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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吸引㠥國人
前仆後繼地追尋和保護，掀起了一

波又一波的「國學熱」，在毛佩琦看來，
國學即「中國人之所以成為中國人」的
學問。中國的中醫、土木結構及四合院
體現的是中國人的思想、秩序以及合理
的尊卑；而國學熱，很大程度上就是民
族身份的自我認同。在全球化過程中，
中國在物質層面與西方的差距微乎其
微，然而中國的思想卻是多元的，集儒
家、法家、兵家、道家及佛學於一身而
獨立於世的中國文化，這正是中華民族
與西方世界的區別。

讓西方讀懂中國
隨㠥中國經濟崛起，中華民族迎來新

時期的文化復興潮，時至今日，中國傳
統文化已不僅為國人追溯、保護和發
揚，更為西方世界積極汲取和追捧，中
國幾千年的歷史重新煥發出勃勃生機。
近年來，毛佩琦始終為解讀真實的歷史
而努力不懈，以一個學者嚴謹的底蘊和
清醒的理智講述中國歷史，希望向世人
展現一個真實、智慧十足的中國。在傳
播中華文化的過程中，毛佩琦認為可以
通過理念和實際操作兩個層面讓西方世
界懂得中國、理解中國。

中國人有㠥求同存異、和而不同的和
諧理念，事實上，中國也曾在多種場合提
出這種理念。在毛佩琦看來，中國對外宣
傳的力度依然不夠，關鍵在於語言體系的
迥異，中國人能獲諾貝爾獎的文學作品寥
寥無幾，中國人的語言不能為西方世界所
理解是原因之一。孔子學院在語言傳播上
擔當重要的角色，但僅僅教授語言並不
夠，更重要的是把語言作為東西方交流與
互通的橋樑，傳播中國人的理念。

保留國家的文明特質
每個國家都有屬於自己的文明特質，

中國的對外交往亦自成體系，古往今
來，在源遠流長的歷史長河中，中國從
未有過欺壓和侵略的舉動。鄭和七次下
西洋達到當時世界航海事業的頂峰，其
觸角遠及非洲東海岸和紅海沿岸，不僅
加強了中國明朝政府與海外各國的聯
繫，散財之舉更帶動南洋、西洋各國的
經濟。毛佩琦表示，朱元璋曾警示後
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
以使令。」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若妄
自興兵，事跡被載入史書將為後世譏
笑，正如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是以沾滿帝
國主義的鮮血為前提。

毛佩琦經常背誦的一段話是鄭和下西
洋時所攜的明成祖敕書：「朕奉天命，
君主天下，一體上帝之心施恩布德。凡
覆載之內，日月所照、霜露所濡之處，
其人民老少，皆欲使之遂其生業，不至
失所。今特遣鄭和繼敕，普諭朕意：爾
等祗順天道，恪遵朕言，循禮安分，毋
得違越，不可欺寡，不可凌弱，庶幾共
享太平之福。若有攄誠來朝，咸錫皆
賞。故此敕諭，悉使聞知。」即讓男女
老幼無不遂其生業，強不凌弱，眾不暴
寡，天下共享太平之福，這就是中華民
族的天下觀。

國學熱的反思
新一輪國學熱將為中國帶來怎樣的發

展契機？毛佩琦認為，伴隨㠥全球化進
程的腳步，當前固有的中華民族符號正
在迅速消失，近幾十年的激進思潮中，
中國傳統文化不僅被誤解，傳承和發揚
亦被耽誤。面對當前新一輪的「國學
熱」，毛佩琦認為，與過去近百年來不斷
退縮和守護國學遺產不同，此輪國學熱
是進取的、時代的、未來的，中華民族
的崛起要用優秀文化主動出擊，而不是
一味退縮，同時需要現代理念的解讀，
汲取當中有益的東西，解決未來的問

題。普世價值並非僅僅是西方提出，中
國傳統文化的優秀部分如「仁義禮智」
等同樣是人類的普世價值觀，同樣應該
為全人類發揚和繼承。

大眾需要解讀歷史
近年來有一股通俗歷史讀物熱，為甚

麼？在毛佩琦看來，一個最基本的原
因，就是中國人重視歷史。「這是傳
統，或者說，中國人多少都有點歷史
癖。當爸爸對孩子說，咱們的老家如何
如何的時候，他已經在向孩子講述了歷
史。大多數人都以知道點兒老輩子的事
為榮，以知道歷史上的事為榮。在民
間，能歷數歷史掌故的，常會受到人們
尊重。這是我們特有的民族品格。對於
歷史，民眾需要通俗解讀。」
毛佩琦認為，百姓對歷史事件和人物

有一套自己的認識，有自己的倫理意識
和感情寄託。對於大眾而言，和象牙塔
裡的史學著作相比，他們更願意傾聽和
相信草根們對歷史的解讀，這不僅僅因
為草根所使用的語言和解讀方式更容易
為大眾理解，更因為大眾與草根寫手在
感情上更為親近。他們潛意識中認為那
是自己人，說自己人的話。由此，在不
脫離學術規範的條件下，毛佩琦尋找到
適合大眾理解的語言形式，並把遙遠神
秘的歷史生動活潑的表現出來。他撰寫
的文章《歷史，民眾需要通俗解讀》即
指出，要用簡單的語言告訴大家歷史是
甚麼，這是史學家的責任。
毛佩琦說，如今許多人把閱讀黃仁宇

的《萬曆十五年》和當年明月的《明朝
那些事兒》等通俗易懂的歷史當成一種
潮流。熱愛民族的歷史，追述自己的來
源，正是大眾對民族身份的集體認同。
認知和理解自己的歷史，認同自己的民
族身份，對於加強民族凝聚力、提高民
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百利而無一害。

