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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 民胞物与

传统和谐思维以自然为大，认为自然是人存在和发展的基
础，人应当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以达到“天人合一”“天
人合德”的境界。

先哲们认为天地万物是一个相互依存、有机联系的整体，只
有处于和谐状态才能各得其所，生生不息。“天地之大德曰生”
（《周易》），万物生生不息，使人在大自然的恩泽滋润之下成
长。《中庸》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荀子认
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都发展和升华了和谐
自然观。宋儒把“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等朴素的
天人合一思想，发展为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学说，将原来的差
等之爱推向博爱。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和“民吾同胞，物
吾与也”的命题，以天地之体为身体，以天地之性为本性，将民
众看成同胞，万物视为朋友。“天人合一”奠定了天与人、自然
与人类社会的统一性，因此钱穆说“‘天人合一’观实是整个中
国传统文化思想之归宿处”。

与人为善 心平气和

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要求并倡导社会各阶层的人
都应按照“礼”的规范和谐相处，与人为善。当个人与他人、
社会之间发生矛盾冲突时，应采取宽容谦让的态度。“挫其锐，
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就是要破除自我固蔽，消除彼此隔
阂，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要有所节制，适可而止，“乐而不
淫，哀而不伤”。以开豁的心胸与无所偏的心境接人待物，不仅
有利于建立和睦的人际关系与良好的公共秩序，也有助于使整
个社会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中庸》 说：“喜怒哀乐之
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是符合礼义法度、
从容自然的理想状态，达到这种境界，人的身心处于最健康的
状态，内心平和，随和待人，温和处世，才能和气生财，家和
万事兴。

协和万邦 和平共处

古人将“和”作为最高的政治伦理原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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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民于变时雍”，强调首先要把宗族治理好，团结和睦，上下一
心；然后治理国家并协调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

孔子提出“四海之内皆兄弟”，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
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主张以文德感化外邦，反对轻率地诉
诸武力。孟子提出“仁者无敌”，主张“以德服人”，提倡王
道，反对霸道，提出了“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其身正而天
下归之”的思想。“协和万邦”逐渐成为统治者处理民族、国家
关系的指导思想，它不仅是古代先贤的政治理念、道德准则，

也是一种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思
想在民族、国家、文化层面上的体现，反映了中华民族爱好和
平的优良传统，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大一统国家的建立。

正是基于对传统和谐思想的借鉴与阐发，新中国成立以来，
中国政府先后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
新秩序”“建立和谐世界”等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
关系思想，各国人民至今受其益。

务和去同 共生共长

和谐不是千篇一律，贵和、尚和并非无原则的划一、调和。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庸》提出“和而不
流，中立不倚”，就是主张既和谐融洽，又要尊重差异，不能无
原则地迎合苟合。史伯讲“务和去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
因为纷争不利于事物的发展，单一无变化也会使事物停滞不前。

“声一无听，色一无文，味一无果，物一不讲”，只有一种声音构
不成动听的音乐，只有一种颜色构不成缤纷的画面，只有一种味
道称不上爽口的美味，只有一种事物就无法比较优劣。和谐包含
多样性、差异性、矛盾性甚至冲突性，它们相辅相成，共生共
长，最终能够达到更高层次的统一与协调。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经济利益多元化、政治诉求多样化、价
值观念复杂化的转型时期，传统和谐思想启发我们在政治方面追
求全社会的和谐有序，政通人和；在经济方面追求各领域的协调
适度，可持续发展；在精神方面追求人际关系的和睦融洽，身心
安逸；在国际关系中追求国与国间的睦邻友好，和平共处。构建
和谐社会就是倡导相互理解尊重、互谅互让互助，以“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理念去解决
矛盾和问题，互利共赢，共享发展成果，促进人类社会的持续和
谐发展。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配图均来自网络）

2010 年 央 视 元 宵 晚 会 上 ，
主持人现场朗诵了北宋词人欧
阳修的 《生查子》 词：“去年元
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
头，人约黄昏后。”孰料她却将

