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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 婪 是 最 真 实 的 贫 穷 ，满 足 是 最 真 实 的 财 富 。【一周微言】

□ 于 海

《人间值得：来自上海中山医院
的二十一堂生命教育课》是一部由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院长樊嘉院
士、葛均波院士主审，朱畴文、罗哲
等25位医院援鄂医疗队成员共同
撰写的生命教育书。它的主书名没
有“生命”两个字，但这25位作者讲
的都是关于生命的故事，帮助我们
认识生命之真，实践生命之善，创造
生命之美。

人生价值也有秩序表

关于生命教育，有两种人讲的

道理最有力量，一是从鬼门关走过
一遭又活过来的人，他们自会更加
珍惜生命；二是每天身处生死一线
并有能力救人一命的医生，他们目
睹生死可能在分分秒秒中转换。医
生常常说的一句话是“有时去治愈，
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他们对
生命的价值自然有更深的体会。本
书的作者们正是最有资格谈论“人
间值得”的第二种人。

钱穆说，人生两大限，人我之限
和生死之限。书中的作者都是当时援
鄂医疗队的成员，队里还有许多ICU
的医生，他们经历生死之限，也就获得
了在极端境况下看清真相的机会：有
生活的真相、价值的真相、世界的真
相，一言以蔽之，那就是生命的真相。

在那一刻你就会知道“人生价
值的秩序表”，知道什么才是真正重
要的。用哲学家牟宗三的话来说，
中国的学问是生命的学问，西方的
学问是自然的学问。怎么能够活得
丰富、活得自在、活得自由、活出境
界，这是中国学问的胜处，也是这本
书努力探讨的话题。

生死境遇最容易揭示真相

书中引发我们思考的最重要的

问题是关于人生真相的定义。什么
是人生真相？是功成名就，是出人
头地，还是财务自由？书名就告诉
了我们其中的一条路径：“人间值
得，我们一起拼搏”，说得非常激励
人心，这当然是真相的一种。

生死境遇是揭示真相的契机。
海德格尔认为，死亡每天都在发生，但
多数人谈论的还是别人的死亡，而非
确定地讲属于我们自己的无可逃遁的
死亡。当死亡的事并未涉及自己，并
未真正切入自己生命的最深处，生命
的真相总有几分晦暗不明，我们在尘
世间的努力也总有几分盲目。

人间真正值得的东西，除了功
名、地位，还有别的什么？这仍然是
一个需要我们回答的问题。人间到
底什么是值得的？值得的东西之间
有没有价值的阶梯？这本书其实给
了我们答案：平常的人情、人性，就
是人间值得的真谛。

疫情让生死分分秒秒发生，变得
直截了当，给了我们看穿世界和生活
真相的机会，这就是书里叶茂松医生
说的：“人生真的没有永远，更没有来
日方长，每一次和父母的团聚，每一
次和朋友的把酒言欢，每一次和同事
的并肩战斗，都弥足珍贵。”

有温度的治疗是人文关怀

医生同样目睹了人间最强
烈的求生意志，如何成就生命的
奇迹。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书中“坚
持”一篇所写的许多顽强的癌症病
人，他们宁愿忍受痛苦，也不愿意接
受能让自己暂时“舒服”的治疗，其
精神让人动容。

尼采说：“参透为何，迎接任
何。”有人为了家人，为了理想，一定
要活下去，但并非人人在此劫难下
都奋力求生。医生所要做的不只是
把病人从鬼门关拉回来，更要注入
能量让他活下去，告诉他活下去的
意义。葛峰医生说：“真正有温度的
治疗是人文关怀。很多患者在知道
没有音讯的亲人安全活着以后，自
己的病情也迅速减轻，然后痊愈。”
这就是找到了一种意义，让我们在
最困难的时候能坚持下去，这也是
生命的奇迹。

