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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春燕

■ 本期嘉宾 楼宇烈

中国环境报：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为
什么现在失去了文化的自信？

楼宇烈：大家都知道中国是一个以
文化来立国的国家，是一个文化氛围浓
厚的国家，因此它才能包容我们 56 个民
族。但是，为什么说现今失去了文化自
信呢？

我想大概主要是在 19 世纪末开始，
我们接触到西方文化以后，开始对中国
的文化进行反思。当时有一种思潮，觉
得中国没有宗教、没有哲学、没有科学、
没有艺术，在这样一个认识下，怎么可能
对自己的文化有信心呢？甚至我们还对
传统文化进行了清算，尤其是传统文化
中 的 主 体 部 分 —— 儒 家 思 想 进 行 了 清
算，把儒家的主体文化礼教说成是吃人
的礼教。

到了上世纪 30 年代，有学者提出来
全盘西化的口号，认为传统文化都不如
西方。当然，他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也
有很多学者是不赞同的。有 10 位教授联
名发表了中国本位文化宣言，但在当时
的历史情况下，主张坚持中国传统文化
立场的力量依然微薄。

中国环境报：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
我们对自己的文化认知产生了误区？

楼宇烈：这来自于一个问题，我们怎
样认识文化？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文
化看做是一个历史进展的过程，注重文
化的历史性，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的文
化是递进的。这样一来，后一个时期产
生的文化，一定比前一个时期的文化先
进。因此，总觉得西方工业文明产生的
文化一定比农业文明的文化进步。而中
国的文化，恰恰是农业文明时期为主产
生的文化。到了近代，世界迈入工业文
明时代，农业文明的落后性就凸现出来
了。我们要赶上世界的潮流，要与世界
同步，势必要批判传统的农业文明。

这 种 思 想 一 直 延 续 到 上 世 纪 80 年
代，那时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河殇》，讲中
国文化是黄土地的文化，简称黄色文化，
它的特点是保守、缺乏创造性、缺乏更新
机制。相对应的是西方的文化、海洋文
化，海洋是蓝色的，简称为蓝色文化，它
的特点是开放、创新、不断地进步。电视
剧的结论让我们抛弃黄色文化，拥抱蓝
色文化，我想经过那个时期的人应该印
象很深。可是，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我们
还是应该主张自己的文化传统，在这个
基础之上走向未来。

所以，文化不仅是时代性的，更是超
越时代的，并不是说农耕文化只适于农
业社会，应该看到文化的传承性。再一
个，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类型和特色，
而这种差异性，恰恰是世界文化发展的
重要动力。如果文化都一样，那就无法
彼此相互推动发展了。

中国环境报：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
在哪里？

楼宇烈：上世纪 80 年代，世界性的文
化就出现一个问题，即随着经济全球化
的过程，地方文化的特色在消亡，尤其是其是
那些口述的非物质文化那些口述的非物质文化。。于是有人提出于是有人提出
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口号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口号：“：“越是民族越是民族
的的，，越是世界的越是世界的。”。”我觉得这个口号非常我觉得这个口号非常
重要重要。。简单来说简单来说，，中国的文化更注重于中国的文化更注重于
人的向内自觉性人的向内自觉性，，而西方文化更注重向而西方文化更注重向
外部追求外部追求，，他靠一个外部的力量来规范他靠一个外部的力量来规范，，
这就很需要相互来补充这就很需要相互来补充。。

举一个例子举一个例子，，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在二次世界大战时，，美美
国一位军事专家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访国一位军事专家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访

问，会见了大使馆的武官。美国的军事
专家问，你们学孙子兵法吗？回答说学
过。美国人问，你们觉得孙子兵法怎么
样？中国武官说，孙子兵法已经过了时，
那是几千年前的东西，我们现在要学的
是你们国家军事专家的理论。

美国军事专家说，你们错了。孙子
兵法与西方军事学理论是两个不同的体
系，孙子兵法所体现出来的现实主义中
庸之道更有意义，比如“不战而胜”。

我前面提到我们国人对文化认知的
误区，那么现在的人是不是有这样的自
觉了呢？我觉得还没有。很大原因是在
于我们对自己的文化缺乏自信。由于缺
乏自信，又缺乏对它的尊重；由于缺乏尊
重，又对它没有一种强烈的认同感；而这
种没有认同感就让他对了解自己的文化
传统这样一种意识也就越来越淡薄。因
而，我们要树立起一种自觉的文化主体
意识。这是不容易做的。

