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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哲学的差别，不是简

单的形式上的差别，而是类型

上的差别。要把握数千年的中

国文化，就要懂得中国传统哲

学的特点，这样才不至于雾里

看花、隔靴搔痒。

整体关联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注重整体关
联。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
联在一起的。部分在整体里面的任何变
化，都会直接影响到整体，整体的变化也
会影响部分的变化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非常注重整体关联。任何事
物都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在一起的。任何一
个部分，都不能孤立到整体之外去，更不能用它来
说明整体的问题。只有把部分放到整体里面去，才
能正确认识它。部分在整体里面的任何变化，都会
直接影响到整体，同样地，整体的变化也会影响部
分的变化。

这就像一个太极图，里面有阴也有阳，阳长阴
消，阴长阳消，而阴阳又是互根的，阴中有阳，阳
中有阴，阴离不开阳，阳离不开阴。正因为如此，
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强调此
离不开彼，彼离不开此，强调此中有彼，彼中有
此，强调此会转变为彼，彼会转变为此，总之，彼
此是一个整体。

在古人心目中，不论有多少事物，不论现象有多
么复杂，都可以用一个东西贯通，这就是“道”，唐宋
以后也说“理”。可以说，中国文化就是“道”的文
化，孔子讲“士志于道”，庄子讲“道通为一”，佛教
华严宗讲“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我们要求道、悟
道、证道、传道，用“道”来贯通一切。汉代河上公
注的 《老子》 很有意思，他认为老子的很多道理，既
可以用在治身上，也可以用到治国上。“论病以及国，
原诊以知政”，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对人体的认识运用到
政治这个集体上，人体是“体”，集体不也是“体”
吗？范仲淹以“不为良相，便为良医”为人生志向，
早已成为千古佳话。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在中国逐渐形成了一
些根源性的典籍，除佛教外，中国本土的儒道经典有
三玄、四书、五经，三玄是《周易》《老子》《庄子》，
四书是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是

《诗》《书》《礼》《易》《春秋》。这些典籍蕴含有天地

人生的一些根本道理。传统上，一个人都是先通过这
些经典打下全面的基础，不管最终着重研究什么，在
某方面成就有多大，他要说明一个问题，往往会引经
据典，也许有的在我们看来是牵强附会，但他认为都
是从经典里得到启发而发展出来的。因此中国也就有
这样一个传统，就是非常重视前人的研究成果，后人
总是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思想，用古人的
话说，这叫“述而不作”。事实上，后人有很多新的创
造，把文化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他们不会说这是自己
的功劳。

总之，中国古代不像现在有文史哲、政经法、
农工医等复杂的分科，是在一个学派里包含了各种各
样不同的学科。近代一直在争论儒家到底是不是宗
教，其实儒家既是宗教，又不全是宗教。贺麟先生就
说过，“儒学是合诗教、礼教、理学三者为一体的学
养，也即艺术、宗教、哲学三者的谐和体”。不仅是中
国文化，从全世界来看都一样，源头上的文化不可能
分得那么细。像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的学者都
不只是某一学科的专家，他们都是通才。

动态平衡

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中”就是
事物的平衡。平衡就是适度，就是恰好，
既不过，也没有不及。事物的平衡不是静
态的、固定不变的，而是变动的、相对而
言的

中国文化强调中庸之道，为什么要讲“中”呢？
因为“中”就是事物的平衡。如果失去了平衡，就会
产生偏差。平衡就是适度，就是恰好，既不过，也没
有不及。事物的平衡不是静态的、固定不变的，而是
变动的、相对而言的。在这个时间地点取得了平衡，
到了下一个时间地点又不平衡了，又得再调整，达到
新的平衡，这就是动态平衡。比如，中医就认为，一
切疾病都来自于身体阴阳的失衡，也就是偏离了中
道。一个人的身体，由于内伤和外感，阴阳也就不断
地处于不平衡的状态。有些外感是无法避免的，所以
我们要注意调整自己的生活，以适应外界的各种变
化，从而取得一个相对的平衡，这样才能保持自己身
体的健康。

近代哲学家章太炎讲到，西方哲学关注的是物质
世界，物质世界相对来讲是静止的，因此可以对它进
行细致的精确的静态的分析；中国哲学关注人，人世
间的事情是变动不居、瞬息万变的，不可能用静止的
方法，而只能用动态的方法整体把握。近 100 年来，
我们都在用实证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文，而现在的情
况有点倒过来，自然科学开始引进人文方法来研究，
也关心整体、系统、关联、动态、平衡，注重个体差
异。人类思想文化的发展是变动的，这个变动需要我
们很好地思考和研究。

自然合理

中国文化主张自然合理。只有符合事
物的本来状态才是最合理的，这就是自然
合理。这里的“自然”，是指自然而然。
自然合理就是中国的科学思想，它强调一
切都要合乎事物的本性。

