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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
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梦想，传承优秀传
统文化是大势所趋，也是时代使命。
在这一宏大背景下，五千年华夏文明
留下的文化瑰宝频频以各种形式“出
圈”“圈粉”。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复
兴不是民族复古，文化传承不是文化
照搬，而是时代提出的新课题：当中
国崛起于世界之林时，面对这一巨
变，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的文化传统。
尽管众说纷纭，但不可否认的是，继
承传统文化的同时还要追随时代步
伐，亦即守正创新。通常而言，守正
创新，即按照事物的客观规律和本质
要求，有目的地创造性实践，生产出
合规律性和目的性的新成果。在这个
意义上，由作家出版社、中国青年出
版社和辽宁人民出版社分别推出的李
瑾《论语释义》《孟子释义》《山海经
释考》，便是一次对经典守正创新的
重释。

《论语》《孟子》 以及 《山海经》
诞生之初的社会地位没有后世显赫，
他们能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源头或标
签，就是在一代代人的不断重释和解
读中“累积”完成的。这意味着，经
典文本存在艺术一极和审美一极，内
含一个随时召唤读者能动参与进来的
开放性结构，可以通过后人不断理解
阐释，创造性地呈现出深层意蕴，实
现增殖。而这，也就是前面所说的守
正创新的基本含义。李瑾的这三部释
义或释考之作，重点在“释”上，也
就是注释加阐释，通过对经典本义的
追寻，实现与文化新命的嫁接。

显然，在李瑾看来，经典必须担
负起让民众树立文化自信的使命。也
正基于此，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神话—现实”“想象—理论”“社会—
自然”等诸多价值集束的 《山海经》

《论语》《孟子》，必须经过重新阐
释，实现传统文化与新时代认识改造
客观世界的具体实践有机融合，才能
集中统一在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和中华

民族的精神气质上。
所谓“正”，就是绵延至今的优

秀文化传统，而这一传统是通过思想
观念体现的。这三部经典的思想博大
驳杂，相通之处亦很多，李瑾的重释
规模较为庞大，新见迭出不鲜，其中
观点或要点很难一言蔽之，这里仅以

“贵生”和“尚和”略论他是如何借
助文化传统进行守正创新的。“贵
生”即以生命为尊贵者，《尚书·泰誓
上》 云：“惟天地万物父母，惟人万
物之灵。”《易经·系辞传下》云：“天
地之大德曰生。”古人很早就提出珍
爱生命，珍视当下实践和人伦日用。

《山海经》中，“贵生”思想体现在厌
死、拒死上，人和植物一样，可以复
生。按李瑾的研究，除精卫、鼓、钦

、颛顼借体而生，刑天、夏耕残体
而生外，还有借植物而生的帝女、夸
父和蚩尤。有意思的是，同为帝女，
一个化生精卫鸟，一个则化生植物，
据《中山经》：“又东二百里曰姑媱之
山。帝女死焉，其名曰女尸，化为
草，其叶胥成，其华黄，其实如菟
丘，服之媚于人。”李瑾提出，上述
借体而生的传说或现象是很值得留意
的，中国传统哲学讲“道生一，一生
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一气元始
化二气阴阳，再得万物自生自化，无
非因为万物生而具有阴阳和合而自生
的道性，故而可通过借体实现“生”
的转移和重启。这个意义上，盘古也
好，女娲也罢，都是自化而非他生而
来，这是中国创世说所独有的逻辑理
路。某种意义上，《山海经》 中的这
种自化/借生形象也孕育了具有中国
特色的哲学观。文本中的人、神、兽
杂糅是一种普遍状态，既难找到一个
纯粹的“人”，也难找到一个纯粹的
神或兽，一切带有生命现象的物体都
自赋了某种“灵”。《论语》 和 《孟
子》的“贵生”思想，集中体现在孔
子“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
生，焉知死”和孟子的“生于忧患，

而死于安乐也”。孔子的思想是现实
主义的、理性主义的、人文主义的，
他重视的是今生和入世，其倡导学为
君子，以君子超越鬼，以存在超越
死，只有把人做好了，把生的问题解
决好了，才能理解鬼、死这样的终极
问题。而孟子的思想也是现实指向和
人文倾向的，他认为忧患会使人谋求
生存发展，贪图享受就会让人倾颓败
亡。苍天是否将降大任难以确定，但
人在困难环境中，必须努力唤醒个人
的主体性，以人心支配人身，达到身
心如一的境地，才能顺应天命，建立
完全的自我/勋业，使自己由自然人
升格为道德人、宇宙人。李瑾对传统