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让我们的民
众很好地了解文化传统，了解传统文化
中的财富，而且能够对它有所鉴别。有
了了解，才会真正地认同。有了认同，才
会去尊重它，然后才会有一个自信。

中国环境报：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
主体精神是什么？

楼宇烈：是人文。中国传统文化强
调天人合一，人和自然的和 谐 相 处 。 其
中 还 包 含 着 更 深 层 的 意 义 ，人 只 是 天
地 万 物 中 的 一 部 分 ，部 分 不 能 离开整
体，人应该不断向天地万物学习，顺从自
然的发展，而不是让天地万物来顺从人
的意愿。

西周打败了殷纣王以后，总结夏商
为什么会灭亡，认为君主有道义的上天
就保佑，君主荒淫暴虐，谁也不会保佑。
大禹治水，为百姓带来福祉，舜顺从民
意，把帝位传给他，后来建立了夏朝。夏
的最后一位君主桀，是一位十分暴虐的
人，商部落的领袖成汤带领百姓推翻了
他，建立起了商王朝。商的最后一位君
主纣，又是一位荒淫暴虐的人，周部落的
文王、武王带领百姓起来推翻纣王的统
治。纣王是一个十分信天命的人，《史
记》里记载，武王的部队已经打到殷纣王
的城墙下了城墙下了，，他居然还说他居然还说：“：“我生不有命我生不有命
在天在天，，周人其奈何我周人其奈何我。”。”我不怕我不怕，，我的命是我的命是
祖先老天爷给的祖先老天爷给的，，周人能把我怎么样周人能把我怎么样？？
结果武王的部队攻进来结果武王的部队攻进来，，纣王被流放纣王被流放，，后后
来自杀了来自杀了。。西周就总结出来西周就总结出来““皇天无亲皇天无亲，，
唯德是辅唯德是辅””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历史经验教训。。

作为每个人来说一样作为每个人来说一样，，只有修好身只有修好身，，
才能齐家才能齐家、、治国治国、、平天下平天下，，这就是用这就是用““以史以史
为鉴为鉴””总结出来的总结出来的。。中国人还有一个说中国人还有一个说
法是法是：：以天为则以天为则，，处处要效仿天处处要效仿天，，道家的道家的
思想最突出思想最突出，“，“道法自然道法自然”。”。

儒家也有同样思想儒家也有同样思想，，只是表达的方只是表达的方
式不一样式不一样。。儒家说天人合一儒家说天人合一，，就是人道就是人道
和天道合一和天道合一，，人道要以天道为准则人道要以天道为准则。。圣圣
人要向天学习人要向天学习，，自然无为自然无为。。不是控制改不是控制改
造自然造自然，，而是顺其自然而是顺其自然。。人要顺应人要顺应、、尊重尊重
自然自然，，向自然学习向自然学习。。一方面强调人的主一方面强调人的主
动性动性，，一方面又不让人凌驾于天地万物一方面又不让人凌驾于天地万物
之上之上。。究竟是让人去适应天地究竟是让人去适应天地，，还是让还是让
天地适应人天地适应人？？无论是西方科学无论是西方科学、、哲学哲学，，还还
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强调人不仅要认都强调人不仅要认
识世界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改造更重要的是要改造世界。这是
我们的口号。但是再这样改造下去，人

自己就要被改造掉了。人应该怎么样去
顺应，我想是要按照规律办事，推动自然
的发展。

中国环境报：儒家文化和环境文化
有没有联系？

楼宇烈：当然有。儒家认为，天是包
括四时运行、万物生 长 在 内 的 自 然 界 ，
自 然 界 是 有 生 命 的 自 然 界 ，它 是 一 个
生 命 整 体 。 儒 家 倡 导“ 畏 天 命 ”，要 求
人 们 敬 畏 自 然 ，对 自 然 界 不 能 随 心 所
欲，对自身的行为要保持警觉。春天是
万物发芽的时节，夏天万物生长，即春生
夏 长 。 而 现 时 代 的 人 偏 要 违 背 自 然 规
律，不顾季节秩序恣意砍伐，随意捕捞，
是对自然的破坏。

环 境 文 化 是 人 们 在 社 会 实 践 过 程
中，对自然的认识、对人与自然环境关系
的认知状况和水平的群体性反映样态，
是一个新文化，也是一种大文化。有人
定义环境文化是一种新观念，涉及很多
方面。但我以为，本质依然是以人为本，
为了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和谐，以人
的生存和生命质量为核心的文化。

