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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现代科

技手段加强古籍典藏的保护修复和综合

利用，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

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

载体，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凝结着古人的

智慧，可以为今天的人们认识和改造世

界提供有益启迪，值得深入挖掘、认真

汲取。

我国浩如烟海的古籍按大类可以分

为经、史、子、集四部，体现了古人在

不同领域的学术思考和哲学思想。经部

中，现存传世古籍以儒家经典 《六经》

影响最大。从哲学思想角度看，“ 《书》

以 道 事 ”， 蕴 含 丰 富 的 历 史 哲 学 思 想 ；

“ 《春秋》 以道名分”，蕴含丰富的政治

哲学思想；“ 《易》 以道阴阳”，蕴含丰

富的宇宙哲学思想；等等。具体来看，

以 《周易》 为代表的“三易”中系统的

“阴阳”观念、“穷变通久”、“中正、中

和、时中”、“简易、变易、不易”等朴

素辩证思想和 《尚书·洪范》“五行”揭

示了事物相生相克的普遍联系、推衍生

灭的唯物观念。子部中，《道德经》 以

“道”为万物本体，以“德”为万物生成

模式，《庄子》 以“相对”主义、“无为

而无不为”为运动方式，共同构建起了

“尊道贵德”“自然无为”的哲学体系，

一定程度上展现了那个时代关于事物变

化、转化的最高认识水平。史部地理类

《山海经》 等书，也为我们保存了“德义

仁礼信”的宇宙观和价值观。集部汇集

了许多哲学思想的文学表达。

古圣先贤重视系统性地总结自身或

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比如，《论语》 中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

构 想 ，《孟 子》 中 “ 四 端 ”“ 五 行 ” 及

“尽心知性”“知性知天”的阐述，《中

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

谓教”和 《大戴礼记·本命》“分于道谓

之命，形于一谓之性”的定义，《吕氏春

秋·不二》 中“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

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

贵 齐 ， 阳 生 贵 己 ， 孙 膑 贵 势 ， 王 廖 贵

先，兒良贵后”及 《尸子·广泽》 中“墨

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

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的系统总

结，西汉王褒、严君平、扬雄“道德仁

义礼”的体系构建，都为我们研究古代

哲学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材料。

可见，中华民族在创造灿烂文明的

进程中，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丰富系

统的哲学思想。但是，自 19 世纪末 20 世

纪初以来，一些中外学者习惯于运用西

方哲学史范式来书写“中国哲学史”，大

量关于中国哲学史的著作成为西方哲学

框架下的中国哲学史叙述。当前，深入

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要有构建中

国特色中国哲学史话语体系的意识。这

既是我们书写中国本位“中国哲学史”

的必然要求，也是增强文化自觉、坚定

文化自信的内在需要。

构 建 中 国 特 色 中 国 哲 学 史 话 语 体

系，可以利用典籍中的诸子学说、百家

理论，展示中国古圣先贤在认识世界、

改造世界时的心路历程、思想火花和哲

学思维。一是积极利用古圣先贤创造的

中 国 古 代 哲 学 的 标 志 性 成 果 进 行 再 思

考。比如，中国古代以“三易”阴阳为

代表的卜筮教化和以 《易传》 为代表的

三才合一的实践学说，以 《道德经》《庄

子》 抽象的“道”为代表的形而上学，

以 《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荀

子》 为代表的“人本”“民本”和“性

本”哲学，等等。二是针对中国哲学史

书写存在的西化问题，有的放矢地构建

起中国本位的反映古圣先贤揭示事物本

质、发展规律、运行模式和守中原理的

学术范畴和话语。可以利用“三易”揭

示的“阴阳”观念，《洪范》 揭示的“五

行”学说，《易传》 和“蜀学”揭示的

“三才”思想，孔子等倡导的“中庸”理

论，儒家经典确立的“尊师重教”“学以

致道”“教学为先”“格物致知”等认知

途径。三是对于道德哲学这一中国古代

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可以利用儒、

道等诸子思想资料，构建“道为之元，

德为之始”“仁义礼乐”为用、“孝悌忠

信礼义廉耻”为行的道德哲学和情感哲

学；利用儒墨名法对道德伦理、人文情

怀、社会关系和日用常行的各种论述，

梳理归纳“孝悌忠恕勤、温良恭俭让、

恭 宽 信 敏 惠 、 仁 义 礼 智 信 、 天 道 命 性

情”等实践伦理。

从 前 ， 孔 子 利 用 “ 旧 法 世 传 之 史 ”

