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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儒学32年的杨朝明，正进入自己的学术
收获期。这位朴实的学者，近来引起了媒体的高
度关注。但他不改本色，依然微笑着接待各地来
者。谈起儒学，他如数家珍。

“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杨朝明说，习总书记到孔子研究院来参观考
察，这显示的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态度，就是以
实际行动明确告诉世人，我们要大力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如果了解“五四”时
期的“批孔”真相，就会深切体会到，这是不容
置疑的历史事实。陈独秀、李大钊都说得很清
楚，打倒孔家店不是打倒孔子的店，是打倒后世
人打着孔子招牌开的假店。张申府也说，打倒孔
家店，救出孔夫子。

我们来到孔子研究院展厅。一个多月前的展
台上，摆放着孔子研究院系列研究成果的书籍和
刊物。那天，前来参观考察的习近平一本本饶有
兴趣地翻看。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
解》两本书，他拿起来翻阅，对两书的主编杨朝
明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杨朝明对记者说：“总书记说要仔细看一看这
两本书，按我个人的理解，其实是总书记对《孔子
家语》和《论语》的重视，是对孔子思想学说的重
视，因为这两本书分别是对《孔子家语》和《论语》
的注解和诠释。总书记选这两本书，也可理解为给
大家一个信号，提醒我们要认真读书，认真读中华
元典，回到我们文化的精髓中。”

在专家座谈会上，杨朝明向习近平介绍了儒
家思想五个方面的当代价值。第一是世界意义。孔
子是和苏格拉底、柏拉图、释迦牟尼等齐名的世界
级的哲学家，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文明，是与基督教
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相对应的基本人类文明。中华
文化走出去的根本标志就是孔子思想走出去。第
二，孔子思想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和
“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能作为联系全球华人的
精神纽带。孔子思想的“自强不息”、家国同构、“以
天下为己任”的情怀，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炎
黄子孙。第三，孔子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丰厚
的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植于中华文化
的沃土。第四，孔子思想对国家治理和党风廉政建
设都有重要价值。他的“为政以德”、“为国以礼”、

“先富后教”、“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和“孝
悌”、“慎独”、“中和”思想，以及“义利观”，今天仍
有重要现实意义。第五，孔子思想对个人道德修
养，尤其对青少年的是非观、价值观培育具有重要
价值。孔子思想就是要把人培养成为有爱心、有情
怀、有担当、爱学习、求上进的君子，特别强调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注重自我修养和道德实
践。

《孔子家语》是
“孔子研究第一书”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必须是一个有文化立足点
的民族。杨朝明用著名学者杨叔子先生的话来阐
释自己的观点：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如果
一个民族没有了自己的传统、自己的人文，就等
于丢失了身份证，成了地球上的“黑人黑户”。

杨朝明对《论语》和《孔子家语》进行了多
年思考，他说，如果孤立地研究孔子还真的不一
定就能把握孔子。所以，他的研究领域集中在三
个方面：第一是孔子思想的来源，即孔子以前的
中国古代文化；第二是孔子思想的母体。孔子是

鲁国人，鲁国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文化根基所在，
他就研究鲁国历史和鲁国文化；第三是研究孔子
思想的载体。孔子思想记录在儒家的文献中，所
以他研究早期典籍文献。这些其实都是围绕孔
子，围绕早期儒学来探讨。“我觉得只有这样才
能对孔子的学说有个整体的、准确的把握，使自
己的研究有立体感，不至于偏执，才能像孔子所
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因为种种原因，很多人认为《孔子家语》是
伪书，但随着学术的发展，特别是地下文献的发
现，不断证实，该书的确不是伪书。杨朝明说：
“它的价值甚至要超过《论语》。我称之为‘孔
子研究第一书’，我在很多场合讲过这一看法。
如果说《论语》相当于孔子的语录的话，那么
《孔子家语》相当于全集。从规模上讲，包括标
点在内，《论语》只有两万多字，而《孔子家
语》却多出近四倍，所以相对来说材料更具有完
整性。习总书记提到这本书，也就提醒了大家，
原来很少人知道《孔子家语》，现在大家都读
它，作为一个学者，看到自己的研究对象得到关
注，这种欣喜心情怎么表达都不过分。”

讲清楚首先得弄明白

“孔子思想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但是在孔
子以后的帝制时代，特别在秦汉以后，儒学发生
了一些变异。”杨朝明说。