生死关头，唯有明了活着的意
义，才能激发活下去的动力。就如
罗曼·罗兰所说，人认清了生活的真
相后，依然热爱生活，这就是真正的
英雄主义。

参透为何，迎接任何

张连珍同志潜心研究几十年的《易
理人生》一书近期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出
版，我是最早读过这本书的读者，在本书
出版之际谈一点读书心得。

我在担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后，知道
张连珍同志除担任党和政府重要的领导
职务外，潜心于中国易学研究，有几十年
深厚的积淀和体悟。张连珍同志也有意
将自己的研究和心得与南京大学师生交
流分享。于是，我就请连珍同志来南京大
学开设“周易与智慧人生”系列讲座。连
珍同志应允后，自2008年起在南京大学开
讲。开始，我还担心易学是个深奥的小众
学科，会不会有人听。实际上却场场爆
满，断断续续讲了十几场，十几年。一个
专题系列讲座一讲就是十几年，一办就是
十几年，在这个快节奏、新知迭代、新潮纷
涌的时代实属不易。张连珍同志的系列
讲座，每场都经过了认真准备，既有学理
和文献的考索，又有思想和生活的感悟，
场场讲座串起来又有内在逻辑。一个专
题系列讲座，一听就是十几年。作为基本
听众的一届届南大学子纷纷走出校园，但
这个讲座仍然有坚持十多年的听众。南
大相关学科的专家、易学爱好者、实务部
门的管理工作者，包括我和其他分管文科
事务的同志，几乎成了讲座常任听众和

“粉丝”。我虽不是易学专家，但从连珍同
志的讲座内容和研究心得中，感受到了连
珍同志丰厚的传统文化学养、严谨的探赜

索隐之功、精彩的孤明独到之论。现在，
几十年磨一剑，连珍同志在南大的易学讲
座正式结集出版，得以将张连珍同志研究
易学的成果与更多人分享。

张连珍同志的《易理人生》一书，是
以易学为载体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
的系统梳理和现代表达，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包括其内在的思维方式、价值观
念、实践理念、伦理关怀、审美追求等，构
成了独特的中国精神，在独特的中国情
境下，形成了面向生产生活、社会人生的
普遍和具体问题的独特解决之道，这就
是所谓的中国智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华文明有
着5000多年的悠久历史，是中华民族自强
不息、发展壮大的强大精神力量。我们的
同胞无论生活在哪里，身上都有鲜明的中
华文化烙印，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
精神基因。”在我看来，立足新时代，让青年
学生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珍视中华
民族的文化血脉、共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
园，铸牢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不是一蹴而
就的工作，而是一项系统的、细致的、久久
为功的工程。本书的出版，契合了党和国
家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工程的
建设要求，契合了南京大学以优秀传统文
化浸润核心价值观的追求，契合了以优秀
传统文化蕴含的中国方法论指导国家治理
的需求。

张连珍同志的易学学养，累结了数十
年的爱好和研读，除研究古代易学的流变
外，每每与当代海内外易学大家交流探
讨，请益诸家，博取众长，增益学理；她的
易学研究，能原始反终，考镜源流，很好地
继承了汉学学风；她的易学阐释，能坚持
义理与考据结合，能坚持形上与形下的结
合，能坚持象数与义理的融合，能关注易
学思维与现实功用，能努力让易学在现实
大地上结出智慧之果。令我印象深刻的
是日用常识的观察、生活习俗的考辨、治
理方式的思考、立身行世的启悟、摄生营
卫的感触等等，以及现实社会人生、现代
管理治理的种种问题和解决方案。连珍
同志的每一讲中，都有整体的观照和独到
的诠释，这大概是连珍同志的讲座以及本
书的特色和魅力。