整理成 《六经》，后世儒者通过“游文于

《六经》 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等方

式，创造性地构建起庞大的儒家学派和

系统的儒学理论。今天我们也应该沉潜

丰富古籍、立足百家学术，用中国的学

术话语、理论框架和思维模式，在更宽

广 的 视 野 中 还 原 出 我

国 本 来 的 哲 学 史 ， 构

建 中 国 特 色 中 国 哲 学

史 话 语 体 系 ， 进 而 丰

富 世 界 哲 学 思 想 宝

库 ， 为 人 类 文 明 进 步

作出新贡献。

（作者为四川大学

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

沉潜丰富古籍 立足百家学术

丰 富 世 界 哲 学 思 想 宝 库
舒大刚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古老而伟大的民

族 ， 创 造 了 绵 延 5000 多 年 的 灿 烂 文

明。在长期实践中，中华民族培育和形

成了独特的道德规范，如自强不息、敬

业乐群、扶正扬善、扶危济困、见义勇

为、孝老爱亲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

道德规范，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

永不褪色的价值。”中国古代大量鸿篇

巨制记载了古人丰富的道德理念、道德

规范和懿德美行，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

的重要精神动力，值得我们深入挖掘、

大力阐扬，推动全社会积善成德、明德

惟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凝聚强大精神力量、提供坚强道德

支撑。

准确把握历史渊源。道德是人类社

会特有的现象。马克思主义认为，道德

是人类脱离动物界并组成社会以后，从

人类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发生并在长期

的社会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氏族是我们

目前所能追溯到的人类道德起源最早的

社会组织。中国古史传说，早在夏王朝

诞生之前，在氏族社会阶段，舜让契做

司徒“敬敷五教”，即对百姓进行五种

道德规范教育，并起用德才兼备的“八

元”和秉性善良的“八恺”为官。《尚

书》 中夏王朝诞生后关于道德规范的记

载 就 更 多 了 ，《禹 贡》 中 有 “ 祗 台 德

先”，《汤誓》 中有“夏德若兹”，《盘庚

上》 中有“不敢动用非德”，等等。这

些记载都表明，在进入阶级社会前后，

中国古人已开始注意并自觉利用道德来

影响和调节社会生活。西周建立后，统

治者从“专恃天命”的殷鉴中吸取教

训，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

和“明德慎罚”的思想。周初制礼作

乐，主要就是出于确定道德规范和社会

秩序的目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

古人的道德思想进一步发展，孔子提出

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观，为我国封

建社会居于主导地位的道德规范奠定了

最初的理论和思想基础。

深入挖掘丰富内涵。中国传统意义

上的“道德”涉及公私义利、教化德

治、待人交友、人生处己等方方方面，

涵盖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生的责任、

担当和追求。在国家层面，一方面，先

哲们高度重视教化德治，把道德视为国

家的根本，主张“为政以德”，如 《尚

书·大禹谟》 提到的“德惟善政，政在

养民”，《论语·为政》 提出的“道之以

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

