短，而在于是否痛快地活过，生命不
在于长度，而在于持续学习的广
度。”

三毛的一生都在学习游历，从
故乡到撒哈拉，到欧洲，再到中南
美洲，最后又回到祖国，一共54个
国家。

正是这些经历让她的写作有了
足够的素材，让她的“生命”无限
延长。

三是不再追求美。有人说，只
有管理好你的身材，才能管理好你
的人生。知道管理身材的重要性，
可不去做，舒服一天是一天。

一位法国美容专家曾经说过：
“不要小看一个能够长久保持优美
身材的人，这通常是一个顽强和很
有自制力的人，也是一个不向衰老
屈服的人。”

身材和脸一样，能够暴露出一
个人的年龄。当一个人懂得管理身

材，那么他就不会再惧怕衰老。
四是喜欢随波逐流。有这样一

个故事。
小和尚和老和尚出来化缘，走

到江边，见到几只逆水而游的鱼。
小和尚说：“这鱼真傻，逆水

而行多费力，多辛苦。”
老和尚笑着说：“可他们在享

受快乐，你看到那黄叶了吗？”
顺着老和尚手指的方向，小和

尚看到黄叶漂流在江面。
老和尚指着漂流的黄叶说：

“只有死去的东西，才会随波逐
流。”

在生命中丧失自我，是很可怕
的一件事，任何时候你都不能丢掉
自己的主见，也只有这样才会找到
属于自己的完美人生。

当你还乐意挑战新鲜事物、努
力学习，对旅行还有渴望，在管理
好自己身材的同时依然会有主见，
那么衰老也会远离你。

愿你做一个永远不会“衰老”
的人。 （洞参）

开始衰老的4个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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