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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 11月 19日，著名翻译家、中国海

洋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林少华作主题为“日

本美学与中国禅意”的专题讲座。

林少华从洁净之美、洗炼之美、素朴之

美、时序之美、群体之美、阴柔之美、感伤之

美、象征之美八个方面讲述了日

本美学与中国禅宗的关联性，同

时进行了中日美学观念的比较。

日本禅学思想家铃木大拙曾说：“俳句是

日本人心灵和语言所把握的最得心应手的诗

歌形式，而禅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尽了自己卓

越的天知。”

林少华认为，禅本质上是洞察生命本身

的哲学，认为永恒即当下的每一个瞬间，强调

某个瞬间的顿时感悟。而俳句恰恰是掐头去

尾，传达一种瞬间的心灵安宁与自由，传达万

物皆空的纯净的愉悦感，可以说是禅宗拈花

微笑的诗意表现。

林少华指出，日本美学也存在超乎常规

的内容，甚至具有可怕的毁灭性。像三岛由

纪夫及其本人自杀事件所表现的暴烈之美，

就是一个显例。这些审美倾向也需要我们保

持清醒和警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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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8日，著名作家、学者、上海开

放大学教授鲍鹏山作主题为“诸子的智慧”的

专题讲座。

鲍鹏山从先秦诸子个人立身处世等小的

角度切入，将诸子的智慧归纳为“信仰、态度、

境界、思路、方法”五个关键词，通过一个个短

小精炼的故事，将诸子的智慧娓娓道来。

鲍鹏山通过孔子围困于陈蔡之间的故事

讲信仰，提出信仰就是一个简单的信念，相信

人应该做一个好人。通过墨子与孔子“知其

不可而为之”的事迹讲态度，认为正当的态度

背后是坚持的毅力以及坚定的信念。由孔子

的职业经历讲境界，引出人的成功更多的不

是跟能力有关，而是跟境界有关。由庄子“大

珠的故事”和孟子“缘木求鱼”的典故切入，讲

述人之成败，不是一两件事的成败，而是思路

的成败。最后以“南辕北辙”的故事讲方法，

如果一个人只想着方法，就是小聪明。那么，

前面所有关键词没有用。

他认为，诸子里面山东人是很多的，孔孟

是山东的，孙子是山东的，墨子也是山东的，

山东的乡贤就是中国的国贤。在中国文化最

具有原创性的时候，山东的表现是最出色的。

鲍鹏山说，西方苏格拉底、柏拉图更多关

心知识论，关心知识的真伪，形成了整个西方

文明的特色——更多关心“真”。而中国先秦

诸子更多关心的是“伦理学”，本质的原因其

实是关心政治。所以先秦诸子站位非常高，

他们一下子抓住了本质问题，影响我们生活

最根本的东西，不是个人的智商、小聪明，而
是国家的政治。政治好了，我们日子就过得

好，政治不好，再聪明也不一定过得好。

2021年3月22日，著名文化学者、南京师

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郦波作主题为“诗的

国诗言志”的专题讲座。

郦波在“中国诗词大会”“中华好诗词”等

节目中的精彩点评让人印象深刻。这次讲座，

他带领听众一同探究华夏文明的本质，破解诗

词中潜藏的民族文化的基因密码。

每一个族群都有诗歌，为什么只有中国被

公认为“诗的国度”？为什么可以通过诗歌了

解华夏文明的本质和规律？“诗言志”说的到底

是什么？在一连串反问之下，讲座进入主题。

郦波认为，中国华夏文明，是一个时间延

续性的文明，诗歌就是窥视整个华夏文明史的

一条捷径。

要研究“诗的国诗言志”，中国传统语文学

“小学”是前提。郦波从解释字义的训诂学入

手，剖析了《诗经·小雅·鹿鸣》《易水歌》以及毛

泽东《采桑子·重阳》三首诗词的微言大义，从

源头解惑诗词的内涵。

郦波从鹿鸣的“呦呦”声中破解“呦”字，认

为“呦呦”传递的意思是呼唤，当有同伴在场的

时候，体现一种共情的状态。这与儒家讲究人

际关系“仁者爱人”相合，因此也就理解了孔子

选择这首诗作为《大雅》《小雅》开篇之作的关

键所在。

《易水歌》里“风萧萧”的“萧”本义是“艾

蒿”，是一种祭祀祖先，有神性的草。“壮士一去

兮不复还”的“去”本义是“离开”而非“到一个

地方”，这两句诗表达了离开人生知己，而不是

渲染刺秦的悲壮，价值取向不同。“萧”与“白衣

冠”则说明了易水送别的仪式感。

在讲到“赋比兴”时，郦波现场清唱“山丹

丹花开红艳艳”，来解释什么是“起兴”，什么是

“诗缘情”，讲到慷慨激昂处，郦波激情朗诵《沁

园春·雪》，在昂扬的语调中，带领听众回望历

史，去感受诗词蕴藏的力量。

郦波瞄准当下，揆诸现实。从制造业链

条、人口市场和消费市场、新冠肺炎疫情、女性

职业等现实话题，反观文明的高度和维度，感

悟诗词的格局和力量。

他回忆，当年读书的时候很幸福，程千帆、

钱仲联、夏承焘、唐圭璋四位国学大师全是他

的师爷。正是得益于严苛的学术训练，他在讲

座中举重若轻，典籍旁征博引，掌故信手拈来，

以独到的精研视角，风趣幽默的演讲方式，吸

引听众陶醉其中。

“作为一个从小在尼山长大的儒家知识分

子，我对我说的母语、我说的汉语包括我讲的

山东话，我都无比热爱，因为这背后是我们的

文明，是我们的族群，是我们的过去与未来！”