比如说孔子向齐景公问政，孔子说“君君，

臣臣，父父，子子”，他本来强调的是君、臣、
父、子的各自修为。结果到了汉代就变成了片面
地强调君权和父权，后来更演变成了所谓“君让
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让子亡子不得不亡。”很明
显被歪曲了，变异了。如果说先秦时期的儒学有
明显的德性色彩，而到了汉代以后情况则发生了
变异，染上了明显的威权色彩，强调君权、父权、夫
权。其实，“三纲”本来说的是社会秩序，就像一个
父亲有一群儿子，当大家议论不决时，最后应该决
于父亲，这才叫“父为子纲”。下级服从上级，这是

“君为臣纲”。这不意味着片面强调君权，同样，“父
为子纲”也未必是片面强调父权。所以你看儒家讲

“孝”的时候，首先得“孝养”，然后得“孝敬”，但同
时还有“孝谏”。像《孟子》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
大”，在孟子那里，这个“无后”绝不是说没有子嗣，
而是你作为后人应该做的没做到，这叫“无后”。而
在“不孝有三”中，一味顺从，见父母有过错而
不劝说，把他们陷入不义之中，这是第一不孝。

再比如“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原来
人们都认为这是主张贵族特权。但事实上，《孔
子家语》里有一章专门解释这个问题。意思是什
么呢，凡当官的人，你地位高就应该要求高，就
应该道德好，就最不应该犯罪。你犯了罪，你应
该知道这十分不该；你犯了大罪，就应该“跪而
自裁”，自己处罚，因为在你身上承载了是非曲
直，对于为政的“君子”，应该“属之以廉耻之
节”。这样的处置，其实是注重的社会影响，儒
家一贯主张为政者自身要“正”，这里也是这个

意思。“礼不下庶人”是什么呢？礼本是为了保
证社会良好运行的，所以对一般老百姓不要过于
注意形式上的礼节，没有必要追求“备礼”。

杨朝明说，习总书记“曲阜讲话”再次强调
对待传统文化的一些方面要“讲清楚”，不言而
喻，“讲清楚”就首先要“弄明白”。搞不明白
怎么讲清楚，搞明白就好办了。对于传统文化，
尤其历代封建的糟粕，比如说女子缠足，还有
“愚民”的一些理念等，如果我们把这些放大，显
然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现在好多人对儒学抱有
种种的成见，实际上好多都属于后来的误解。所以
要“有扬弃地加以继承，有鉴别地加以对待”。

纠正误读

杨朝明用广为传诵的三句话为例，指出了很
多人对经典语句的误读：

孔子有一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
话，传统上说这是强调“愚民”。其实，新的出
土文献发现后，人们恍然大悟，原来这句话是标
点的错误，应该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
之”，老白姓可使，你就不要过多干预他；不可
使，你要了解到底是为什么。所以这不仅不是
“愚民”，反而是“重民”。还有，“唯女子与
小人难养也”，你看《说文解字》，“养，保
也”，实际上这里表现的是周人传统的“敬德保
民”思想，为政者只有敬其德才能保民。小人和
君子，本意是指地位的高下，为政者称为君子，
一般的称为小人，不存在褒贬。但后来的引申意
义注入了道德的意义。因为地位高，所以要求
高；你是“尊贵的人”，就应是“高尚的人”。
孔子说小人难保，指的就是保有老百姓并不容
易、并不简单。“女子与小人”都是社会最基层
的群体，弱势群体，对待他们应该讲究方式与方
法。《孔子家语》里有曾子的一句话，“狭甚则
相简，庄甚则不亲”。“狭甚”就是过分的亲
昵，过分亲昵就缺乏起码的敬重；“庄甚”就是
过分的严肃，过分严肃就缺乏应有的亲近感。所
以，孔子那句话实际上说的是作为为政者、管理
者，对待弱势群体应该有一个应有的正确态度，
对待老百姓，你必须了解他、关心他，但是这个
关心要有一定的原则，所以是“敬德保民”，说
孔子歧视妇女是对他的一个误解。

还有那句“学而时习之”，其本意也在流传
中被世人所误解。“我认为《论语》的首篇首章
恰恰是理解《论语》的一把钥匙。‘学而时习之’的

‘学’指的是道术，是指他的思想和信念；‘而’是假
设连词，假如；‘时’就是时代，不是什么‘经常’。

‘学而时习之’就是假如我的理想、学说被这个时
代所接受，这不是件令人喜悦的事吗？孔子希望自
己的思想被认可，这是孔子的理想。如果实现不了
呢？‘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个‘朋’不是一
般意义上的朋友，是志同道合的人，同学曰朋，同
志曰友，所以‘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虽然理
想不能实现，但忽然知道有人认同我的思想，那不
也是很快乐吗？但是这个‘快乐’，感情色彩已经比
不上‘喜悦’了。再退一步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
君子乎’，即使所有人都不了解我，我也坚持自己
的信念，不也是一个有信念的君子吗。”