儒家文化和环境文化的联系是内在
核心的联系。儒家说，仁者要热爱大自
然，亲近大自然，把融入大自然视为最大
的快乐、人生追求的最高志趣。儒家倡
导“知天命”，要求人们去认识、掌握自然
的 规 律 ，认 识 到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的 重 要
性。只有认识了天人关系，才能倾听自
然 界 的 呼 声 ，从 而 达 到“ 不 逾 矩 ”的 境
界。这难道和环境文化的本质不是一脉
贯通的吗？

中国环境报：今天我们重提复兴儒
家文化，对环境保护工作的促进意义在
哪里？

楼宇烈：促进的意义在于教育和倡
导，对现代人观念的转变。农业文明时
期，人类的生态观是“天定胜人观”，人们
以勤勉的态度对待自然，但具有较强的
依赖性。到了工业文明时期，人类的生
态观是“人定胜天观”，认为自然是能征
服的。表现在我们的教育体系中缺乏敬
畏，要与天斗、与地斗。长此以往，“人是
自然的主宰”的思想占据了我们的头脑。

现 在现 在 ，，是 时 候 反 思 时 代 的 局 限 性是 时 候 反 思 时 代 的 局 限 性
了了。。今天重提儒家文化今天重提儒家文化，，既要区别天定既要区别天定
胜 人 的 观 念胜 人 的 观 念 ，，也 要 扭 转 人 定 胜 天 的 误也 要 扭 转 人 定 胜 天 的 误
区区。。其实其实，，中国哲学家早在多年前中国哲学家早在多年前，，就提就提
出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出了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大约大约 23002300
年前年前，，孟子就说过孟子就说过，，人类活动会对周围自人类活动会对周围自
然界造成影响然界造成影响。。孟子日孟子日：“：“牛山之木尝美牛山之木尝美
矣矣，，以其郊于大国也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斧斤伐之，，可以为可以为
美乎……人见其濯濯也美乎……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以为未尝有材
焉焉，，此岂山之性也哉此岂山之性也哉。”。”

重提儒学重提儒学，，是在整个社会的精神层是在整个社会的精神层
面 再 建 一 种 基 于 儒 家 价 值 观 的 人 文 主面 再 建 一 种 基 于 儒 家 价 值 观 的 人 文 主
义义：：孟子在提醒我们孟子在提醒我们，，文化是有继承性文化是有继承性
的的，，老祖宗的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老祖宗的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既有既有
精神层面的精神层面的，，也有环境层面的也有环境层面的。。

重 提 儒 学重 提 儒 学 ，，将 会 促 使 人 们 行 动 起将 会 促 使 人 们 行 动 起
来来。。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这会催生看待自然界这会催生看待自然界
的方法论的方法论，，有可能对治理雾霾有可能对治理雾霾、、受污染的受污染的
江河以及人们的拥有欲江河以及人们的拥有欲、、创造欲和自身创造欲和自身
状态产生长期的积极影响状态产生长期的积极影响。。

国人为何对传统文化失去自信？

梁启超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问诸君
为 什 么 进 学 校 ，众 人 会 答 为 学 问 。 再 问 为
什 么 求 学 问 ，各 人 答 案 就 会 不 同 ，或 者 竟
自 答 不 出 了 。 诸 君 啊 ，我 请 替 你们答一句
吧：‘为学做人’。”

梁启超认为，所学种种，不过是做人所需
的手段。大自然孕育万物，人类是其中之一，
所以人类与其他动物一样具有动物属性，也
有处在蒙昧时代不知“自我”为何物的时期。
只不过，后来人类逐渐适应了各种生存环境，
不再单纯地依赖自然，开始从蒙昧中觉醒，有
了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在让人类自我得
到了极大释放的同时，也促进了约束规则的

建立，久而久之，形成了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
要素的共识，概括来说可以是“达智、达仁、达
勇”。这是人类普通的道德标准，孔子就曾
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然而，
要达成这三者，需要不断学习，受到教化。以
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就是我们通往智者、
仁者、勇者道路上的思想课和方法论。

走近儒学、了解儒学、弘扬儒学其实很单
纯，就是一个学与教的过程。文化版特别策
划“大家访谈”，将以“弘扬儒学传统文化”为
主题，专访国学大师，畅谈优秀传统文化中留
下的丰富精神宝藏，学习人之所以为人的基
本要义。本期刊登第一篇。

编者按

革家蜡染，具有悠久的历史。早
在我国先秦两汉时期，史料中就已出
现记载。明清以后各地修志风兴起，
革家蜡染这一民间工艺被编入志书
流传至今。如今，大至被套、垫单，小
至衣服、手帕，蜡染工艺无所不能、无
所不在。