这是郦波的结束语：为什么我对这片土

地爱得深沉？因为当千百年后诗人的背影已

经远去，诗词的绝代风华仍然在这片土地永

恒流传。

郦波：诗的国诗言志

鲍鹏山：诸子的智慧

2021年6月3日，中国文化书院秘书长苑

天舒作主题为“管子启示录——中国传统文化

的当代价值”的专题讲座。

苑天舒认为，管子是被忽略的历史人物，

对他的研究越来越少，这与管子的历史地位极

不匹配。牟宗三、梁启超等人曾高度评价管

子，认为春秋时代，是齐桓公和管仲两个人的

天下，管子是一位历史巨人。管子何以伟大？

他相齐40年，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

下”却“不以兵车”，不战而屈人之兵，在孔子看

来，这是“仁”的象征。

管子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是

大型组织领导管理哲学的开创者。管子为相，

是中国宰相制度的开始。苑天舒详细介绍了

管仲相齐的“九惠之教”，认为管子讲的国有四

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是我们几

千年的核心价值观。管子留下了富国、安民、

强国、平天下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谋略的思

想体系，中国早期的思想家老子、孔子、墨子等

都受过管子的影响，是先秦诸子绕不过去的一

座山峰。

管子之前无诸子，诸子都在管子后。稷下

学宫的先生们，叫管子学派。稷下学宫存在了

两三百年，是全世界第一所学术研究机构，第

一所大学，而这个大学里的书，最重要的就是

这部《管子》。

苑天舒认为，管仲是孔子跟先秦诸子都绕

不过去的一座山峰。孔子不轻易把“仁”这个

称号许给谁，说到管仲的时候，说“如其仁，如

其仁”，像管仲这样可以称为仁，像管仲这样可

以称为仁，一个不够给了俩。孔子说，“微管

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就

文明倒退了，华夏文明将不复存在了。管仲成
为齐国的宰相，将华夏文明接续在蚂蚁腰上，

接在了头发线上，使华夏文明得以传承。

2021年6月8日，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龚鹏

程作主题为“审美与文化”的专题讲座。

佛性大事，不过穿衣吃饭。所谓文化，即

是生活方式。龚鹏程希望，儒家的文化理想、

道家的生活态度等传统文化，能够落实到生

活里，能够在怎么穿衣、怎么吃饭里体现出审

美能力或者生活态度。

龚鹏程认为，当代最大的审美问题，是

“自以为美”，在表现自我、呈现个性的同时，

丧失了文化内涵。在应该要有文化的地方没

有文化，就变成了笑话。

他提到，我们早期的时尚就是学西方，西

方人用什么我们就用什么，穿什么我们就穿

什么，所谓时尚就是买包、买衣服、买奢侈

品。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现在对时尚

的要求自主、多元，对怎么带领中国时尚走向

新时代，大家更强调文化内涵和文化品味，而

不只是购买奢侈品。越是强调创新的人，特

别是现在的书法家，根本没有创新精神。

龚鹏程以服饰、礼冠、揖礼、缨绶、礼制等

存在的谬误举例，还批判了一些书法家的所

谓创新，只不过是在不断的变化花样和噱头，

以丑为美，或者书写方式杂技化，甚至还存在

拙劣的模仿抄袭。没有本质创新，走不长远。

最后，龚鹏程指出，我们要追求一个美好

的生活，但是我们连基本的审美能力恐怕都

需要锻炼、提升，这是我们当代最大的课题。

2021年 10月22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赵冬梅作主题为“历史中的个

人”的专题讲座。

人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对于日常生活的

关注，对于历史中个人的关注，最大的立足点

就在于生命本身的价值。但是古人的生命不

自由，有着各种各样的约束。

赵冬梅通过魏晋文学家赵至、宋代孝子

王樵以及司马光笔下张行婆三个小人物的故

事，讲述了制度束缚下个人的逃无可逃，时代

错位下个体的无能为力，以及传统伦理秩序

之下，女人如何在一个逼仄的生存空间里，卑

微却精彩地活了一生。

“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就

像电影的蒙太奇一样，我们读的时候，会加上

自己的想象在里面。对国家而言，看战争的

胜负，看国家财力的消耗。但是，对个体而

言，对诗里这对夫妻而言，丈夫死了，妻子成

了寡妇。可是她还不知道，她还在等，她还在

盼。这就是历史中的个人，这种历史中的个

人非常渺小。

普通人的生命，在传统的历史叙事当中，

是没有地位的。中国传统的思想，对于普通

人呈现出一种群体的尊重和个体的忽视。老

百姓作为集体的力量，是得到了尊重和重视，

在这个重视中，其实是没有个体的存在。

赵冬梅提出，历史学不仅仅服务于发论

文、评职称，不能让评价体系绑架了历史学者

的追求。历史学还有服务大众的一面，有一

个跟我们的时代、跟我们普通人分享知识、分

享情感、分享理性智慧的功能，这也是为什么

要讲述历史上的普通人的故事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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