“贵生”思想的释读，恰好回应了当
下对“内卷”“躺平”的批评和对奋
发有为、事业至上精神的倡导，同
时，也符合最大程度满足人民利益诉
求、增进人民福祉的人民至上观念，
而这恰恰是新时代“贵生”思想的一
种表现。

再说“尚和”。“尚和”即追求和
谐，这是传统文化中的可贵之处。

《尚书·尧典》提出“百姓昭明，协和
万邦”，即倡导政通人和，希冀建立
起符合“天道之和”“人心之和”的
命运共同体。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尚和”思想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具有东方特色的宇宙认识体系和社会
治理观念。《山海经》 中的 《海外西
经》，记载了人神兽和谐乐处的景
象：“此诸夭之野，鸾鸟自歌，凤鸟
自舞。凤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饮
之：所欲自从也。百兽相与群居。”
还记载了夏的建立者启的形象，启半
人半神，“乘两龙，云盖三层。左手
操翳，右手操环，佩玉璜”。有意思
的是，启在 《山海经》 中不战不争，
一如圣人，代表了先民对人间王的美
好想象。上述描写简直就是儒家“大
同”社会的“神话版”，暗含了先民
对和谐社会的强烈渴望。《论语》 以

“和”为核心理念，认为“礼之用，

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
之”。“尚和”思想体现在政治上，即
是孔子推行“郁郁乎文哉”的复古之
道，奉行“以礼让为国”的君子政，
在他心目中，最理想国家是集“行夏
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

《韶》《舞》”于一体。这一观念在孟
子这里则是法先王，建新国，以王道

“一天下”。按照李瑾的理解，孟子建
设和谐社会的方案分三步，一是寻找
理想的国君，二是建立一个新邦，三
是以王道“定”天下“于一”。孟子
的“理想国”并非虚幻高大而难以企
及，而是让百姓有“五亩之宅”“百
亩之田”，在此基础上，一则“勿夺
其时”，保护农耕；二则“谨庠序之
教”，注重教育，进而使“老者衣帛
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如此则王天
下近在咫尺。上述思想在李瑾看来，
恰恰应和了当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价值主张。也就是说，减少冲突，
拒绝矛盾，才有利于人类的共同福
祉，亦即“尚和”利于“贵生”，平
衡是为了发展。必须指出，对和谐社
会、和谐世界的追求并非是突如其来
的一时之得，而是根植于中华民族肥
沃强大的文化传统中。或者说，优秀
传统文化中的“尚和”思想滋养了我
们对安定和谐秩序的渴望与追求。

以上所说，不过是就李瑾三释撮
要而言。进一步讲，守正并非是一成
不变，其目的是为了创新，即在守住
文化根基和源头的同时，敞开大门，
以新姿态、新胸怀拥抱新事物，在多
元格局中发展自我，如此一来，包括

《论语》《孟子》《山海经》 等经典的
传统文化才能旧曲新唱，故调别弹，
焕发出符合大众口味、时代韵味的勃
勃生机。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博导）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
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
山……

这首经典的 《送别》，穿越百
年时空，依然脍炙人口。同样令
人神往的，还有它的作者——李
叔同 （弘一法师） 的传奇人生。

李叔同是新文化运动先驱，
开 现 代 艺 术 教 育 先 河 。 他 在 国
学、诗词、音乐、美术、戏剧、
书 法 、 篆 刻 等 方 面 都 有 极 高 造
诣，是中国 20 世纪前半叶光耀一
时的艺术家和才子。后来，他斩
断尘缘，成为一位僧德昭昭的云
水高僧。这些都被汪兆骞记录在

《李叔同传：从风华才子到云水高
僧》（现代出版社） 一书中。

汪兆骞 60 岁从 《当代》 副主
编任上退休后，潜心研究近现代
史 料 ， 与 一 代 文 化 大 师 灵 魂 相
晤 ， 先 后 完 成 七 卷 本 《民 国 清
流》。之后，他又将目光聚焦于李
叔同，以心写史，致力于呈现传
主 丰 富 、 复 杂 而 和 谐 的 精 神 人
格，还原他凡事认真、勇猛精进
的一生。

作 者 笔 下 ， 李 叔 同 才 情 绝
代，是中国现代戏剧和现代美术
教 育 的 先 行 者 ， 首 开 人 体 写 生
课，惊动各大学府；他在中国传
统诗词基础上，汲取西方音乐养
分创作出的 《送别》，被传唱至
今；他的书法“弘一体”天朗气
清，天地广阔，脱离了世俗的审
美境界，达到了宗教与道德的圆
融；他持律精严，用生命修佛，
追求灵魂的大圆满，成为律宗大
德；国难当头，他的一句“殉道
应流血”，振奋国人抗战意志；他
自觉继承中国“士”文化精神，
不分儒、道、佛，以善意良知为人
格指归，超越狭义的宗教范畴……

