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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从中国文化史的基本概念、
中国文化史分期、中国人文传统、中
国文化现代转进等十五个方面，全
面论述了中华文化产生、形成、发展
及迁演的全过程。题首，冯天瑜开宗
明义，深刻指出：“中国文化史是中
华民族在中国创造文化的历史，如
果将中国文化史比喻为波澜壮阔、
起伏跌宕的多幕戏剧，中国便是演
出舞台，中华民族是演出主体，文化
是演出内容。”接着，冯天就“中国”

“中华民族”“文化”等概念，分别从历
史、地理、人文等维度，一一做了精辟
地论述，强调文化是一个不断运动、
演化着的生命过程，因此只有通过

“史”的研究，方能真正把握文化。
书中，冯天瑜阐释了中国文化的

特点。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一种“重德
求善”的文化，这种重视伦理的文
化，将人推尊到了很高的地位。此
外，中国文化还非常重视历史，而且
很早就产生了“鉴往知来”的观念，
懂得把历史和未来沟通起来。他说，
中国文化在千年的发展中，始终保

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其主要原因是：
一方面是基于中华文化有着自强不
息、奋力前行的坚韧性；另一方面则
是有着厚德载物、海纳百川的包容
性。这两种内驱动力相互结合，迸发
出强大的动能，不断推动着中国文
化在创新中发展、创造性转化中，生
生不息地传承着优秀文化的基因，
最终在历久弥新中，缔造出中国文
化历经千年始终基业长青的传奇。

中国文化从它孕育、诞生到成
熟、演进，经历了上千年的历史淘
洗，文化史的研究堪称是个很漫长、
很复杂的过程，也是一个庞大的工
程，宏观研究难度很大，很多人因此
选择做微观研究。但冯天瑜却知难
而进，一开始不是定位于做某个具
体的人物，抑或止于做某个断代；而
是致力于整个文化史的总体把握。
但是，他的这种研究也不是事无巨
细悉数入列，而是各有侧重。特别是
在写作本书时，冯天瑜就紧紧抓住
中国文化的生成和近代转型这两个
关键议题，进行重点诠释。在描摹中

国文化的整体样貌之时，又注重以
点带面，着重指出中国文化的卓异
和光彩之处。值得一提的是，冯天瑜
早期的文化史研究，重点是放在观
念史上，比较接近于思想史研究。后
来，随着探究的深入，他发现只有对
制度文明有一个贯通性的了解、诠
释，才有可能把握住中国历史的命
脉，才能够真正写好、写透中国文化
史。为此，在研究的后期，他有意识
地加大了对制度文化的分析剖解。
而在此过程中，冯天瑜还始终致力
于系统研究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和
文化发生机制，提出了地理环境、经
济土壤、社会结构、国际条件四个维
度综合作用的中国文化生成机制。
这就从源与流和递与进方面，讲好
了“中国文化从哪里来，未来又将向
哪里去”这一宏大命题。

对于如何对待中国文化这一时
代之问，冯天瑜在书中也给出了自
己的答案。他强调，传统文化须加辨
析，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本着“古
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原则，积极做

好优秀传统文化的吸收和外来文化
兼收并蓄工作。这是一个世纪工程，
需要一代一代中国人的接续努力。
至于全盘推倒和照单全收，显然是
不对的，中国文化是个动态发展的过
程，尽管它历史悠久和底蕴深厚，但
仍需要不断汲取新思想、新文化的时
代内容，以筑牢它恢宏的大堤，巍然
耸立在世界文化之林。他进一步指
出，“中国有很多问题的解决，有赖优
秀传统的弘扬，但并非传统文化的简
单召回，而需要创造性的劳作，包括
古今转换和中西涵化。”而对于中国
的发展前景，包括中国文化的现代转
换，冯天瑜历来是持乐观态度的。称
赞中国的发展和中国文化有希望、有
前途。同时告诫说，“因为面临挑战甚
多，我们要前进，但不能急于求成，要
有耐性，坚忍不拔，持之以恒。”

