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伦关系
黄沛荣（台湾大学教授）：

国学除了追求传统文化真谛，还要对当今社会发展有
用，将古人的智慧融入到现代人的生活中。伦理观念就是
人与周边的人、事、物的相互关系及对待、处理原则，其
中人伦关系至为重要，一个现代人要获得成功，离不开好
的人际关系。

需要君子
傅修延（江西师大教授）：

现在很多人在谈西方的贵族精神、绅士风度，我认为
不如多提倡中国的君子。贵族有血统，君子却是人人可追
求。现在教育缺少这一块，君子之范失落了。“君子”应

在我们的文化血脉中，它是与黑厚之类相对的。现在说谦
谦君子，似乎只是遇事退让、无所作为。其实古代君子的
含义不只是谦逊，更是胸怀远大、敢于引领担当的人，这
个好像被遮蔽了。我看不少学校的校训是自强不息，为何
偏偏少了主语“君子”呢？国学应该对社会潮流进行引导，
树立中华魂魄。

读懂古人
廖名春（清华大学教授）：

解读《论语》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通常认
为孔子有愚民思想。其实，由、知可当作假借字，由———
迪（引导），知———折，这样解释，意思就拧过来了，成了
“民众可以引导，但不能强迫其接受”，这是典型的民本思
想啊。所以说，读懂古人，要以理性思维审是非，以文献
功夫解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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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国学研究与国学教育”研讨会在南昌大
学举行。!" 多位来自海峡两岸的专家学者齐聚在“豫
章故郡”南昌畅谈国学，可谓群贤毕至。聚会的机缘
是 《正学》 首发式，由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主办的大
型学术集刊 《正学》 面世了，它主要发表中国传统国
学及相关研究论文，延及国外汉学。国学研究者多了
一个新的平台和阵地，心里自然高兴。

江西省副省长朱虹表示， 《正学》 的创办，有着
绍继先贤的文化使命感与历史责任感，有着敢于“为
往圣继绝学”的学术精神。翻阅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出版的这本内容厚重的集刊，包括 # 位台湾教授在
内的与会者，纷纷打听出版情况和投稿审稿要求。

坚守，而不是媚俗

与会专家对当前“国学热”兴起的原因作了回顾，
认为国学特别受关注时，每每就是“中学”与“西学”

碰撞最为激烈的时候，同时也是中国历史命运发展的
关键时刻。当今社会大众的国学热，缘于对当代社会
各种浮躁肤浅之“快餐文化”的厌倦感以及对本土人
文传统的渴求。在这种社会心理支配下，国学热容易浅
尝辄止，甚至形成新一轮的“国学快餐”。为了可持续发
展，应克服国学娱乐化与商业化的倾向，让它传之久远。

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说，当前一大问题是
几代人文化的缺失，许多国人对美国文化的兴趣已超
过国学，但不管国学能不能正式列入学科目录，不管
将来如何，我们都要义无反顾地坚守基础的东西，坚
持自己民族文化的主体性，为了将来，多培养一点读
书的种子。

来自台湾的北京大学特聘教授龚鹏程指出，社会
上“大师”很多，但我们高校的国学研究传播，不应
该是媚俗的。我们可以真正研究文献，培养能真正接
上传统文化研究的学生，同时把传统的人文精神融入
现实生活中。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傅刚认为，不能用世俗
的目光衡量国学，不能用有用无用来看国学研究
教育。现在国学有些滥了，搞不清含义，不断

有加入的。有人提国学就是中国学，我认
为扩大范围虽然好，但国学毕竟是有独立

的研究学习对象的，它讲究考据、实

证，也结合现代西方的研究方法，它有着自身坚实的内
容，是乱不了的。

南昌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程水金表示，目前国学热
处于升温期，但“国学”的概念在社会上被滥用，严重
影响其作为一个学科的严肃性和科学性。“国学教育的
目的，应当是培养健全的人格和对传统文化精粹尤其是
原典的深入了解。”

台湾“中研院”研究员陈鸿森指出，我接触的一些
研究机构，中学西化很严重。全球化下我们很难再抱残
守缺，但中华文化一定要有自己的文化论述，坚守核心
的东西。

厘清，内涵与外延

经过广泛交流，与会专家对国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形成比较一致的看法。所谓国学，就是依赖中国传统的
文字、音韵、训诂所指向的特殊思维路径，在融贯经史

子、参究天地人的整体观照之
中，研究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识、
思想观念、言说方式与行为方式；
在当代学术文化的语境之中，融
旧开新，再续人文传统，培植理想
的未来人性，构建新型的情理范
式，重铸炎黄子孙的民族心魂，并
积极参与当代世界人文价值与全
球普适伦理的文化重建。