汪兆骞认为，体现在李叔同
身上的这种丰富与复杂，与个人
禀赋、时代际遇、传统背景等因
素的碰撞有关，他在中国由传统
走向现代的历史时分，留下了一

个生动的侧影。
而汪兆骞的独特经历，也让

这部书有了区别于其他弘一法师
传 记 的 感 性 与 温 度 。 作 者 的 童
年是在天津意奥租界一栋意大利
风格的小楼度过的。梁启超的饮
冰室、曹禺故居等都在这一片。
出汪兆骞就读的学校大门往北，
一箭之遥便是粮店后街 60 号李叔
同故居。这些都在汪兆骞的成长
中留下了深刻印迹。在本书中，
作者不仅通过史料还原历史，更
通过对历史微声的搜寻，建构起
李叔同的立体形象。汪兆骞谈到
一个细节：“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
我 转 学 到 北 京 六 十 六 中 学 读 高
中，语文老师林逸君是佛学家、
诗人和书法家虞愚的夫人。语文
老师喜欢我，常常带我去她家里
辅导写作，我便与虞先生熟悉起
来。得知他 20 世纪 30 年代从厦门
大学毕业后，一度师从李叔同，
得弘一法师真传，从他那里我对
李叔同有了更真切的认识。”在与
李叔同亲友、学生的交往中，寻
访 弘 一 法 师 鲜 为 人 知 的 人 生 踪
迹，也是 《李叔同传：从风华才
子到云水高僧》的独特价值所在。

“尺牍书疏，千里面目”。用书
信打开历史，寸笺上饱含深情的寥
寥数语，往往能带我们回到历史现
场。仇春霞的 《千面宋人：传世书
信里的士大夫》 是一本以“书信”
为切口的宋史新作，聚焦范仲淹、
司马光、黄庭坚、欧阳修等60余位
名士，围绕 《边事帖》《彬父帖》

《安道帖》《谈笑措置帖》 等 120 余
封传世书信，呈现出一幅千人千面
的宋人群像。阅读此书，仿佛与那
些历史人物隔空相见，可以聆听他
们的声音，观摩他们的作为，管窥
他们的人生；而从书信里涌出的，
是浩瀚历史的一脉支流，在士大夫
的荣与辱、乐与哀的背后藏着宋朝
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的万般
景象。

书信真实定格了宋代名士的书

写瞬间，这些从心中流淌出的文
字，涉及战场、官场、治学、人
情、生死等方面。该书每篇均以书
信为引，再讲写信人的故事，进而
徐徐揭开“卸了妆的”历史大幕。

历史是无数个偶然组成的必
然，在那些惊心动魄的瞬间，总有
人闪耀在历史的天空里，《彬父
帖》的收信人虞允文便是如此。完
颜亮率兵数十万饮马长江，南宋面
临危机，年届五十、从未指挥过战
斗的书生虞允文挺身而出，率领一
万多士兵，赢得了采石矶之战，进
而改变了整个战局。当然，宋代文
人书信的内容并不限于朝堂政局，
更有人生百态和社会万象。《茶
录》 的作者蔡襄让建茶升级为贡
品，一场“宰相带货”使山药从山
野走上餐桌，苏轼缘何送一担酒作
为丧礼……这些隐藏在书信中极具
历史温度的信息，丰富着我们对历
史的想象。

仇春霞说，写书就是写自己，
读史就是照自己。每个人都可以在
历史长河的人来人往中找到一些
人，他们与自己有着相似的情怀、
相似的经历，同处相似的环境。至
于结果，可能相似，也可能不同。
帝王将相、忠臣烈士、名士凡人……
他们饱蘸情绪的笔迹里，藏着波澜
起伏的内心世界和独特的心性个
性。书中收录范仲淹 《边事帖》等
三封书信，范仲淹一生曲折坎坷但
从未沉沦，顶着一头白发从贬谪地

奔赴西北抗击西夏入侵，暮年推行
庆历新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情怀至今为
人传颂。翻阅他的书信手迹，却会
发现他总将“仲淹”二字写得极
小。又如那些可敬的“小人物”。
宋朝群星闪耀，涌现出一大批杰出
人才：韩琦、范仲淹、欧阳修、苏
轼、王安石、司马光……相较文质
风雅、名声显赫的他们，“没有特
别高超的才能，也没有太显著的文
治武功”的基层官员余靖，生活单
调、沉默寡言，埋首致力于实务和
民生。沿着蔡襄写给他的 《安道
帖》走进历史深处，会发现正是无
数个“只如耕牛，老死犁旁”的余
靖，“才成就了北宋玩家们的‘风
雅’”。人生需要规划，流传后世
的三封书信串联起“小人物”李建
中的奋斗人生，他早年丧父，“没
有背靠大树的底气，也没有天资支
撑的狂放”，依靠自己的努力致
仕，掌西京留司御史台，于勤学苦
研中成就一代字学专家和书法名家
的声名，在史书上留下属于自己的
一笔。

