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類先後遭遇兩次異化，中
國傳統文化過去曾經、未來仍可
為人類擺脫困境發揮重要作
用。」樓宇烈如是說。
在第一次異化中，人類通過構

建造物主的世界，來管理自身的
現實世界，協調人與萬物的關
係，規範人的內心和言行舉止。
比如西方走向中世紀，聽從上帝
的旨意，依賴於外來的神主宰人
的世界。

西方神本論 依賴變枷鎖
通達儒釋道的樓宇烈認為，與

西方文化相比，中國傳統文化中
沒有一個外在神或者造物主，以
人為本是中國文化最根本的精
神。西方文化突出彼岸世界，而
中國文化強調此岸世界。六祖
《壇經》有言「佛法在世間，不
離世間覺」，佛教禪宗強調心即
是佛，佛就在你心間，不是佛來
度人，而是人自己度自己，自己
覺悟了就是佛。中國的聖仙佛都
是此岸世界，儒釋道殊途同歸，
均倡導從人的自身做起。
西方進入近代，經過文藝復

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人的
理性獲得了充分肯定，發揮了巨

大能量。其間，中國傳統文化經
由西方傳教士傳回西方，推動西
方擺脫神本文化的枷鎖，高揚起
人本文化的大旗。

無限度開發 人成物奴隸
而令樓宇烈遺憾的是，沒有經

歷人類第一次異化的中國，近一
百多年來，卻跟隨西方的步伐遭
遇人類的第二次異化。隨着人類
理性的釋放、科技的創新，人類
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自視人可以
主宰一切。人類用理性才智創造
先進的科技，無限度地開發改造
地球，逐漸異化為物質、機器、
信息的奴隸。為了物質，為了資
源，為了財富，人類之間不惜相
互戕害殘殺。
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之後，西

方社會對人類第二次異化開始反
思。特別是上世紀80年代以來，
隨着自然環境的惡化，社會矛盾
的加劇，西方世界掀起了兩股潮
流：一是向傳統文化回歸，一是
向東方文化汲取智慧。

向萬物學習 重自覺自律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

人之道也。」樓宇烈引用《中
庸》的名句指出，「中國傳統文
化講求『天人合一』、『天人合
德』。人類要向天地萬物學習，
尊重自然，順應自然，因勢利
導，而不是征服自然，隨意改造
主宰。」
「人類既不能做神的奴隸，

也不能做物的婢女」 ，樓教授
說，人不能丟失掉主體性，人
不能由假設出來的造物主來管
理。同時，人不能隨意改變萬
物自身的發展規律，造成人與
生存環境嚴重的衝突。碰到問
題時，人類應反躬自問，反身
而誠，反求諸己。
因此，在這位國學大師看來，

堅持以人為本，強調自覺自律，
重視內心約束的中國傳統文
化，不僅有助於解決中國社會
的道德滑坡問題，而且對整個
人類社會反對自我異化具有現
實意義。「如果中國能夠重振
以人為本的文化精神，那麼對
於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都將
是一項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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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宇烈演唱馬致遠的樓宇烈演唱馬致遠的
《《天淨沙天淨沙》。》。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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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採訪時，樓宇烈一襲傳統中式
服裝，講話頓挫有致，聲調溫潤飽

滿，手勢收放舒展，一派從容裕如的儒者
風範。深耕國學沃土超過半個世紀的他，
今年已屆84歲高齡，仍在為傳統文化奔
忙，著書開課講學，樂此不疲。
談及中國文化「走出去」，樓宇烈直

言：「中國文化要想『走出去』，必須先
『走回來』！」中國人首先要了解和認同
自己的傳統文化，而很多國人對傳統文化
理解模糊、片面，甚至妄自菲薄。

不需迎合西方 彼此相互尊重
現在一些文化交流團出國，總是迎合別國
的口味。樓宇烈認為，中國文化在「走出
去」的過程中，如果加上太多西方的元素，
人家反而不太認同。西方恰恰不需要迎合，
他們期待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國文化。
「事實上，世間沒有完美的文化，必須
承認文化的多樣性」，樓宇烈指出，不同
的地域環境生長着不同的文化，彼此要相
互尊重，不要輕言其他文化是陋習。他
說，「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分屬自洽系
統。它們之間的差異，從根本上講是不同
文化類型之間的差異，不應輕易判定對與
錯，高與低，進步與退步。」
回溯中國傳統文化的百年沉浮，兩種看
法針鋒相對，貫穿始終：一邊認為中國文
化是落後的，主張全盤西化；一邊堅持中
國文化主體性，不能隨便拋棄。