专家学者还围绕“国学学科
建设”问题进行深入研讨，提出
不少建议。专家们认为，国学应
该是个大的“学科门类”或者至
少是个“一级学科”。国学不是
一个具体的职业教育，而是整体
素质与综合能力的培养，尤其是
要培养人文学科薪火相传的“读
书种子”。而国学教育水平的提
高，有赖于中学阶段的国学基
础。

国学，在台湾很“正”

与会的台湾专家介绍，他们在小学时就学习用毛笔
写作文，初中能熟读孔孟文章。国学在台湾一直未中
断。而一直使用繁体字，对古文和古籍可有较好的理解
能力。

据介绍，台湾很多家庭注重孩子的国学教育，许多
县市每年举办“儿童读经大赛”。还有每年的汉字文化
节、博物馆的各种展览等。台湾社会的国学氛围浓厚，
知识分子普遍有较好的国学基础。当年连战、宋楚瑜、
郁慕明访大陆的演讲引经据典，其中承载的中国圣贤智
慧，折服了大陆听者。

记者曾在台湾一次酒席间，听一位民进党大陆事务
部门的主管且吟且唱，背了三首《诗经》。可见，民进
党当政 #年推行的“去中国化”，对中华文化来说，只
是伤及皮毛，没有伤筋动骨。

台湾民间有大量学者开传统文化课、讲经论道，有
的开私塾。龚鹏程教授说：“台湾的优势在于传统社会
的结构没有变，各种原生性、地方性的社团，都会在社
会上延续传统文化价值观。”

随着大陆引进台湾版的 《中华文化基本教材》，两
岸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可望相互取经、得益。

海峡两岸学者南昌论国学———

为民族留下“读书的种子”
本报记者 连锦添文$图

声 音

两岸与会专家到上饶市，参观当年朱熹讲学的鹅湖书院。

专 家

说国学

图为专家组发言。

“读读历史啦，英国白人殖民时代，亚洲人在香

港只是次等人！”
———香港网友

一个名为“香港人优先”的组织，计划于今年 %月 &日在
中区驻港部队总部门外集会，并声称会展示英女皇头像、悬挂
英国国旗并播放英国国歌等，借此“宣示香港人主权”。据香
港《文汇报》报道，香港市民对此普遍表示反感，批评他们自
称代表香港人，是一种“骑劫霸权”，又揶揄该组织以英国旗
来“宣示香港人主权”，是“智商有问题”。网民“解码”直
言：“‘香港人优先’居然优先挥英国旗，挂羊头卖狗肉？”
“'(&&"&)*”揶揄道：“举殖民旗叫自主？他们真是智商有问
题！”

“我希望大陆新娘未来能在蓝绿角力中显示力量，

促进两岸和平交流，成为一条纽带。台湾有 +, 万大

陆新娘，她们背后是 +, 万个家庭，拥有台湾身份证

的有 -"多万，这是一个庞大的选举后援军。”

———大陆新娘卢香月

台湾 《旺报》 近日报道了大陆新娘卢香月的故事。-"&"

年，卢月香和一群姐妹在台湾成立中华生产党，她担任党主
席，该党成员七成以上都是大陆配偶。现在，中华生产党已拥
有 --"""多名党员，多为大陆移居台湾人士，还包涵台湾的退
役军人、文艺界人士、大学生和“新住民”等。台湾媒体称，
该党已渐渐成为台湾政治格局中的“关键少数”。

“台独基本教义派”不能一谈到大陆就说“不”，

而要多了解、多接触，对大陆的好和坏都要了解，凭

空乱骂一通的旧思维、旧资料已不能说服人。

———民进党前“立法委员”林进兴

自称属于“独”派的林进兴 .月 &# 日接受台湾媒体访问
时说，大陆政协主席俞正声欢迎“独”派人士到大陆走走看
看，说得很有道理。林进兴从 &//&年起就在北京开设电脑公
司，前前后后到过大陆至少 !"次，对大陆非常熟悉。而他身
边的一些“台独”人士，一说起大陆就引用二三十年前的旧资
料，难以服人。他认为，俞正声的欢迎包括面向那些没有去过
大陆的人，比如“台独基本教义派”。

新规不只是救无辜被害人的命，也救开车者的

命，何严之有？

———台湾台中市市长 胡志强

台湾正在推出重罚酒驾的新规章，台中市的版本尤其严
格，如果同车友人知情不报，也要罚款 &万元新台币。针对社
会争议，胡志强 .月 &%日表示，这种规定不只是救无辜被害
人的命，也救开车者的命，一点都不严。