中国文化主张自然合理。只有符合事物的本来
状态才是最合理的，这就是自然合理。这里的“自
然”，是指自然而然，是万事万物的本然状态。自然
合理就是中国的科学思想，它强调一切都要合乎事
物的本性。从大禹治水到李冰治理都江堰，指导思
想就是顺其自然、自然合理。大禹治水，看到水总
是要往下流，就疏通河流，让水能够顺畅地流下
去，所以水就治好了。李冰看到水是波动的，就不
用死的、硬的坝栏，而是用竹篓子装上石头，放在
那里，随着水的波动，它也会起伏。汶川地震中，
新修的钢筋水泥的水坝都震坏了，而李冰留下的装
着石头的竹篓子却没有坏。顺其自然的思想，可以
适用于一切方面，适用于人身，适用于社会，也适
用于整个大自然。不顺其自然，人身会得病，社会
会得病，大自然也会得病。大自然本身也在不断调
整，我们要顺应它本身的发展趋势，帮助它取得平
衡，而不是去破坏平衡。

现实中的人和人是有差别的。荀子曾引用 《尚
书》 中的“维齐非齐”来谈他对平等观念的理解，认
为要达到社会的平等，就必须“非齐”；一味追求

“齐”，结果可能反而是“不齐”。孟子说过“物之不
齐，物之情也”，如果都按照同一个标准去对待的话，
那当然就“不齐”了。究竟是“齐”还是“不齐”，不
能只看表面现象。“维齐非齐”4个字背后蕴涵着自然
合理的思维方式。先秦儒家讲“维齐非齐”，宋明理学
家讲“理一分殊”，其根本精神指向是一致的。“等闲
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这是对“理一分殊”
哲学思想的形象化表达。

自然合理就要顺应事物的本性，就要尊重事物的
个性。自然合理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个性化，这跟现
代科学的普遍适用不一样，它注重的不是普遍适用，
而是如何符合这个事物的特性，不是用一个统一量化
的标准去规定。西方近代的思维方式是科学合理，把
普适性放在第一位，要普遍适用才是科学的，但也可
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才普遍适用，离开了这个范围就不
普遍适用了，比如说，牛顿的经典力学就只适用于宏
观物体低速运动的情形。

客观世界是很复杂的，是整体关联、动态平衡
的，要达到自然合理才能相对符合事物的特性。现代
科学的发展也发现，越符合事物的本然就越合理。

（作者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根据楼宇烈先
生上课录音，由卞景、萧师俭整理）

山西省晋城市素以煤铁资源富集著称，明清时期是
远近闻名的铁货产地。泽潞商帮坐大后，便迫不及待地
修宅建院，并竖祠堂、立寺庙，烧高香以寄托更大的希
望。集束分布的以高平市原村乡良户、阳城县润城镇上
庄等为代表的古村落群，传递着晋东南富甲一方的“土
豪”们背后影行的文化密语。

但凡属于几百年的古村，其村名来源的说法都不会
少。比如良户，相传唐代中叶，郭姓和田姓两大家族在
此大规模布阵，称之“两户”。还有人认为，这里百姓
善良，民风淳朴，故而得名。

晋城建市也就 30 来年，良户古村已经存在了 1000
多年。有人家在此居留定所的历史可能更早。战国时期
的长平之战，这里是秦人的进军通途，现今仍保留着的
空仓岭、安贞堡、秦城、马游、康营 （古光狼城）、皇
王寨、皇王头、古寨等村名地名，据说都与这次改变中
原政权格局的战争相关联。

良户古村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北枕凤翅山，南凭虎

头山和双龙岭，林木葱郁。当地村民说“好山育人杰，
好水聚旺财”。

山水资源是一方主人生财旺势的底稿。良户古村
形似展翅欲飞的凤凰，双进士院为凤头，鸽子院后院是
凤尾，东西街为两翼。过去曾有类似“两寨二庄”（指
村西小寨、村东盘龙寨，凤翅山的东庄和西庄）、“九巷
八阁”以及“砖包楼房狮子门，有女嫁到良户村”的诸
多传说，国朝军功院、李家院、高家院、扶凤阁、魁星
楼等建筑群落在风水上不落下风；“四大八小”的典型
四合院、没有倒座的簸箕院三合院、棋盘院以及曲尺院
等格局和形制的民居建筑同样藏风聚气，那些依山就势
的村寨沙石街巷蜿蜒起伏，古朴有致，尽得山川风韵。

良户古村辖良户、蟠龙寨两个自然村。现存最早的
古建筑是始建于金代大定十八年 （公元 1178 年） 的玉
虚观。良户完整保存下来的明代院落有 39 处，且大部
分建于明代万历年间，距今已400余年。蟠龙寨是良户
民居建筑的精华。大气磅礴的城堡式建筑群，将城内空

间布局和宫廷规制与地方建筑特色熔为一炉，晋城工匠
凭借卓越的传统土木石砖营造绝活占得先机，并赋予了
堡内建筑以封建礼制和伦理秩序特别的意义。

精华中的精华当数清代高平号称“三阁老”之一的
田逢吉的私邸“侍郎府”。田府位于蟠龙寨的正前方，
坐北朝南，一进四院，十余层斗拱，布局上坎宅巽门的
风水意识很浓。院落整体风格既雄浑而又不失秀美，建
筑装饰富丽堂皇，精彩美艳，是晋东南古村落民居群落
里的“金凤凰”。

