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個冬日的下午，本
報記者赴劉傳銘北京寓
所採訪。門開啟處，劉
傳銘身着對襟中裝，正
微笑着迎候記者。

和煦的問候，溫暖的茗茶，一掃
室外寒氣，令記者如春風拂面。在
幾個小時的採訪過程中，從國學
熱到重讀經典，從大師標準到傳
統教育，從中西文化差異到兩岸
國學風貌，劉傳銘侃侃而談。其
間閃爍的思想火花，令人如聆聽
一堂國學課，感慨中國傳統文化
的博大精微。
在採訪結束之際，劉傳銘送給記

者《東方國學叢書》中由他譯解的
《論語註我》一書，並在扉頁上題
字留念。國學經典「新選本」《東方國學叢
書》於去年面世，引起社會反響。此套叢書作
者陣容堪稱豪華：著名文化學者文懷沙、中國
文化書院院長王守常、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王
小甫等。榮譽主編是國學大師湯一介，劉傳銘
擔任主編。

「論語一共15,863個字，再加上168個重
字，一萬六千字從春秋註到現在，字義紛
繁。除了政治的取捨以及『尊孔』和『批
孔』的分歧外，從文本學的角度看，歷朝歷
代都在註，堪稱思想寶庫。因此在『國學

熱』裡，有值得保溫的部分。」說
起論語，劉傳銘可謂如數家珍。

備採眾說 折中求是
當記者問及《論語註我》書名
的含義時，劉傳銘解釋道，前人
說過，「六經註我，我註六
經」，按照馮友蘭的解釋，自己
明白了客觀的道理，自己有了
意，把前人的意作為參考，這就
是「六經註我」。「本書取名
《論語註我》，非自創新意，掩

蓋前賢，而是力爭備採眾說，折中求是，以
現時代的語言觀念申述原典。」通過這套叢
書，劉傳銘期望讀者不僅能體悟到中國智慧
的燦爛豐富，不僅見其異亦能見其同，還能
發現先賢們對「天地人」解讀時殊途同歸的
價值取向。

談論語如數家珍 望讀者見異見同

時下內地「國學熱」如火如荼，中國傳統經典重獲新生；在國家崛起

的背景下，中國文化「走出去」成為熱門話題，東西方文化如何交流備受

關注。著名文化學者、《東方國學叢書》主編劉傳銘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

訪時提出，真正的國學是心性之學，當下「國學熱」是國家文化發展新戰

略與國人探尋精神家園的共振使然。他強調，中國文化走出去，可嘗試為

人類面臨的危機提供不同於西方文化的解決模式，以平和心態兼容並包，

切忌民族主義式的自我膨脹。■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帆、孟慶舒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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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生，安徽合肥人。
1977 年考入安徽大學中文
系。曾任《文化周報》記
者、編輯，1987年任安徽教
育學院中國美術史教授。
1988年公派赴德國奧勃斯維
特藝術中心和不倫瑞克訪問
學者。2002 年被南京博物
院、安徽博物院聘為客座研
究員，2011年被中國文化書
院（北京大學）聘為導師，
2015年被復旦大學上海視覺
藝術學院聘為教授（國學學
科帶頭人）。現任中國文物
保護基金會專家委員暨中國
古建專項基金委員會主任。
被學術界稱為「最清醒的批
評家」。

主要著作及學術成果：
《中國新時期繪畫美學思想
概觀》、《繪事觀止》、
《繪事物語》、《中國經典
． 繪 畫 卷 》 、 《 放 思 之
美》、《論語註我》等。中
央電視台百集大型紀錄片
《百年巨匠》總撰稿。

劉傳銘簡歷
著名文化學者專訪 ：傳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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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無腿的行走，」劉傳銘指出，文
化是對話式的、服務式的、交流式

的。中國文化走出去，可嘗試為人類面臨的危
機提供不同於西方文化的解決模式。「這個世
界一定要有色彩斑斕的文化形態，若只有一種
文化一統天下，還有什麼意思？」他反問道。
對比中西文化，劉傳銘認為，中華文明的特

別之處，可用「詩性本真」四字概括。中國的
詩歌注重心靈的開掘和情感的抒發，而西方的
文化形態則以小說為代表，注重嚴密的邏輯思
維和敘事，以及對外部世界的客觀描述。一個
重情、一個重理，由此生發出兩種不同的文化
形態和價值思考。

兩種文明兩種智慧
劉傳銘認為，中西文化基因不同，中華文化
是宇宙觀文化，而西方文化注重局部。中國文
化的特徵是文史哲不分家。「西方講科學，中
國講學科，兩個字一顛倒，文化形態就不一樣
了。」兩種文明不論高下，呈現的是兩種不同
的智慧。
「胡適為什麼能寫出中國哲學史？」劉傳銘
引述蔡元培的話指出，胡適經過國學的陶冶，
又經歷西學的訓練，漢學的基礎和西學的方法