（闵 喆编辑）

由两岸 +"多位画家的山水画作组成的“彩笔绘中华”大
型画展，继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后，.月 &#日至 -+日在台
北展出。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到场致词，他期待两岸艺
术家帮助两岸“心灵契合”，为两岸的手携手、心连心发挥作
用。

台湾画家李奇茂在开幕式上表示，大陆江山多娇，台湾山
河锦绣，两岸画家有共同的责任把中国山水之美和中国画的艺
术传递出去，为中华艺术争取更辉煌的明天。

画展由大陆中国画学会和台湾两岸和平文化艺术联盟等联
合主办。两岸和平文化艺术联盟总会秘书长李沃源介绍，参展
的两岸画家到黄山、日月潭、阿里山等地写生，共同描绘中华
胜景。他在开幕式上感性地说：“我是金门人，就住在曾经发
生两岸血战的古宁头，上一代的事情我们无法决定，但这一代
的事情我们能够决定，文化可以影响很大，两岸要把中华文化
做大做强。

上图：观众在欣赏两岸画家共同创作的《阿里山之美》。

手捧香港首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清
单，廖迪生连说几个“最后一代”。

围头话、宗族口述传说、叹歌、咸水
歌、竹枝词、搭棚……传承人无一不是年
事已高。“大部分香港人都没见过，我想
也不关心。”为普查倾注大量心力的香港
科技大学华南研究中心主任廖迪生苦笑了
一下。

香港民政事务局委托研究中心进行全
港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普查，历时
+年半，近期公布了工作成果———!"""多页的资料、超过
! 万张照片、约 #"" 小时的录像。建议清单上的项目有
,%%个，就蕞尔小岛香港而言称得上丰富，但当中不少风
俗技艺日渐式微、濒于消失。

侯家四代住在上水河上乡，三层丁屋宣示着原居民身
份。侯婆婆讲围头话，一种据说有过千年历史、在香港比
广东话更早出现的本地围村方言，孙辈却连数字一到十都
说不出。
“地豆炊鸡春，知不知道是什么菜？”侯婆婆问大家，

刚刚从国外留学归来的孙女琳琳摇摇头。“地豆即是花
生，鸡春即是鸡蛋，花生蒸鸡蛋！”家人没有强逼琳琳学
围头话：“以前讲围头话给人‘乡下仔’的印象嘛。”要

问讲围头话有什么用？侯婆婆说不出大道理，她只希望乡
音不会失传。

围头话是香港非遗清单“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类别
下的一项。廖迪生说，香港新界很多乡村历史悠久，但近
几十年来，随着经济转型，乡郊的年轻人外移，村内财政
紧张及人手短缺，对保存传统风俗习惯造成困境。

非遗工作似乎就是在与这股时代大潮赛跑。“幸好普
查开始得早！”记者感慨。“不算早，有人给了我们资料
就过身了。”廖迪生的话令人一时错愕。

他默默拿来一本旧书刊，里面满篇谜语。“白首雄心
志不移，打一‘恁’字”；“急就章，打一成语‘刻不容
缓’”；“兔，打香港电影《龙兄虎弟》”……这些巧思谜

面的作者是香港联谜社前主席白福臻。他曾多次于元宵、
中秋节在维园、荔园等处设谜坛征猜。-"&& 年，他接受
非遗普查工作小组访问后不久辞世。

非遗通常以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人”是其载体，
人亡艺亡，绝技成绝响，让人唏嘘。廖迪生说，仍有不少
身怀技艺的老人如“愚公移山”般试图留住“香港记忆”，
工作组在考察过程中多次被感动。

黎女士出生在一个水上人家的船上，耳濡目染学会了
渔民的叹歌，婚嫁“生礼”唱，丧葬“死礼”也唱。后来
上陆，定居朗屏公屋，黎女士热心教人唱叹歌。但凡亲友
去世，她便主动在仪式上唱，接连唱几个小时，即场描述
丧礼摆设、过程、出席者。对她来说，“叹歌是不能缺少

的仪式”。
黎女士已经六七十岁，随着这“最后一代”传承人老

去，廖迪生认为相应的文化传统很快会凋零。而“非遗”
是个契机，长洲太平清醮和大澳端午龙舟游涌也一度陷入
停办危机，几年前获列入国家级非遗后峰回路转。
“不过，列出清单只是第一步。”普查工作小组提出设

立传承人制度、相关基金以及营造欣赏及接受传统技艺
的社会环境等建议，廖迪生说，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何为“围头话” 何为“咸水歌”？

救救几成绝响的“香港记忆”
中新社记者 贾思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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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画家绘山河
陈晓星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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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本版 !月 +&日右上图应为青岛历史建筑总督

府。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