杨朝明特别强调，对“学而时习之”这个新
看法，对理解孔子很关键，清代以来就有人提到
这些看法，却始终没有人赞同、响应，认真研
究。他结合《孔子家语》等新材料进行综合研
究，坚信这一新的理解。

春节将至，这是弘扬传统文化的重要节点。杨
朝明说，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的节假日实际上都
是其民族文化的最好载体，或者是自己民族文化的
一种集中体现。春节对于中国人，是弘扬传统文化
的最好时机。早期儒家思考的问题，其核心的内容
也不离“家庭”、“孝道”、“祭祀”、“和睦”
等等。孔子儒家提倡“孝”，是认为培养人的爱心
应从“亲亲之爱”开始，尊祖敬宗的意义同样深含
其中。

杨朝明说，“儒学外在的表现就是礼仪，深层的
意思恰恰和社会的治理有密切关联，比如说儒家特
别注重丧、祭之礼。这实际上是对生命价值的一种尊
重。儒家讲‘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慎终就是重视
丧礼，追远就是重视祭礼。所谓‘民德归厚’，显示出
这种丧祭之礼着眼于现实人间的秩序。在这样的时

候，作为家庭、家族的成员，一般都会思考给家族带
来什么。春节祭祀祖先就是凝聚家族、崇尚风化非常
好的载体。还有家庭的和睦，兄弟平时吵架不说话，
到祭祖、拜年时，一个共同的礼仪可能就拉近了距
离。所以，中国传统节日对于敦化社会风俗，对于矫
正个人行为，都能起到一定作用。社会风俗就在自觉
不自觉中，慢慢养成了。所以，很希望我们的新闻媒
体进行积极的引导。”

弘扬传统文化，必须注重细节。“比如写春
联，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一副红底黑字、喜
庆祥和的春联，从构思、磨墨到书写、张贴，承载
了中国人积淀了两千年的文化行为和生活共识，折
射出老百姓亲手参与建设自己美好生活的优良传统
和勤劳美德。”杨朝明说，“新时代要有新内涵，
应该扬弃的东西是要扬弃的，这是一个社会教化的

时机，是教人尤其年轻人‘成人’的一个重要过
程。”

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特别重视“成人”教育。
柳诒徵在《论中国近世之病源》中说，现在社会国
家的问题不在于信不信孔子，而在于成人不成人，
他说那些破坏社会国家的人，皆不成人者所为也。

杨朝明说，柳先生下边接着说，要讲明成人之
道，非孔子之教莫若也。意思就是说离开孔子之
道，成人这个问题你就解决不了。所以说儒学也是
“成人之学”，让一个人成为社会的人，人只有成
人，才能进而成圣。梁漱溟先生曾经借清人曾国藩
的一副对联自励：“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
获，但问耕耘。”正是这个意思。孟子说“人皆可
以成尧、舜”，就是说人要自觉修养，解决做人的
问题。什么叫“成人”，《左传》有这么句话：

“人能自曲直以赴礼者，谓之成人。”《礼记》
说：“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也。”“礼义之始，在
于正容体”，“正容体”就是“正衣冠”，实际上
就是先解决成人的问题，你看现在人的价值观扭曲
到了何种的程度！比如菜农种菜，竟有的毫不掩饰
地说这块菜地是自己吃的，那块菜地是卖的，这多
可怕。所以要是能都解决了成人的问题，中国的问
题就好办了。

现代社会的发展和传统文化是密不可分的。现
今我们要发挥儒家思想和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不
是表面的形式，而是内在的精神。这就是我们要学
习儒家学说和孔子思想精华，继承其合理的思想主
张。孔子的意义在于他的思维方式的超越意义，在
于要人们遵守礼之“义”，而且要有一个遵守社会
规范的自觉。

杨朝明说，习总书记强调，要提高
道德实践能力尤其是自觉践行能力，引
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
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
力量。自觉践行能力其实还是修行的一
种结果，是修行的一种水平。儒家讲究
慎独，“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
不闻”，我要做了于心不安的事，那就
不行。孔子的弟子宰予母亲去世，要守
三年之丧，可是宰予却嫌时间太长。孔
子问：如果这期间你吃得很好、穿得很
好，你心安吗？弟子回答，我心安啊！
孔子对他也没办法，无奈地说：“汝安
则为之”。结果，宰予走后，孔子更无
奈地说：难道宰予小时候没有得到父母
的三年之爱吗？孔子再想，一个人连对
父母的孝心都没有，还怎么立身处世
呀！宰予是谁？就是孔子说的“朽木不
可雕也”的那位弟子。