在张连珍同志的研究成果出版之际，我
谨呈献以上心得，愿她的这项既传承文明薪
火又促进创造转化的工作，助力文化自信，
以文化人，助力民族伟大复兴。

以文化人，易理人生
——读张连珍著《易理人生》

□ 洪银兴

□ 潘 讯

在中国区域文化研究中，江南
向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苏州又
是热点中的热点，研究成果汗牛充
栋、不可胜数。但是，所谓“一代之
治，即一代之学”，苏州文化研究总
是在因应与回答时代命题中翻波
叠浪、滚涌向前。2018年，在中国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苏州获得
了一顶来自世界遗产城市组织的
冠冕——“世界遗产典范城市”。
于苏州而言，戴上这顶桂冠自然不
能说是不虞之誉。但是，苏州在中
国深度融入世界40年、中国经济
飞速发展40年之后赢得的这项称
号，又不能不引发人们对苏州文
化、苏州道路的再度关注。由高坡
主编的《寓价值理性于工具理性：
苏州世界遗产典范城市的形成与
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以下简称

“《寓》著”）一书，正是从时代方位
与全球视野中、从文明溯源与文化
比较中，对世界遗产典范城市——
苏州的新观察与新思考。

《寓》著最富新意的创获是，以
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交融共生来解
密苏州文化的基因特质。工具理性
与价值理性的划分来自于德国社会
学家马克斯·韦伯，工具理性是人类
追求物质利益的理性，价值理性则
是人类对终极价值与生俱来的探
寻。马克斯·韦伯身经现代化早期
阶段，他对所处时代做出过“工具理
性遮蔽价值理性”的判断。而在
《寓》著看来，苏州文化杰出成就的
根源——苏州之所以为“苏州”，就
在于“道器并重”：“其以器扬道，以
道济器，寓价值理性于工具理性，以
工具理性实现价值理性，儒雅婉约，
深沉能行的二者结合，遂成就了中

华文化中华文明之典范。”
值得注意的是，《寓》著虽借用

了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二词，并标之
以题，却对马克斯·韦伯的概念作了
一番中国式转化，不仅平移为“道”

“器”两端，更从儒、道等思想体系出
发，赋予了两大理性中国化内涵和
地域性特征。《寓》著研究方法也是

“道器并重”，既有对苏州地理环境、
城池建制、古典园林、运河遗产、苏
作工艺、丝绸织造等空间形态和物
质文化的观照，也有对苏州城市文
化源流、世界遗产典范城市精神内
涵的剖析。《寓》著不仅提炼了崭新
的观点，而且通过对苏州城市文脉
的疏凿以及苏州文化内部诸结构的
学理分析，构建了一个具有前瞻性
和论证力的学术体系。

苏州文化源流史也就是苏州

城市发展史。《寓》著当然不是对
苏州过往灿烂文明成果的回顾缅
怀，其深层寄意之处实是对新征
程上苏州现代化道路的严肃探
寻。因此，书中的这些论述不能
不引起我们的格外注意。比如，

“苏州（吴）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
中的一朵奇葩，是为中华民族自
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做出了突出贡
献的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
有现代价值的文化。”比如，“苏州
（吴）文化的特质，致其最契合、
最贴切于人类的近现代化，是最
能够亦最善于与人类的近现代化
进程相结合相融合的文化。”又
如，“江浙之地，尤其是苏杭，特
别是苏州（地区），不走极端，不
究死理，平和，理性，以一件事一
件事的做成作为具体目标，一个
一个具体目标的实现，在近代化
的路上就走出了很远，乃至全国
最远。”

其实，苏州城市体性和区域文
化中蕴涵的近现代化特质也为海外
学人所瞩目。美国历史学家柯必德
在其专著《在天堂与现代性之间：建
设苏州》中的论断与《寓》著中的上
述观点可谓若合一契，息息相通。
他们论述的重心都在于，揭示出苏
州文化在历史传承与演变中孕育的
现代性基因，以及生成这种现代性
基因的文化功能，这是兼顾“道”与

“器”的深湛圆到之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

关系显得尤为急迫与突出，是百余
年来探索中国道路的核心命题之
一。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断裂
与变革中，江南地区成为一系列社
会实践的“试验场”，苏州首当其
冲。传统文化在社会急骤变革中
面临着瓦解与失语的危机。出身