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等等；另

一方面，先哲们追求的是国家利益、整

体利益优先，强调要处理好整体利益与

个人利益、行为之道义与功利的关系，

如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提到的“大

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

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范仲淹的名

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等等。在社会层面，先哲们强调

要 树 立 正 确 的 义 利 观 ， 如 《荀 子·荣

辱》 提到的“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

后义者辱”，韩愈说的“利居众后，责

在人先”，等等；同时，先哲们还高度

重视建立正确的待人接物方面的道德规

矩，如 《礼记·坊记》 中的“君子贵人

而贱己，先人而后己”，朱熹说的“以

己之心，度人之心”，等等。在人生层

面，先哲们强调要修身养德，对生死、

力命、荣辱、忧乐和穷通等问题有卓然

通达的态度，如 《论语·卫灵公》 提到

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

以成仁”，《孟子·滕文公下》 中的名句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

屈 ， 此 之 谓 大 丈 夫 ”， 陆 九 渊 提 出 的

“君子遇穷困，则德益进，道益通”，

等等。

充分利用思想资料。当前，要深入

挖掘古籍蕴含的道德规范。一方面，需

要拓宽史料来源，比如，考古发现为我

们提供了长期湮没无闻的珍贵古文献，

值得高度重视。北大汉简 《周驯》 记录

了周昭文公训诫共太子，通过所讲古代

圣贤历史故事的道德含义，来阐述“尊

贤”“爱士”“听谏”“爱民”等治国之

道。这样的考古发现，能够进一步拓宽

中国传统道德研究的史料来源。又如，

少数民族古代文献中也有不少关于道德

规范的优秀思想，值得进一步深入发

掘。藏族 《格萨尔王传》 中的“坐在家

中 活 百 岁 ， 不 如 为 国 争 光 彩 ”， 傣 族

《布 算 兰》 中 的 “ 助 人 为 乐 ， 人 家 才

爱 ”， 等 等 ， 都 是 可 以 利 用 的 思 想 资

料。另一方面，对从古籍中挖掘出来的

道德规范，要结合时代要求进行创新转

化，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出去、

传播开来，让蕴含在古籍中的中华优秀

传统道德规范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作 者 为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大 学

教授）

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

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道德规范
周 群

我 国 古 籍 历 史 悠 久 、 卷 帙 浩

繁 ， 承 载 着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

凝聚着古圣先贤的深邃智慧。在

内 容 丰 富 的 中 华 优 秀 传 统 文 化

中，人文精神是重要方面。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中华文化历来强调

对人的尊重和关怀，孔子的‘古

之为政，爱人为大’，孟子的‘为

天 下 得 人 者 谓 之 仁 ’， 荀 子 的 人

‘ 最 为 天 下 贵 ’， 墨 子 的 ‘ 兼 相

爱’，都强调人的自身价值。”古

人 云 ：“ 万 物 之 中 ， 以 人 为 贵 。”