問：很多港澳青少年從小受西方教育影響，對中國歷史

有諸多誤解，你認為應該採取甚麼方式向他們傳播

中國傳統文化？

毛：我認為應從經典著作出發，在學校推行孔夫子的教

育理念，如「有教無類」等，並給予青少年平等的

教育機會。

香港青少年存在誤解歷史的問題，而內地也同樣存

在，這需要改善教育。目前內地存在的問題是教育

投入不足和教育機會不平等，邊遠地區的教師待遇

根本無法與北京四中等學校的待遇相提並論。最近

校車事故頻發，中國「一刀切」撤併學校，導致很

多香港人捐助的學校出現空心化現象。事實上，真

正的發展是要把縣城的優勢延伸到最基層去，延伸

到邊遠的地方去，真正發達的國家也不僅僅是GDP

多少，而且還要沒有城鄉差別。我認為，把鄉村的

教育全部撤併到城市是一種盲目城市化的破壞性做

法，要真正推動教育進步不是把教育資源集中到都

市和縣城，而是把城市的優勢深入至鄉村。

問：內地每年都會邀請港澳學生來清華、北大進行國情

教育，但講的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以及經濟形

勢，鮮有談及明清之前的歷史問題，作為史學家，

你對國情教育有甚麼看法和建議？

毛：我認為國情教育應該告訴學生們中國的落後和偏遠

地區的貧窮，港澳同胞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員，也有

振興中華的責任，要讓他們了解中國的歷史沿革、

存在的問題及未來的重擔，要讓港澳同胞和內地民

眾一起為中華民族的振興而努力，這才是全面的、

不浮誇的中國國情。不僅如此，中國的國際形象也

不應以「完美無缺」的面貌呈現，而要真實地展現

它的落後和不足，面對這些落後，去引導港澳同胞

及海外的青年、企業家或地方官員思考對策，才能

讓港澳同胞和世界認識一個全面、真實的中國。

問：在歷史上兩岸關係如何？你對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

有何建議？

毛：如今海峽兩岸的中國人有共同的歷史文化傳統，國

學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是兩岸要共同保護和繼承的

遺產，要用國學中有益的價值來塑造兩岸青少年的

靈魂，培養他們共同的理想，共同擔負起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大業。

中華民族的未來寄託在青少年身上，我建議兩岸共

同編制國學基本教材並在合作交流中繼承這份寶貴

的文化遺產，為兩岸人民謀福利。

毛佩琦：
掀起明史熱第一人
我們到訪毛佩琦家，正值他

遠赴歐洲前夜，細問下，原來

是「探親」。毛夫人拿出「全

家福」照片，洋女婿和兩個混

血的孫子、孫女份外顯眼，

「中西合璧」，祖孫同堂，其樂

融融。

毛佩琦是知名明史學家，是

中國著名歷史學家尚鉞的弟

子。尚鉞是魯迅的學生，更是

朝鮮前領袖金日成的導師。毛

佩琦笑㠥對我們說，因為這淵

緣，朋友常笑稱他是魯迅的再

傳弟子，金日成是他的大師

兄。談到明史，他首先強調一

個字──「真」。以「建文帝落

籍湘潭」考證一事，47年前，

時為人民大學學生的毛佩琦曾

在湖南湘潭下鄉種田，對湘潭

感情深厚。湘潭籍一位學者憑

田野調查提出「建文帝落籍」

新說時，他支持該學者繼續考

證，但強調斷史要講證據要

「斷」到永不能推翻，才能最

終定案。

「真」的基礎上，毛佩琦直

言：「一位優秀的史學家，應

能辨別歷史發展的方向。他所

爭的不是『一時之是非』，而

是『萬世之是非』，所追求的

不是一時的榮顯，而是客觀真

理；歷史學家研究歷史，同時

歷史也考驗㠥他們的研究。」

這是尚鉞老師的教導，是毛佩

琦作為史學家的心聲，也一語

道破歷史研究之精髓。

文化名人訪談

2004年，他走上央視「百家講壇」，揭開明史黑暗、神秘的面紗，將明朝帝王的種種懸疑故事一一破解，

觀眾拍案叫絕；2006年，他為一部網絡走紅的小說《明朝那些事兒》提筆作序，成為掀起「明史熱」的第一

人；隨後他為治隆唐宋、遠邁漢唐的明史走進尋常百姓的視野；他是最早提出華人應具有身份認同之觀念，

警示國人應當回顧歷史、追溯先祖。在接受本報專訪時，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毛佩琦坦言，對外傳播不僅需要

世界讀懂中國，更需在行為方式中展現中國人的優秀價值理念，傳承共享天下之福的天下觀。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凱雷、江鑫嫻、王曉雪北京報道

毛佩琦簡歷：
毛佩琦，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明清研究中心、歷史文化研究所兼職研究

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客座研究員。長期從事明史、社會生活

史、文化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明成祖史論》、《永樂皇帝大傳》、《鄭成功評傳》

等。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主講明史、《中庸》，影響深遠。

理解落後地區 完善香港教育

■毛佩琦在《百家講壇》欄目的

講辭也被輯錄成書。

■毛佩琦為眾多

粉絲簽名。

■毛佩琦在《百家講壇》剖析明史疑案，令

人拍案叫絕。

■毛佩琦的講座常常座無虛

席。

■毛佩琦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

毛佩琦簡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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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客座研究員。長期從事明史、社會生活

史、文化史研究，主要著作有《明成祖史論》、《永樂皇帝大傳》、《鄭成功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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