《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
大夫》是一部兼具学术性、史料性
和故事性的专著，所讲述的虽是

“别人”的命运和故事，却可让我
们在“卸了妆的”宋朝往事中照见
自 己 。 他 们 的 归 宿 已 定 格 成 历
史，而我们的终点，或远或近，
仍在前方。

本报电 （记者张鹏禹） 3
月 26 日，由西安外国语大学
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共同主
办的《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
藏文文献目录解题全编》（以
下简称《全编》） 出版暨敦煌
藏文遗书再生性回归与数字化
学术研讨会在陕西西安举行。

《全编》 重新检录法藏敦
煌藏文文献，参阅法国拉露女
士编三卷本《法国国立图书馆
藏敦煌藏文写本文献目录》、
中国学者王尧主编《法藏敦煌
藏文文献解题目录》等既往成
果，为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
3176 个敦煌藏文写卷分别撰
写目录解题，每个卷号下著录
文献标题 （汉藏对照）、文献
录 文 （分 别 著 录 首 尾 各 五
行）、编目注记、卷子描述、
相关研究信息等，方便读者阅
读与检索。该书对于完善敦煌
藏文文献知识服务体系有重要
意义，出版后受到海内外专业
研究机构关注，入藏 10 余家
海外高校及公共图书馆，海外
发行量占总发行量约12%。

据了解，20 世纪初，数

量巨大的藏文文献流散海外，
其中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
文文献的学术价值最高，是研
究吐蕃时期西藏历史、社会制
度、宗教信仰等的重要史料。
随着法藏敦煌藏文文献的全面
公开以及相关研究水平的提
升，原有目录已无法满足研究
需求，曾参与《法藏敦煌藏文
文献解题目录》工作的西安外
国语大学教授王启龙，带领团
队在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
上完成了八卷本《全编》。

西安外国语大学教授索南
才让在研讨会上表示，于道
泉、陈寅恪、王尧等学人非常
重视藏文文献，曾希望加强这
方面的目录编撰工作，《全
编》实现了老一代藏学家的心
愿，也解决了长期以来藏文文
献史料查阅难的问题。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
辑汤文辉表示，该社未来将通
过图书出版、数据库建设、研
讨会等多种方式紧密衔接研
究、整理、出版3个环节，多
方联动推进敦煌文献全面系统
整理。

本报电（记者
徐嘉伟） 近 日 ，

“为你诵读”杯第
六届现代诵读艺术
盛典展演活动在中
国 现 代 文 学 馆 启
动。本次活动由中
国作家协会全民阅
读 推 广 办 公 室 指
导，中国社会主义
文艺学会、中国文
联《中国文艺家》杂
志社等主办。

活动负责人项
建新介绍，此次活
动以线上线下结合
的形式开展，线上
开设“为你诵读”
等系列诵读平台展
演选拔区，线下以
选拔和推荐的形式
开展巡回展演，吸

引全国诵读艺术精英参与，最终将有
数百名晋级选手获得全国总展演的晋
级资格，参与角逐最高奖项。

启动仪式上，诵读艺术家瞿弦
和、廖菁分别诵读了北宋词人苏轼的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及现代诗
《白鹭》。瞿弦和说：“10年来‘为你
诵读’培养了许多诵读艺术家，希望
所有参加展演的诵读爱好者，特别是
广大青年，能尽展风流、尽显风采，
通过诵读艺术抒发理想，陶冶情操。”

中国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主任、
全民阅读推广办公室负责人李晓东表
示，该活动有助于诗歌精品走进大
众，助推书香中国建设。

据了解，“为你诵读”平台已持
续运营 10 年，旨在用诵读形式让诗
歌进入公众阅读视野。多年来，大量
古典诗歌和现代诗歌通过该平台走进
千家万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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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文献新成果走向海外敦煌文献新成果走向海外

经典重释如何守正创新
——李瑾国学“三释”的启示

韩毓海

书信里邂逅“卸了妆的宋朝”

——读《千面宋人：传世书信里的士大夫》

李 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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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藏文文献目录解题全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供图

韩毓海 郭红松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