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

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

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

享，要求我们结合新的时代条件

传承和弘扬好人文精神。我们要

善于从古籍入手，做好人文精神

的归纳总结、提炼升华，为推动

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精神动力。

“人文”一词，最早见于 《周

易》， 本 义 是 指 对 人 进 行 礼 乐 教

化。西周时期，对人的教化、人自

身的修养开始受到重视。后来，孔

子称赞周王朝“郁郁乎文哉”，指

的就是文明教化成果斐然。春秋时

期，人文精神中“以人为本”的思

想得到了强化。《左传》 中记载了

郑国执政子产的

一个故事，大意

是说因为天上出

现异常天象，多

个国家同时发生

火灾，有人主张

用珍贵玉器来祭

祀 ， 被 子 产 拒

绝。因为子产认

为：“天道远，人道迩。”意思是天

上的事情飘渺遥远，人间的事情切

近相关，怎么能用“天道”来影响

和决定“人道”呢？人的主体性，

就这样逐步确立起来，人文精神的

内涵也随之越来越丰富。

在个人对自身方面，人文精神

强调修身。我们常说的“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这句话来源

于 《大学》。古人把“修身”作为

教化的起点，包含着作为独立个体

的人的人格和尊严首先要得到承认

和尊重的思想。同时，人文精神还

要求在修身时把天性和修养结合在

一起。《论语·雍也》 中说：“质胜

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意思是说，人如果天

性胜过修养就显得粗野，如果反过

来就会显得浮夸，只有把天性和修

养有机结合在一起，才能称得上是

君子，才是真正的修身。修身要求

个 人 高 度 自 律 、 践 行 诺 言 。《论

语》 中说子路“无宿诺”，意思是

子路践行诺言毫不迟疑，答应的事

情就会立刻去办。《新序》 中记载

的“季札挂剑”故事，也是古人

“重然诺”、严于修身的千古佳话。

在 个 人 对 他 人 方 面 ， 人 文 精

神要求包容。古人认为品行宽厚

的君子，对于他人有一颗包容之

心。《论语》 记载，在孔子周游列

国 时 ， 子 路 有 一 次 没 能 跟 上 队

伍 ， 问 种 地 的 老 农 ：“ 子 见 夫 子

乎？”老农毫不客气地说：“四体

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孔

子听说后不以为忤，反而称赞老

农是“隐者”。还有一个子产不毁

乡校的故事。郑国百姓很喜欢在

乡校聚集，议论时政。有人劝子

产：“干脆把乡校拆了吧。”子产

说，为什么要这么做呢？百姓是

我的老师啊，我为何要去拆毁乡

校呢！对此，唐朝的韩愈很受触

动，写下 《子产不毁乡校颂》 来

称赞此事。在人文精神中，既强

调个人作为人的主体性，也尊重

他人作为人的主体性，所以人文

精 神 也 要 求 彼 此 尊 重 个 性 差 异 ，

互相理解和包容，在此基础上和

而不同、和睦相处，才能构建起

和谐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

在个人对人类方面，人文精神

提倡大爱。《周易》 中有句名言：

“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意思

是说，君子要像大地一样，德行宽

广深厚，化育万物，因此对待他

人，要有一种温情的爱意。孔子认

为，君子的核心品行是“仁”，而

“仁”的本质就是“爱人”。不仅要

爱自己的亲人，还应该爱天下之

人，这就是孟子说的：“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这种对于全人类的大爱，是

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也是中华民

族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中国古

人追求的社会发展的理想状态是

《礼记》 提到的“天下大同”，“天

下大同”的前提是“天下为公”。

放在今天可以理解为，在发展、安

全、气候等关系人类共同命运的大

事上，国与国之间应该携手合作、

同舟共济。

（作者为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

所长）

万物之中 以人为贵

做好人文精神的总结和升华
冯胜君

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族赖以维

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家共同的

思 想 道 德 基 础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

国许多古籍蕴含着做人做事和治国

理政的深刻道理，是传播价值理念

的重要媒介。我们要深入挖掘古籍

中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坚持有鉴

别 地 加 以 对 待 、 有 扬 弃 地 予 以 继

承 ， 增 强 文 化 自 信 和 价 值 观 自 信 ，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为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提供精神支撑。