“心安其实就是一种修养，一种修
行，修行到什么地步，不该做的我做了
我心不安。比如有一次我到山东大学去
看望董治安老师，他是我十分尊敬的前
辈，我只是带了一份曲阜的土产鲁锦和
食品去，董老师坚持不收，说‘朝明你
拿走吧，我收下了会心不安’，这件事
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董老师也已经不在
世了，但是，想到董老师，我就想起来
‘怎么样才能心安’这样的事情。老人
的这句话分量其实非常重，人是否心
安，能否想到心安，是一个人人生的境
界所决定的。对于一个有修养的人来
说，自己是否心安很重要。”杨朝明
说。

杨朝明说，孔子思想的价值在于对
人性的深邃思考。我们是一个自然人，
但是我们也是一个社会人。人都有七情
六欲，这些都是自然性，都是天命之
性，而顺应这种天命之性就是自然性。
但是我尊重你的人性你也要尊重我的人
性，就像红灯亮了你觉得是一种限制，
其实从另一方面来说也是在保护你。自
然性和社会性之间必须要有一个平衡，
这个平衡就是要有“礼”来约束你，对
“礼”最佳的把握度就是“中”。所以
儒家谈道心和人心，人情和仁义，天理
和人欲，儒家就是思考人性，思考人必
须要有的社会性，人必须自觉遵守社会
规范，才能得到尊重。所以儒家的思考
方式就是把人放在一个社会中，如何互
相和睦地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对我
们最好的人肯定是父母，既然父母对我
们最好，我们就应该爱父母，如果连父
母都不爱，就完了。所以孔子说“仁
者，人也，亲亲为大”，最爱的人你都
不爱，那你不可能爱别人、爱集体、爱
社会。“推己及人”很好推啊，你不尊
重我的父母我不高兴，由此我就应该尊
重你的父母。所以人只有“亲亲”，才
能“不独亲其亲”，才能“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才能“泛爱众”。儒家的高
明之处就在于“泛爱”是一个推演的结
果，是一个修养的结果。

杨朝明在采访中引用了一位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的一位干事说过的话：如果
思索一下孔子思想对于当今世界的意
义，人们很快就会发现，人们的基本需
要在过去的两千五百多年里，其变化之
小是令人惊奇的。当今社会，在很大程
度上仍然立足于孔子所确立和阐述的价
值观念。这价值观念是超越国界和时代
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属于过去并
照耀着今天和未来。这个价值观念就是
仁、义、礼、智、信。

2 0 1 3年 1 1月 2 6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曲阜孔府和孔子研究院参观考察，并同有关专家学者座谈。作为专

家，孔子研究院院长杨朝明第一个发言。 2 0 1 3年 1 2月 2 8日，记者在曲阜孔子研究院专访了杨朝明先生———

杨朝明：挖掘儒家思想的当代价值
□ 本报记者 逄春阶 姜国乐 王志浩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悠久绵长，已经深深植入民族心理、肌体、行为之中，吸吮
着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我们走自己的路。去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考察时
强调，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
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为深刻领会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引导人们向往和追求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生活，形成向上的力量、向善的
力量，本版今年开设“2014魅力文化”栏目，推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者、传播
者、践行者系列报道。欢迎广大读者提供新闻线索。

——— 编者按

春节：弘扬传统文化的最好时机
□ 王志浩 逄春阶

叫我如何

才“心安”
□ 春阶 志浩

杨朝明题字

杨朝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姜国乐/摄影

奥巴马玩“自拍”
米歇尔怒吼

美国一八卦刊物爆出：在
曼德拉追思会上，奥巴马与丹麦
女首相赫勒·托宁·施密特玩“自
拍”，米歇尔看到这一幕后，怒
吼：“我受够了！”内幕人士称，目
前奥巴马夫妇已经分居。

乌克兰一女性示威者
向防暴警察送花献吻

乌克兰以揭露官员贪腐闻名
的女记者塔季亚娜在驾车途中遭
歹徒殴打，引发了反对派示威抗
议。示威中也有温情的一幕，一名
女性示威者向防暴警察送花献吻，
这一举动似乎成了抗议者对警方
的新年祝福。

越南客机上
举行比基尼选美

在韩国首尔，越南
航空飞机上突然举行了
一场比基尼选美比赛，
让乘客们在冬日里眼前
一亮。

印度警察逼抢匪吃香蕉
排出11克重金项链

印度警方逼迫28岁的古
普塔吃了一顿由96根香蕉构
成的“大餐”。原来该男子是抢
匪，吞下了1条他抢来的11克
重的金项链，警方成功逼他把
金项链排出，准备物归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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