良户古村现住着 505 户人家 1500 多口人。良户村
的民间文化遗产至今仍得到了较为完整的留存和传
承。街道士、出旗山、擎神会、百子桥、送鬼王、晒
龙王、散路灯、迎神赛会等不断传达着民间创造的传
奇；频繁演出的上党八音会、上党梆子戏和高平秧
歌，也不时为古老的农耕经验和乡土乐园礼赞。承续
着祖先的精神血脉，我们相信，良户人还将谱写出更
多的时代佳音。

提起神秘的福建武夷山，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千年悬
棺之谜、彭祖之谜等。但我今天要说的是武夷山的文字之谜。

2001 年 7 月我到福建南平采访，乘间去武夷山一游。早
就听说武夷之魂在九曲溪，于是，卸下尘思，坐稳竹筏，竹
篙一撑山水转，但见溪水澄碧，岩峰凝紫，曲曲呈异趣，湾
湾聚佳境。每转过一道湾，岩壁上都镌有南宋理学家朱熹七
言排律 《九曲棹歌》 中的诗句。一壁陶醉于优美的自然风
光，一壁咀嚼品味着朱子的诗句，我仿佛成了神仙中人。

漂临五曲，但见岸边巨岩上有一行摩崖石刻：“五曲幼溪
津”。据兼作导游的筏工介绍，“幼溪”是明代兵部侍郎陈省
的号。陈省罢官后隐居于此，为泛舟便利，自辟了一个渡口
名曰幼溪津。

筏工指着岩壁上的字说，看见了没有，那个“幼”字的
“力”写成了“刀”。陈省对摩崖石刻情有独钟，在武夷山留
下了几十处石刻。奇怪的是，他所有的石刻，凡有“幼”字
的，那“幼”中的“力”均是不出头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原来陈省罢官归隐后，自是心不甘气不平，寄情山水，也只
是聊以自慰。他有意让这“幼”字不出头，寓意自己现在的
境遇。他说，等到自己有朝一日重新复出，这“幼”字自然
就出头了。可是，他陈幼溪一辈子也没能东山再起，所以这
武夷山石刻上的“幼”字便永无出头之日了。

据载，万历十一年 （1583年），陈省因受张居正牵连被罢
官，遂在武夷山接笋峰下筑室“云窝”，隐居13年。其间，他
在武夷山五曲、六曲的岩崖间留下了以“云”为主题的系列
摩崖石刻，除“云窝”外，还有诸如“云崖”“云路”“云
桥”“云关”“云台”“留云”“嘘云”“卧云”“白云深处”“栖
云阁”“云石堂”等20余处。的确，举凡落款为“幼溪”的石
刻，“幼”字均不出头，写成了“ ”（见下图）。当地人戏
称：“当官不得志，专写错别字。”陈省果真是将一腔愤郁不
平之气寄寓在一个“ ”字中吗？

落款为“ 溪”的“云路”石刻

其实，陈省所书不出头的“ ”字并非错字。翻阅 《汉
语大字典》，便能查到这个“ ”字，指明为“幼”的讹字。
讹字是指古代传抄、书写过程中字形发生了讹变的字，当它积
非成是被大家接受并进入字书后，与其相应的正字之间的关
系，类同于异体字。在古代碑帖中，这种写法不乏其例——

那么，陈省究竟是高蹈远引、离世绝俗的真隐，还是身
在江湖、心驰魏阙的假隐？这个“云”字可以给出答案。

陈省有言：“为爱白云深，结庐在五曲。”可见，正是出
于对武夷山白云的深爱，他才仿效“结庐在人境”的陶渊明
归隐山林的。在武夷山的 13 年里，陈省的恋云情结特别深
重，只要看好一处景观，便冠以“云”的雅名，并勒石纪
之，把一腔心语寄寓云间。如刻于六曲的“栖云阁”，此处云
海氤氲，陈省以之隐喻自己栖居的“幼溪草庐”，表达愿与云
融为一体的高洁情怀。

陈省在武夷山岩崖上的“云”字系列石刻，留下了他的
咏云情怀，是其隐士心迹的见证！远离了金戈铁马和官场的
尔虞我诈，洗却凡尘的陈省在武夷山的云岚中，找到了自己
的人生归宿。历经了数百年的风雨侵蚀，这些“云”字永远
定格在长满青苔的岩壁上，无声地诉说着陈省内心的衷曲。

陶渊明 《归去来兮辞》 有云：“云无心以出岫。”云是最
无根底的物象，白云出岫本无心，对于与云为友的陈省亦应
作如是观。故陈省绝非恋栈权势、汲汲于官位的利禄之辈，
是该恢复他的名节了！

朱熹《九曲棹歌》中的《五曲》诗仿佛是为陈省唱的——五
曲山高云气深，长时烟雨暗平林。林间有客无人识，欸乃声中
万古心。

□汉字故事

破解武夷山文字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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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夷山“五曲幼溪津”摩崖石刻

□中国最美古村

良户古村：大山梁上的“金凤凰”
王锦强 文∕图

良户古村街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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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底蕴
楼宇烈

中国传统哲学经典“四书”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少儿学国学 李艺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