掩卷长思，展望未来的中国文
化，让我们信心倍增，它必将在中与
外的交织、古与今的变革中演变，如
滔滔江河，后浪逐前浪，奔腾不息，
向着光明的前程奋力前行。

王国维先生的《人间词话》堪称
中国古代词学研究的经典之作。这部
著作以独特的视角和深邃的洞察力,
对中国古代词学的发展脉络进行了
细致入微地探讨与分析。

王先生博学多才,文采飞扬。在
《人间词话》中,他以精湛的文学造诣
和敏锐的艺术洞见,全方位地阐述了
词学的种种奥秘:词学的发展轨迹、词
人的创作风格、词作的内蕴等,为我们
揭示了一个崭新的理解和欣赏古代
词学的视角。

其中,王先生提出的“词以境界为
最上”的观点堪称经典。他认为,词的
创作应当追求超越现实、超越物质的
境界,通过言语的艺术表达抒发出超
越现实的情怀和思想。这一独到见解
对于后世词学研究的理论发展产生
了重要影响，成为探索词学奥秘的重
要理论基石。它犹如一把钥匙，打开
了通往词学繁荣的大门，让后世研究

者得以深入挖掘词的内涵、形式和美
学价值。

古 人 云 ：“ 词 为 心 声 ，歌 为 言
志。”在我国古代文学的瑰宝中，词
作为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一直备
受文人雅士的喜爱。而这一独到见
解，正是对词的独特魅力和价值的
深刻诠释。例如，南唐后主李煜的词
作，以他的人生经历和感慨为背景，
表达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国家
命运的忧虑。正是这种独特的情感
表达，让他的词作具有极高的艺术
价值和历史意义。

这一独到见解还推动了词学与
其他学科的交叉研究。例如，词学与
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结
合，让我们可以从多角度、全方位地
解读词作家的创作背景、心理状态以
及作品内涵。这样一来，词学研究不
再局限于文本本身，而是拓展到了更
为广阔的学术领域。

然而,《人间词话》也存在一些值
得商榷之处。王先生过于强调词的境
界感和个人情怀,相对忽视了词作的
技巧和形式,以及其社会价值和历史
意义。这可能会导致部分词作在艺术
表达上的不完美，甚至影响其整体的
文学品位。因为在文学创作过程中，
艺术表达和文学品位是相辅相成的，
一旦其中一个方面出现问题，势必会
对另一个方面产生负面影响。

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诗词歌
赋等形式的文学作品，作者都非常注
重艺术表达和文学品位的结合。如唐
代诗人白居易的《赋得古原草送别》，
通过描绘自然景色与离别情绪的交
织，展现了作者高超的艺术表达和深
厚的文学品位。然而，如果在这首诗
中，白居易未能准确把握词句的韵味
或者情感的抒发，那么整首诗的艺术
价值和文学品位必将大打折扣。

因此，在文学创作中，要想同时

达到艺术表达和文学品位的完美结
合，作者需要不断丰富自己的文学素
养和审美观念，努力提升自己的创作
技巧。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部分词作
在艺术表达上的不完美，确保整体的
文学品位得以保持。在这个过程中，
作者还需要广泛涉猎各类文学作品，
吸收前人优秀成果，不断丰富自己的
创作素材库，为自己的作品注入新的
生命力。

总的来说,《人间词话》是一部具
有卓越价值的词学巨著。它以独具慧
眼的视角和深邃的理论洞见,为我们
认知和欣赏中国古代词学开启了新
的通道。虽然这部著作在某些方面存
在局限，但它仍然是研习古代词学的
不可或缺的经典之作。对于我们来
说，在阅读这部著作的过程中，既要
充分认识到它的价值，也要学会审视
其局限，从而在研究古代词学时能够
做到兼收并蓄，全面把握。

◎姚锦

王国维词学与现代启示

多维解析中国文化的变迁图景
◎钟芳

中华文脉历经千年的传承，在历史的沧桑巨变中，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

活力。历史文化学者冯天瑜所著的《中华文化十五讲》，于追溯中华文化的根与

源、审视中华文化的新与变中，全景式地勾勒了中华文化的灿然图景。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
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
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
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
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
持一点童心。”汪曾祺说：我的孩子有
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
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
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
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
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
直”最没有意思。