“花市灯如昼”的“昼”字，念
成了“书”。

“ 昼 ” 字 怎 么 错 成 “ 书 ”
呢？很多网友分析后认为，这
都 是 繁 体 字 惹 的 祸 。 因 为

“昼”的繁体字写作“晝”，而
“书”写作“書”，两字仅一画
之差，极易弄错。

其实，把“昼”字误当成
“书”，并非上述一例。2009年9
月 14 日某报刊登 《一腔热血，
几行泪点》 一文，介绍了八大
山人所书的欧阳修 《相州昼锦
堂记》。但在该文中，《昼锦堂
记》 竟全错为 《书锦堂记》。昼
锦堂是欧阳修的好友、北宋名
将韩琦在家乡相州 （今安阳）
建的一座堂舍。《汉书·陈胜项

籍传》 中有“富贵不归故乡，如衣锦夜行”句，昼锦堂便是反
其意而用之。“昼锦堂”误为“书锦堂”，显然比“花市灯如
书”更为刺眼。没想到掌握丰富专业知识的书画编辑，竟也出
此纰漏。

同样是这个“昼锦堂”，既有少一笔误作“书”的，还有
多一笔误作“画”的。“画”的繁体字是“畫”，比“晝”又

多了一小竖。犯这个错误的，还不是一般的出版物，而是九年
义务教育小学教科书。2001 年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六年制
小学 《语文》 第十一册，收录一篇 《欧阳修追字》 的课文，讲
述了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为好友韩琦撰写一篇 《昼锦堂记》，
文章送走后，他觉得文章起首句“仕宦至将相，锦衣归故乡”
语意过于平直，节奏过于仓促，应加两个“而”字为：“仕宦而
至将相，锦衣而归故乡”。于是当即派人把文章追了回来，加上
了这两个“而”字。

然而，与欧阳修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这篇课文中的“昼锦堂”竟错成了“画锦堂”。这
不仅是不明出典的缘故，也是不识繁体字所致。您看，连最重
视文字规范的语文教科书，也在“昼”字上栽了跟头！

看来，“晝”“書”“畫”这三个繁体字确实容易混淆。汉字
简化后，它们成了大相径庭、不易淆乱的三个字：“昼”“书”

“画”。其实，在造字理据与字形构造上，它们本有着非常密切
的关系，就是共同拥有一个构字部件——“聿”，同属《说文解
字》“聿”部。下面以小篆为例，说明“聿”“書”“畫”“晝”
之间的关系。

聿 書 畫 晝

“聿”为“筆 （笔） ”的本字，《说文》释为：“聿，所以书
也。”“聿”是手持笔写字的样子，后加“竹”头另造“筆”字。

“聿”下加“日”为“書”。关于“書”，《说文》释为：“書，箸也。
从聿，者声。”“書”下部的“日”为书写之物，表示执笔写字。

“畫”为“劃 （划） ”的本字，《说文》 释为：“畫，介也。

从聿，象田四介。聿所以畫之。”“畫”的本义是执笔绘图，显
示地界，故小篆在“田”的四周加“边界”。

关于“晝”，《说文》释为：“晝，日之出入，与夜为介。从
畫省，从日。”指出“晝”源于“畫”。从“畫”，表示一种界
限；从“日”，表示太阳。

由此看来，只要明晰繁体字“晝”“書”“畫”的联系和笔
画上的差异，不仅可以触类旁通，也是不容易彼此混淆的。在
简化方法上，“昼”“书”来自其繁体字的草书楷化 （见下
图）；“画”则是通过省略“畫”的部件“聿”而成。

最后，还要回到本话题：主持人念错字，究竟谁之过？能
把过错归咎于繁体字吗？你分不清人家兄弟两个，就责怪谁让
你俩长得这么像？其实，忽视了对汉字字源的探究，从而削弱
了语文运用中的判断力，这才是问题的主要症结。

另外，还有一个疑问：主持人拿到的主持稿，总不该是繁
体文本的吧？那上面很可能就是“花市灯如书”了。如果这一
推想成立，则很可能是主持词的撰写者不识繁体字，或直接从
网上复制下来也未可知。这样就不应由主持人承担主要责任，
她充其量只是知识结构存在缺陷，没有及时提出质疑而已。所
以，还是剧作家魏明伦的一语定案颇为公允：“文本不妥，撰稿
之错；照念不疑，主持之惰；把关不严，导演之过。”