繼承中華傳統 恢復文化自信
樓宇烈認為，從洋務運動到甲午戰爭，
從戊戌變法到辛亥革命，從新文化運動到
五四運動，中國人對國運衰微的反思檢
討，從器物、制度推至文化層面，以西方

近現代的文化特徵和學科標準來衡量，中
國傳統文化「一無是處」，文化自信從此
一蹶不振……中國傳統文化在「文革」浩
劫之後亦未得到應有重視。上世紀80年
代，紀錄片《河殤》鼓吹藍色海洋文化，
擯棄黃色文化，對中國文化的構建和發展
帶來新的困惑。
綜觀二十世紀，中國文化走的是一條以
接納西方文化為主的道路。樓宇烈將中國
人現在的文化主體意識描述為四個字——
「失魂落魄」。雖然國人逐漸關注這個問
題，但他坦言，總體狀況並未改觀。
樓宇烈認為，中國經濟的崛起令中西

方之間的雙重差異「水落石出」，發展階
段的時代性差異縮小，文化類型間的差異
凸顯，「現在到了必須糾正中國文化認知
偏差的時候了」。
這位國學大師表示，「作為中華傳統

文化的繼承者，我們首先要恢復文化的自
信。我不太喜歡『中國文化走出去』的表
述，我更希望這樣提：中華文化，世界共
享！我們要把中國文化建設好，讓世界享
受到中國文化的魅力。」

■樓宇烈表示，中國文化恢復自信依然
任重而道遠。 記者楊帆攝

春寒乍暖，雪霽初晴。循着清揚的笛聲，
記者來到北京大學「老化學樓」二層，推
開一間屋門，柔婉的唱腔帶着溫度撲面而
來，十幾人圍坐在橢圓形桌旁，在樓教授
的引領下，吟唱崑曲「裊晴絲吹來閒庭
院，搖漾春如線……」
先後擔任「北京崑曲研習社」主委和名

譽主委的樓教授，於2002年成立「北京大
學京崑古琴研究所」，創辦了「國藝
苑」，傳授崑曲、古琴等傳統藝術。只要

沒有特殊情況，每周三下午，樓教授都會
攜夫人來到北京大學義務教崑曲。
是日乃寒假之後的第一堂崑曲課。從《牡

丹亭．遊園》、《玉簪記．琴挑》到《長生
殿．驚變》，樓宇烈擇曲選段，帶着大家一
唱三歎，在桌上打着節拍，手指輕攏慢捻，
彷彿碰觸的不是桌面，而是琴弦。
聽課的人中，有樓教授帶的研究生，有校外

的崑曲愛好者，還有幾位是慕名而來第一次上
課。練唱間隙，一位旁聽者推門進來，向樓教

授打招呼說，「剛剛回京，從高鐵站直接趕
來，沒聽到笛聲，還以為不開課了呢。」

大多數學生的面前都擺放着一套崑曲《谷
音曲譜》。一位中年聽課者告訴記者：
「這些是樓老師編輯的。」她說，自己每
周三都來這裡跟樓教授學曲，現在已成崑
曲迷，深感傳統文化的魅力。

十餘載倏然而過，從花甲到耄耋，樓教授
心篤如初。在他看來，中國傳統文化絕不只
是書齋裡的死學問，而要根植於尋常生活
中。「以道統藝，由藝臻道」，中國傳統藝
術蘊涵着人文精神，中國人可通過藝術最終
實現自我精神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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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文化問與答
記 者：中國傳統文化沒有糟粕嗎？

樓宇烈：今天看待傳統文化問題，為什麼總要
找它的毛病呢？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應挖掘
對今天有啟發的東西，來指導解決問題，而不
是一天到晚討伐它不好的東西，一天到晚沉陷
在罪惡感之中，讓自己老是抬不起頭來。