此行笔者前往的麻塘革家寨，是
贵州省首批开发的民族文化旅游村
寨之一，位于凯里市，有百余户人家，
坐落于一处缓丘之上，四面环山，寨
子正对面有一河塘，其间荷花盛开，
荷叶随风摇曳，好不怡人。

进入革家寨，赫然发现有一个革
家文化博物馆，许是因为革家寨几乎
家家都有简单的蜡染作坊，这个所谓
的革家文化博物馆并不成规模。走
进一处农家院，恰看见一位大嫂和一
位阿婆两人正伏在案板上，用蜡刀在
一大块布料上绘着图案。表明来意
后，笔者被热情地招呼在旁观望。妇
女们都是制作蜡染的能手。据传，在
革家，姑娘们从三四岁开始就跟着母
亲学蜡染，七八岁便可开始动蜡刀制
作，且无需在布料上先打草稿，所绘
图案多按照千百年流传下来的传统，
以直觉信手而成。

只见阿婆手中的蜡刀划过布料，
鸟兽、星辰、花朵纹线便相继出现。
这样的行云流水、一蹴而就，让我这
个绘画科班出身的人既感慨又疑惑，
在没有草稿的情况下，蜡刀画出的图
案为何能够如此精美准确呢？

原来，革家蜡染分为 3 部分。第
一步是点蜡，把布料平铺在木板上，
再把蜂蜡熔化在土陶碗里，这一步的
关键是把土陶碗烧热，保持蜡的熔
解，蜡不能太稠也不能太稀，然后用
蜡刀蘸蜡汁作画。蜡刀造型如同古
代兵器中的扁铲型状，中间突出一杆
用线紧紧绑在一木杆上。第二步是
渗染，完成图案的布料放入用植物板
蓝根熬制出的大染缸内搅拌，三四天
后捞出。渗染需要注意染布的手法
和经验，如果染得不好，布料成色就
不均匀，所出染品也就不好看。第三
步是退蜡，将染出来的布料用沸水煮
洗手搓，使蜡接触热水脱落。这时，
被蜡画过的图案变白，布料则变蓝，
即形成蓝底白花的成品，晾晒后就完
成了全部的蜡染过程。蜡染好的图
案花纹细密对称，构图饱满，但却细
而不板，满而不花，装饰手法丰富，组
合排列巧妙。这样繁琐复杂的手艺，
做出的蜡染件件是精品。

与其他村寨一样，平日里麻塘革
家寨的大部分年轻人都在外务工，留
在村里的多是老人与留守儿童，整个
村寨显得异常安静。只有逢年过节，
在外打工的游子才会不远万里回到
家中，穿上具有民族代表意义的蜡染
服装，聚集到村后广场，一起载歌载
舞，享受着难得的甜蜜时光。

在经济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传
统手工艺并不能为人们带来丰厚的
经济物质收入，为生计，大部分人选
择了出外打工挣钱。曾经绣在衣服
上的画会慢慢腐朽，染在布料上的图
会渐渐模糊，要想让这种绣出的历
史、蜡染的文化继续传承下去，或许，
只有在满足了人们基本的物质追求
后才能得以保持发扬。历史不应被
遗忘，历史值得代代传承。

采访到楼宇烈教授颇费
一番功夫。这位曾经师从冯
友 兰 的 老 先 生 尽 管 年 事 已
高，依然是北京大学宗教文
化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
学哲学系教授，平日里还要
给学生讲课，还有各种演讲，
马不停蹄地传播国学思想，
非常忙碌。

除了在北大授课外，老先
生还擅长以演讲的方式表达
学术思想，他说：“我给自己提
了个要求，在公众场合的演讲
既要让没有任何知识准备的
人能听得懂，又要让专业人士
觉得有新意。”

和其他国学大师一样，楼
宇烈教授著作等身，著有《中
国的品格》、《佛教与中国文
化》、《十三堂国学课》等经典
著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
者、实践者。

和楼宇烈先生对话，记
者有一种“闲看庭前花开花
落”的感觉，先生回答问题有
条不紊，反应敏捷，分析和应
答波澜不惊，从容淡定，也许
这就是研究哲学、宗教、佛学
的学者修为。

老 先 生 除 了 日 常 授 课
外，还偏好昆曲、古琴、茶艺，
这种外人看来风雅和小资的
事情，却是先生眼中理解传
统文化的途径。“以道统艺，
由艺臻道”，这也是他的人文
理想：借由艺术上通下达，实
现对日常琐事的超越，并最
终实现自我精神的提升。