《愿你自在长大》是一部聚焦孩子
身心成长的随笔集，分“亲爱的孩子”

“教养的艺术”“殷切的叮咛”“庆幸有
过这样的父母”四个章节。毕淑敏、刘
心武、张丽钧等作为父母师长，从不同
层面回应如何向孩子正确地表达爱这
一主题，给出了养育孩子的诚挚建议。
丰子恺、汪曾祺等提供了关于教养的
深刻认知，指导大家如何做父母，如何
去磨炼孩子的品性和智慧。那些名家、
大师们回忆父母教导自己时的点点滴
滴，感人至深，非常富有启发性。

尊重与引导，是孩子成长的最佳
陪伴。在《儿子的创意》一文中，毕淑敏
以其独特的视角，深入浅出地阐述了

如何让孩子在自在的环境中茁壮成
长。文章主要讲述了“儿子”要参加日
本的创意比赛，“妈妈”却一味挖苦“儿
子”，并说：“成绩才是一个学生最好的
创意。”然而儿子却真的拿到了奖。文
中的妈妈虽然会讽刺孩子几句，但她
仍真诚地与孩子沟通交流，对孩子的
创造精神给予呵护与支持。真正的教
养，不是逼迫孩子成为我们希望的样
子，而是引导他们成为最好的自己。

不要乱开发孩子的智力。张丽钧
说：她见过哭泣着弹奏《欢乐颂》的天
才琴童，也听说过为了逃避练琴而自
断手指的明星琴童。“早慧”，在大多的
孩子那里变成了一个不祥的词语。在
孩子需要“玩”和“问”的年龄里，有些
父母就开始不由分说地拿“知识”去蹂
躏他，对其智力资源进行“掠夺性开
发”。孩子小小的心，堆积了满满的对

“知识”的厌倦与仇恨，丧失了想象的
能力……即使他在幼儿园的智力大赛
中捧得大奖，也终难逃脱走向平庸的
厄运——“小时了了，大未必佳”。

不要瞎教孩子任何东西。老舍先
生说：六岁以前，不教给他们任何东
西；只劳累他们的身体，不劳累脑子。
养得脸蛋儿红扑扑的，胳臂腿儿挺有

劲，能蹦能闹，便是好孩子。过六岁，该
受教育了，但仍不从严督促。他们有的
聪明，爱读书呢，好；不聪明而不爱读
书呢，也好。他特别珍视儿童的天真，
最害怕看见小孩穿上小马褂，一举一
动全像大人，便想落泪……他喜欢看
儿童写大字，推崇孩子们的这种创造
性：“倒画逆推，信意创作，兴之所至，
加减笔画，前无古人，自成一家，至指
黑眉重，墨点满身，亦且淋漓之致。”

书中的最后一章，收录了名家对
父母的回忆——是父母的言传身教，
才有了他们的成就。“所以你们要像花
生，因为他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
的东西。”许地山说，父亲的话现在还
印在他的心版上。胡适先生说：“如果
我学得了一丝一毫的好脾气，如果我
学得了一点点待人接物的和气，能宽
恕人，体谅人——我都得感谢我的慈
母。”“父亲鼓捣半天，就为让孩子高兴
一晚上。我的童年是很美的。”汪曾祺
先生说。从这些文字里，大家更能感受
到父母对孩子人生的影响，也告诉初
为父母者，应该怎么做才能让孩子健
康成长。

教育，从来都不是孩子的功课，而
是父母的修行。作为家长，对孩子最好

的教育，就是让他自由自在地长大，成
长为更好的自己。孩子不是父母的复
刻，他们是独立的自己。作为父母，我
们能做的，就是教会他们明辨是非的
本事，引导他们走向正确的道路，学会
承担责任……家长朋友们，让我们翻
开此书吧，踏上一场自在的教养旅程，
学会尊重孩子的天性，引导并帮助孩
子自在成长，让他们成长为一个自信、
勇敢、乐观的大人。

◎甘武进

一场自在的教养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