深入挖掘古籍中关于做人的价

值理念。中华民族自古重视如何做

人的教育，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等

价值理念代代相传，蕴藏在众多古

籍中，植根于中国人的精神中，体

现在中国人的行为上。一是勤学多

闻。古籍中提倡勤学多闻的篇段数

不胜数，比如 《中庸》 中的“人一

能 之 ， 己 百 之 ； 人 十 能 之 ， 己 千

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

必 强 ”，《礼 记》 中 的 “ 独 学 而 无

友，则孤陋而寡闻”，《论语》 中的

“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等

等 。 二 是 谦 虚 为 尚 。《尚 书》 说 ：

“满招损，谦受益。”无论是学习，

还是做事，都不能自满。毛泽东同

志所言“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

落后”就是“满招损，谦受益”的

现 代 表 达 。 三 是 刚 健 为 美 。《周

易》 说 ：“ 天 行 健 ， 君 子 以 自 强 不

息 。” 日 出 日 落 ， 春 去 秋 来 ， 自 然

的 运 行 是 非 常 刚 健 、 永 不 停 息 的 ，

优 秀 的 人 也 应 培 养 自 强 不 息 精 神 。

四是富贵以义。《论语》 说：“不义

而 富 且 贵 ， 于 我 如 浮 云 。” 孔 子 认

为获取财富、官位等，要通过正当

的 途 径 ， 比 如 靠 自 己 的 真 才 实 学 ，

而 不 能 用 投 机 取 巧 等 不 讲 道 义 的

伎俩。

深入挖掘古籍中关于行事的价

值理念。中华民族的行事之道和处

世哲学，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

的。古籍中记录着大量古人关于人

与人、人与社会等问题的思考，对

于规范当代中国人的行为方式仍然

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一是顾全大局

之道。《左传》 说：“皮之不存，毛

将焉附。”人世间的依存关系很多，

爱 护 家 庭 、 爱 护 社 会 、 爱 护 国 家 ，

就是顾全大局。《左传》 还说：“居

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在

风调雨顺之年，预防可能发生的灾

害，也是一种顾全大局。二是讲信

修 睦 之 道 。《礼 记》 说 ：“ 选 贤 与

能，讲信修睦。”《论语》 说：“与朋

友交，言而有信。”人与人之间、国

与国之间，讲究信用、谋求和睦是

中华民族历来恪守的价值理念。三

是 善 始 善 终 之 道 。《诗 经》 警 示 ：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凡事要有

良 好 的 开 头 ， 也 要 追 求 圆 满 的 结

局，无不以“善始善终”作为行事

的正面价值判断。四是人和至上之

道。《孟子》 说：“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天时、地利、人和

都关系到行事成败，但“人和”是

排 在 第 一 位 的 ， 意 味 着 内 部 团 结 、

上 下 一 心 是 行 事 、 成 事 最 重 要 的

因素。

深入挖掘古籍中关于爱国的价

值 理 念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爱

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是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同心同德、自

强 不 息 的 精 神 纽 带 。” 翻 看 儒 家 典

籍不难发现，儒家所推崇的价值理

念 不 仅 包 含 “ 修 身 ”“ 齐 家 ” 等 个

人层面和社会层面的要求，更蕴含

着 “ 治 国 ”“ 平 天 下 ” 等 国 家 层 面

的 要 求 。 一 方 面 ， 倡 导 “ 国 家 至

上”观念。《大学》 说：“欲治其国

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

其 身 。” 修 身 、 齐 家 、 治 国 、 平 天

下，既强调把个人人生同国家命运

紧密联系起来，又将“治国”视为

崇 高 事 业 。《尚 书》 说 ：“ 克 明 俊

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

姓 。 百 姓 昭 明 ， 协 和 万 邦 ”。 这 句

话可以理解为，只有把家庭关系协

调好、让百官各负其责，国家才能

团结兴旺，才有可能达到“协和万

邦 ” 的 理 想 治 理 状 态 。 另 一 方 面 ，

推崇“天下为公”理念。爱国，就

会希望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古人

对 理 想 社 会 有 自 己 的 设 想 。《礼

记》 说 ：“ 大 道 之 行 也 ， 天 下 为

公。”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不独亲

其 亲 ， 不 独 子 其 子 ”“ 老 有 所 终 ，

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

疾 者 ， 皆 有 所 养 ”。 这 一 理 念 与 马

克思、恩格斯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

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值得我们深入

挖掘研究。

（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

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

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滋养
杜泽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价值理念价值理念、、道德规范道德规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创新性发

展展。”。”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古籍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加强古籍研究可以为我们认识世界加强古籍研究可以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改造世界提供有益启迪，，可以为党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可以为党治国理政提供有益启

示示。。我们要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我们要深入挖掘古籍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价值理念价值理念、、道德规范道德规范，，并结合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加以改造并结合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加以改造、、补充补充、、拓展拓展、、完善完善，，激激

活其生命力活其生命力，，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增强其影响力和感召力。。今天刊发今天刊发 44 篇文章篇文章，，围绕这一主题进行探讨围绕这一主题进行探讨。。

——编编 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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