采访中最难忘的是他穿
着的衣服，一件白色的中式
对襟上衣。谈及，先生用手
掂起衣角，“这是我们中国文
化的符号，我们不能丢掉这
个载体。在一些场合，穿上
它，能够唤醒我们对民族文
化的记忆。”

麻塘革家寨：离不开蜡染的革家人

■特别策划：大家访谈之弘扬儒学传统文化（一）

国人养鸟的爱好源远流长，贵州
苗族人尤以为甚。苗人养鸟多以画
眉为主，养鸟、听鸟、遛鸟、观鸟、斗鸟
都是平日里必不可少的生活节奏。
养鸟不光要鸟的外型好看、叫得好
听、斗得凶狠，鸟笼的好坏、款式，也
是容不得半点忽视的物件。

贵州省黔南地区卡拉苗寨的卡
拉鸟笼是鸟笼中精品。卡拉是地名，
一个专门制作鸟笼的苗寨，归丹寨县
管辖，离县城很近。从县城中心坐公
共汽车，几站地就到了寨子的路口。
穿过寨门一公里左右，就到了远近闻
名的卡拉村苗寨。

使卡拉苗寨闻名天下的正是鸟
笼 制 作 ，其 历 史 能追溯到 400 多年
前。在苗语中，“卡拉”的意思是“好”。
当地人人都会做鸟笼，并以此为产业。
这些年，地方政府大力扶持手工传统
工艺，拟在原旧寨的前面建起一座新
苗寨，并建设一条高速公路。

走在卡拉老寨中，几处农家院出
现在眼前。房屋都是砖瓦结构，不像
其他苗寨那样多木制板房吊脚屋。
这可能与卡拉苗寨所处的地段有关，
它地理位置较为平坦，交通便利，沿
续 400 多年的鸟笼制作手艺正是得
以借此传往世界各地。

一位农家老哥从院子里走出，笔
者急忙上前讨教如何寻找制作鸟笼
的人家。老哥右手一指，说穿过高速
路便可知晓。按照指点，笔者到了后
寨，刚刚转过一条小巷，就听到了钻
孔机的声音。寻声找去，只见一位
30 岁左右的男人正在制作鸟笼。他
叫杨昌代，中等个子，黝黑的面孔，结
实的身材，大汗淋漓中却不失专注。
攀谈中了解到，2009 年时，杨昌代还
在深圳外资企业打工，认识了同是家

乡人的女孩王秀，几年后，两人决定
回到家乡，开启家传手艺卡拉鸟笼的
创业历程。

杨昌代话不多，但提起鸟笼的制
作来头头是道。卡拉鸟笼的原材料
以楠竹、金竹、雷竹为主，其中楠竹最
多，做出来的鸟笼坚固耐用且不变
形。制作流程则为砍竹、选竹、破竹、
出湿、定型、编织上色等步骤。卡拉
鸟笼品种繁多，造型美观，大小型号
不一，更集合了编织、雕刻、蜡染、刺
绣、书法、绘画等艺术于一体。

杨昌代的家并不大，没什么家
具。老旧的房子里，半成品的鸟笼占
据了绝大多数空间，屋里有一个老式
的电动打孔钻机，是唯一的机械设
备。他的妻子负责选竹、破竹等前期
工作，至于选型、定型、编织成品都由
杨昌代一手完成。杨昌代每个月做
近百个鸟笼，收入不过几千元，远远
不如在深圳打工时挣得多，但他说，
与家人在一起在家乡创业，非常舒心
与踏实。他笑着说，“你来得不是时
候，如果早来几天，屋里屋外堆的全
是鸟笼，那拍起来才好看。”

告别小杨夫妻，离开卡拉村寨，
村子的正面正盖起一栋栋民族风情
的楼房，听说那将是新的卡拉苗寨
村，但愿卡拉苗寨越来越好，小杨一
家的生活也越过越红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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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遥远的上古走来

这是一个神秘的民族。其先祖可追溯到原始时代活跃于中原
的蚩尤部落。历经几千年的发展，他们形成了丰富多元的历史文
化，如服饰、建筑、蜡染、刺绣、饮食、宗教等。本文以点带面，以小
见大，选取麻塘、卡拉苗寨，向您展示苗族人丰富文化中的蜡染、鸟
笼文化。

卡拉苗寨：杨昌代和卡拉鸟笼

于海 文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