三吴世家、首提“苏南模式”的社会
学家费孝通首先敏锐关注到这一
问题。至少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
始，他就注意到改革开放之后，新
旧文化的断裂与延续、冲突与整
合。他看到社会变革对文化精神
的迫切需求，提出“文化转型为何
如此费精神？”“费孝通之问”以社
会学家的思考同样触及了现代化
道路的命题。与此同时，苏州的探
索成就有目共睹。去年GDP突破
2.27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超过4万亿元，居民收入也保持较
高增长，苏州不仅创造了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卓越成就，在历史遗产、
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上也成效
显著。这种发展与保护的动态平
衡、当下与传统的相得益彰，正可
以作为苏州文化“道器并重”的生
动注脚。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
将苏州荣获“世界遗产典范城市”
称号这一象征性事件，当作对“费
孝通之问”跨越时空的回答，也是
对苏州在现代化道路上前驱探索
的褒扬。

我们还应看到，中国现代化
探求仍然在路上，传统文化的现
代化转型也远未完成。在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和新冠肺炎疫情叠加
冲击下，人类历史当下正逢分水
岭。经过改革开放40余年快速发
展与物质积累的苏州，与历史上
的“高光”时刻相比，文化复兴的
道路仍然漫长。《寓》著提炼苏州
文化的体性特质、探寻苏州道路
的来龙去脉，重要的不是带给我
们现成的结论，而是让我们从历
史和世界的视野中再一次谛视苏
州文化，为苏州现代化找到一条

“好”的路径，为中国现代化建设
提供一个可资参考的样本。

苏州现代化的“道”与“器” 序与跋

□ 本报记者 顾星欣

“一座没有故事的城市如同一个没有灵魂
的人。”《文戏武唱》一书是澳门作家穆欣欣最新
出版的作品集，生动展现了作者在多重身份之
下与不同城市之间，与当地的历史、人物、事件
的各种连接和交流。在书中，她细腻书写了自
己与北京、澳门、南京等地的过往情缘，用“故事”
来勾勒每座城市的历史文化。

穆欣欣有作家、文化管理者等多重身份，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澳门与内地的文化交
流，但她另一个鲜明的身份标签却是“戏痴”，
她与江苏的“戏缘”也颇深。

作者曾是南京大学戏剧戏曲学博士，她
回忆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期的生活，昆曲
是其中一个学期的必修课，授课老师是被誉
为“昆曲祭酒”的张继青老师。当时老师教她
的两段——《游园》里的“皂罗袍”、《长生殿·
弹词》里的“货郎儿七转”，前者是杜丽娘的青
春之歌，后者是李龟年感慨沧桑变幻的老生唱
段。“一个人在学校文学院顶楼资料室唱戏曲”
的回忆，多年后依然美好。

“你一定要看传统戏”，书中作者对于传统
戏曲的功效剖析很有见地。传统戏是有大学
问的。作者用学者王元化在《关于京剧与文化
传统答问》一文中提到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来
释答：大传统以小传统作为中介传播到民间
去，经史子集直接记载着中国的传统思想，许
多老百姓虽然不识字断文，却也懂得忠孝节
义。而唱本、评书、传说、神话、小说、戏曲，就
是向老百姓传递“忠孝节义”“劝善惩恶”思想
的最直接传播媒介，中国人的人生观、是非观
也正是由此途径获得，所谓“戏园者，实普天下
之大学堂也”。

书中以一次亲历记，印证了这一番理念。
作者曾去张家港永联村，发现天津青年京剧团
在这里连演四天传统大戏，上座率百分百。这
激发了她的兴趣和疑问，为什么村里要建剧场、
请顶尖的演员来演戏，让员工、村民看戏？穆欣
欣访问了村党委负责人，发现原来这是一个“煞
费苦心的故事”——通过看戏，历史人物故事、