記 者：中國傳統文化能包治百病嗎？

樓宇烈：其實不用包治百病，只要把根本的病
因治好了，其他方面即使有問題，也不會很
大。荀子說「君子治治，非治亂也」，《黃帝
內經》提出「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中國傳
統文化不在於治標，強調自覺自律，卻能治根
本的病。

記 者：中國文化未來發展如何兼收並蓄？

樓宇烈：中國文化可以借鑒吸收外來的文化，
但前提是保持自身文化的主體意識，根植在傳
統基礎之上。否則，就會生搬硬套，跟着別人
走，以致迷失自我。

樓宇烈，浙
江省嵊縣人，
1934年生於杭

州。1960年自北京大學哲學系畢業後
留校任教至今，現為北京大學哲學系、
宗教學系教授，北京大學宗教文化研究
院名譽院長，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導
師，北京大學京崑古琴研究所所長。兼
任教育部社會科學委員會委員，全國古
籍整理出版規劃領導小組成員，全國宗
教學會顧問，中國社會科學院東方文化

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
佛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孔子基金會
理事，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理事，國際
儒學聯合會理事等。
主要論著有《玄學與中國傳統哲

學》、《儒家修養論今說》、《中國儒
學的歷史演變與未來展望》、《佛學與
近代中國哲學》、《王弼集校釋》、
《溫故知新——中國哲學研究論文
集》、《中國的品格》、《佛教與中國
文化》、《十三堂國學課》等。

通達儒釋道 84歲仍講課

國學大師國學大師樓宇烈樓宇烈：：

文化文化「「走出去走出去」」
先要先要「「走回來走回來」」

近年來，中國傳統文化升溫，國學成為「香餑餑」，中國文化「走出去」被津津樂道，北京大學哲學系和宗教

學系教授樓宇烈對此始終保持着熱腸冷眼。這位著名的國學大師近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以人為本、

強調自覺自律的中國傳統文化精神，不僅可以醫治中國社會的道德滑坡，亦能為人類社會克服物質和科技異化提

供藥方。不過，他提醒國人，中國文化要想「走出去」，先要「走回來」， 中國人的文化主體意識現在仍未擺脫

「失魂落魄」的狀態，中國文化恢復自信依然任重而道遠。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帆 北京報道

樓宇烈曾多次到訪香港。在他印象中，香
港是一處東西方文化融合的所在：一方面作
為曾經的殖民地，它宣揚西方文化；另一方
面，它背靠祖國，承繼傳統文化。他說：
「香港比較尊重中國本土文化這一面，我們
以前講得不夠。」
樓宇烈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根植於香港
的民俗文化中，讓並行的西方文化不得不

尊重，而且長期下去，可能會吸收融化西
方文化，成為香港傳統文化中的組成部
分。這在客觀上體現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原
生力量和魅力。從這個角度講，我們更應
該樹立中國文化自信。
談及現在備受關注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

館，這位國學大師表示，「香港民眾如果能
在家門口領略偉大的傳統文化，多好！」當

然，這需要因緣和條件。他建議，「如果有
的香港民眾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那麼內地
可以到香港多辦些展覽。」
樓宇烈相信，「如能把上世紀70年代以來

內地地下考古發掘出來的文物，一批一批拿到
香港展覽，哪怕一個月在香港辦一次展，三年
辦36項展覽，綽綽有餘。香港民眾一定會感
受到我們傳統文化的魅力。展覽辦多了，香港
民眾可能就會希望有個長期展覽的地方，就像
故宮文化博物院，來領略祖國的歷史文化，那
樣就水到渠成了。」

港民俗文化 展傳統魅力

■■樓宇烈先生在揮毫樓宇烈先生在揮毫
潑墨潑墨。。 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樓宇烈每周三攜夫人到北京大學義務傳樓宇烈每周三攜夫人到北京大學義務傳
授崑曲授崑曲。。圖為師生合影圖為師生合影。。 本報北京傳真本報北京傳真

■樓宇烈與夫人（左一）品鑒書法。 本報北京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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