他们自称是 1000 多年前吐蕃军队的后裔。当
年，先祖阿米仁青加作为吐蕃大将，绕道今新疆地
区，赶着 500 峰骆驼，浩浩荡荡开到现在的塔加地
区驻守。从此，扎根这里生儿育女，繁衍生息。据
说，阿米仁青加生有 3 个儿子，分别是今天青海省
化隆回族自治县塔加乡塔加、白加拉卡和尕洞的祖
先。

这个美丽传说似乎也印证了史书的记载：“今天
生活在化隆境内的藏族，应为古羌人各部与吐蕃人
相互融合、相互同化，逐渐成为具有共同语言，共
同文化心理素质的藏族这一民族共同体的。”

塔加村是现在为数不多、保存相对完整的传统
村落。塔加原为一个自然村，现在划为两个行政
村。村庄依山而建，呈梯状递升，民居错落有致，
选址讲究，当地人称之为“布达拉式”的建筑风格。

村庄内有藏传佛教寺院、嘛呢康建筑以及大量
民居建筑，巷道众多，多以石板、石子铺就。远
观整个村庄呈扇形环山而居，庄廓形状有圆有
方，依地势而建，格局紧凑。从底下看层层而
上，节节攀升，其型颇为壮观，是典型的藏区山
地建筑群。村里有一棵近 300 年的古树，3 条河
流，泉眼数十处。

塔加村保存相对完好的民居有近 20座，据说有
的已经过了数百年。村民门口的雕刻精细上书“马
头兴旺”的拴马桩，似乎可见当年门庭若市的热闹
景象。院墙为全石墙，底部约宽1.5米至两米，宽底
窄顶，高一般为 4 米至 5 米。墙内房屋为二层木楼，
呈四合院式，俯瞰像内地天井，上层住人，下层为
牲畜圈和杂用房。

传统房屋窗户较小，这与当地历史上的早期防
御功能有关，楼顶为平顶，供瞭望、晾晒东西。如
今也有村民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对传统民居窗户狭
小、采光性能欠佳的缺陷做了修整，将窗户放大，
把“锅台连炕”的位置从房屋最里面移至靠窗位
置。这种大胆的改造，不但保持了传统建筑模式，
而且很好地解决了房间的采光问题。

“塔加干木奏”是塔加村人引以为傲的一项石砌
技艺，意为不用泥或者沙，直接干砌房屋外墙。村
民说，所谓“一石九面”，无论石块大小、形状各
异，均可顺手而砌，一气呵成。内外墙最后的建筑
工序就是糊泥巴，并将墙面磨平。塔加地区的院墙
通常撒有白灰，据当地人说，每年10月25日前就要
往墙面撒白灰，其意为纪念宗喀巴大师，这也成为
塔加村独特的景致。

塔加人世居此地，他们认为这里的每一座高
山、每一眼清泉都是造物主的馈赠。因此，千百年
来，他们从不滥用和破坏自然万物。就在今天，我
们有幸目睹传统民居带给大家的视觉冲击，这其中
既有落后贫瘠的无奈选择，更有这片土地的主人们
对传统的爱护和坚守。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得
到一种本原性的平衡与适应。

塔加，一个诗意的名字，在现代文明喧嚣的今
天，它依然保有一方恬静和神秘。

□ 中国最美古村

塔加：
“布达拉式”
的诗意村落

达 洛

塔加村“布达拉式”的建筑风格塔加村“布达拉式”的建筑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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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山人书《昼锦堂记》
中的“晝 （昼） 锦之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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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以和为贵 和而不同
李飞跃

和谐：以和为贵 和而不同
李飞跃

相较西方文化追
求多元竞争的样态，
中华文化更崇尚和谐
统一，认为只有天地
各安其位，万物各遂
其生，人才能自由发
展，社会才会祥和安
宁。

老子说“万物负
阴而抱阳，冲气以为
和”；庄子说“与人和
者谓之人乐，与天和
者谓之天乐”，以“和”
为万物之源和宇宙人
生的最高准则。儒家
更是对和谐思想推崇
备至。孔子主张“和
无寡”“和为贵”“和而
不同”，强调人际交往
中和谐友善而不必苟
同；子思将中庸思想
发展为一般方法论和
世界观，以“中”为“天
下之大本”，“和”为

“天下之达道”；孟子
认为“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将人
事和谐作为决定成败
的关键因素。天人和
谐、人际和谐、身心和
谐、邦国和谐，“万物
各得其和以生”，以期
达到“人与天调”“天
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中外儿童学京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