做人的根本，潜移默化地融入到村民的思想和
血液之中。

戏不仅能立人，更能录史。2014年，江苏
与澳门共同打造的近代历史京剧《镜海魂》首
演，是双方在舞台表演艺术领域的首次深度合
作。京剧《镜海魂》由江苏省演艺集团京剧院
创排，而这部戏的编剧正是穆欣欣。在书中，
她将这一段做戏的过程深情道来。在澳门所
有的别称之中，她最喜欢的是“镜海”。如何写
一个让人记住澳门的故事？首先跃入她脑海
的，就是清朝时的澳门义士沈志亮，在与葡兵
的激烈冲突中，为保护家园而就义。于是穆欣
欣做了一番大胆穿越的探索，用自己喜爱的京
剧来讲述澳门故事。以沈志亮为首，《镜海魂》
塑造了一群有情有义、守望相助、同舟共济的澳
门人群像，也由此连接起澳门的过去、现在和未
来。

正如书中所说，“历史不再是过往的尘埃落
定，而是一种人类经验的绵延不绝，是现在和未
来的活动背景。”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表示，
从这本书中，我们既能看到时代和历史，更能看
到个体和情绪，那些文字描述的事情似乎很远，
但文字蕴含的深情足以打动当下的我们。

传统戏，大学问
——《文戏武唱》里的江苏“戏缘”

□ 毛莉 李骏

回到实践还是回到生命？在百
年中国现代美学的“柏拉图之问”的
求索和争辩中，南京大学潘知常教
授的美学新著《走向生命美学——
后美学时代的美学建构》应运而生。

作者以“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
哲学为基点，从“生命视界”“情感为
本”“境界取向”三大论纲分别阐述

生命美学的哲学之根、美学枝节与
发展新叶，为美学贮满了生机、能量
与活力。

以“生命视界”为根脉，建构
美学哲学化体系。《走向生命美
学》在中西生命思想的基础上以

“审美—生命”为中心解读美学，
生命美学的本质是美学精神的复
苏，是人类本性的复苏。潘知常
建议，美学要立足“四观”（中西方
美学的生命美学观、传统美学的
生命哲学观、当代美学“由智慧转
向生命”的价值观、由理性转向感
性的审美观），构建“信仰与爱的
终极关怀为终极视域”。

作为审美哲学，生命美学聚焦
生命美学所立足的哲学基础，实现

“生命”“仁爱”的辩证统一，以“爱”
释“仁”，以“美”储“仁”，把传统的

“万物一体之仁”的生命哲学提升为
“万物一体仁爱”的生命哲学，“我爱

故我在”是其中的主旋律，通过强化
美学启真、致善、尚美的价值向度，
实现生命的自觉，实现信仰到爱的
觉醒。

以“情感为本”为美学建基，彰
显生命美学当代价值。生命之为生
命，在于以情感为本。区别于实践
美学的“适者生存”，生命美学坚持

“爱者优存”，通过信仰和爱的价值
维度阐释审美的普遍性和超越性，
以“我审美故我在”论证人在审美活
动的主体性地位。

审美与艺术并不是实践活动的
衍生品、奢侈品和附属品，而是一种
超越性、理想性的生命活动。在审
美活动中折射人的终极关怀，这是
生命的最高存在方式。

坚持“境界取向”，斧正美学理
论的多元化发展方向。情感的满足
意味着价值与意义的实现，这就是
潘知常所谓的“境界取向”。在人的

感性、人的存在的回归中洞悉人性
奥秘、澄清生命困惑、寻觅生命意
义，这是美学的当代哲学意义。

当前，中国的美学研究往往在
拾西方美学之“牙慧”，缺乏对现实
情况的理性解读和自身的现代性思
考。为此，作者不惜呼吁“美学终
结”，背后显现的恰恰是对审美真正
的追问与期待，一种美学理论无可
避免要“关涉到一种反思的、批判的
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当代美学
呈现多种美学观点融合发展的多
元话语体系。《走向生命美学》对更
具时代性、前沿性的“生活美学”

“身体美学”“生态美学”“环境美
学”都作了正面的理论辨析，其中
不乏论战式的火药味，这既是对美
学理论多元化发展方向的斧正，也
为建构“生命美学”提供了更深刻
的思考。

美学“归处”是生命

本报记者 陈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