結合起來，促成現代意義上的開山之作。辜鴻
銘、馮友蘭、張岱年等均有深厚的國學功底，
同時又受益於西方方法論、邏輯學等有用之
學，終成一代大家。而當下歷史環境不同，劉
傳銘說，「今天讀國學書的，讀不懂西學，排
斥西學。在這樣的文化語境下，怎樣學國學、
認識國學，就是擺在國人面前的重要課題。」

心態平和 跨越障礙
劉傳銘認為，中國文化要走出去，應以平和
的心態，跨越地域界限和國家障礙，不能帶有
民族主義色彩。如今中國經濟崛起，許多國人
覺得中國可以說「不」，心態膨脹，而事實上
中國文化真正能夠影響世界的，並非排外式的
自言自語，而應是融合型的兼容並包，例如盛
唐時期的東西文化交流。
同時，劉傳銘強調，中國文化走出去是一個

漫長的過程，國人應該耐着性子慢慢來，傳播
自己的思想價值和文化藝術，講好自己的故
事，不必急於向西方文化靠攏，借用西方的手
段也要恰如其分，不能非此不可，就像中國人
一窩蜂去維也納大廳演唱。他認為，中國文化
走出去，講真故事，打動自己，水到渠成，其
它國家自然會感興趣。

劉傳銘告訴記者，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三輪「國學
熱」。第一輪可追溯至「文革」結束、返本開新之際；第
二波出現在千禧年前後；第三波「國
學熱」興起於中共「十八大」之後。
談及當下這輪「國學熱」的成
因，劉傳銘認為，無論是中央政治
局七常委首次亮相選於中國國家博
物館，還是習近平主席參觀曲阜孔
子研究院、出席紀念孔子誕辰2,565
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國際儒學聯
合會第五屆會員大會開幕會，這些
活動均具有特殊的象徵意義，展示
新一代中國領導人更加珍視中國優
秀傳統文化，認同以國學為核心的
中國文化精神遺產，折射出國家文
化發展的新戰略。

看似無用 實則大用
而從社會層面，劉傳銘指出，隨着
經濟的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部分國人已經不滿足於物
慾的享受，重新思考金錢之外的人生意義。回歸傳統，從
文化經典中汲取營養，探尋精神家園，漸成一種人文訴

求。在當下，讀國學看似無用，實則人生大用。「全是實
用主義的東西，人生如何受得了？」國學的要義就在於它

是中國人的心性之學，國學經典可以
助人拂去心垢，培養心性，洞察智慧
的深度，追求人生的樂趣。
當然，「國學熱」不排除有虛火。
在商品化、產業化的推動下，國學一
度被戲稱為僅次於股票、麻將的第三
「熱」。「有火總比沒火好，至少贏
得了國人的關注。」劉傳銘認為，檢
驗國學是真熱還是虛火，至少有兩個
標誌：一是國學教育是否真正走進從
小學到大學的課堂，成為終身教育，
使國學由「熱」轉為常態；二是國學
是否能創建一種核心價值，形成社會
良俗、滋養人的道德。而放眼現實，
劉傳銘承認，國學熱尚未觸及上述要
害。他開玩笑稱，「想要毀掉一個東
西，就把它搞成運動式的、浪潮式

的。」而國學不是趕浪頭、追時髦，不能流於形式，而是
安靜讀書，培養心性。否則，「自以為掌握國學精髓，實
則距離真理更遠」。

當今國學界，「大師」稱謂滿天飛。劉傳銘認為，要成
為大儒，需對所學心存敬畏和包容，所謂「啟於詩、據於
德、依於仁、執於禮、游於藝」， 唯有此境界，方能成
就大學問，否則自我設障，難過心魔。他說，「我更願意
稱之為『嚴肅的學者』」。
兩岸三地共享國學一脈，談及「嚴肅的學者」，在劉傳銘
看來，香港有饒宗頤，台灣有南懷瑾、賴永海、傅佩榮，大
陸有李零、樓宇烈、王守常、劉坤生、王小甫，從不同角度
耕耘國學，各有建樹。例如北京大學的李零，他對孔子的研

究，確有過人之處。台灣的國學奇人南懷瑾，是借諸子之
口，訴說自己的心性，其言閃爍智慧，不可輕棄。

台灣國學 自幼普及
而從國學保存和普及角度看，台灣值得稱道。台灣社

會變革相對緩和，受歷史背景的影響，上一代台灣人從
幼年起便開始背詩誦經，國學教育從幼兒園一直貫穿到
大學畢業。台灣使用繁體字，亦有助於台灣人對古籍經
典的理解。即使六七十年代台灣經濟起飛後，台灣年輕
精英留學歐美，接觸到的西式文明範式同血脈中的中國
文化基因找到對接，令台灣社會呈現出一種對「禮」的
特別傳承。

國學非趕浪頭國學非趕浪頭 修心性拂心垢修心性拂心垢

劉劉

兩岸三地 均有大儒

■■劉傳銘劉傳銘
記者孟慶舒記者孟慶舒 攝攝

■■劉傳銘在米蘭世博會頒獎典禮上致辭劉傳銘在米蘭世博會頒獎典禮上致辭。。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論語註我》封
面。 網上圖片

■劉傳銘在廈門論壇上講話。 受訪者供圖

■劉傳銘考察山西太谷古塔。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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