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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
精深。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
座谈会上指出：“只有全面深入了解中
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动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经过五千多
年的锤炼和洗礼而凝结的文明结晶，无
论是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还是具有
互补性的道家文化、释家文化等，无论
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仁政思想、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宽恕待人思
想，还是“节用而爱人”的生态伦理思
想、“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美学思想
等，都是历史的馈赠，为国人提供了巨
大的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至今仍具有
旺盛的生命力、广泛的传播力和深远的
影响力。这些既是中华民族贡献于世
界文化的宝贵遗产，更是中华民族走向
世界和未来的最深厚的软实力。

采取正确的态度对待传
统文化

在“如何对待传统文化”这一根本问
题上，历来存在着两种顽固的错误观念：
一种是“全面沿袭”的保守主义观念，一
种是“全盘西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
虚无主义观念。这两者在当下依然有着
某些欺骗性的表现。而要反对这些虚无
主义或自卑主义的文化观，就必须以唯
物辩证的历史眼光，批判地继承和阐扬
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只有如此，才
能在当今多元文化交往互渗、文化交流
与文化冲突相容与共的复杂形势下，不
断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推进文化
发展和文化输出。

早在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
上，毛泽东就明确指出：“我们这个民族
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
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
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
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
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
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
的遗产。”1940年1月，毛泽东又再次强
调：“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
割裂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
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
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
何封建的毒素。”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
主义者而言，尊重是继承的前提，而继承

又并非盲目地继承和排外，只有尊重历
史留给我们的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以
整体历史观认真总结古往今来的历史，
时刻坚守本土立场和民族意识，才能称
之为尊重而不割裂自己的历史。而那些

“全盘西化者”恰恰是不甘心以“小学生”
自居的，他们所坚持的实质上是一种不
辨是非、虚无主义的历史观，无视“历史
的辩证法的发展”，无法“给历史以一定
的科学的地位”，自然也就丧失了这份珍
贵遗产的继承权。

历史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人类社
会总是处于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中，
任何文化在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总会
包含特定社会制度的某种观念、价值、
信仰等表现模式。这些模式在当时可
能是必要的、积极的，有利于社会伦理
秩序的建构，但时过境迁之后，某些早
期阶段的模式难免与现代以来的现实
相抵牾。比如“忠孝”观，在封建社会结
构中担负着规范家庭伦理和国家政治
秩序的重要文化功能，具有积极的意
义，但同时这种君臣父子的纲常规范，
又难免导致狭隘的愚昧忠孝，不利于民
族性格的健全。

传统文化所蕴含的、世代相传的这
些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既具
有浓厚的历史性、遗传性，又具有强烈的
现实性、变易性。事实上，所谓“传统”，
不只是被供奉在神庙内、陈列在博物馆
中的属于过去世界的东西，它更属于我
们现在的世界，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之中。借用克罗齐所谓“一切历史都是
当代史”的说法，一切优秀传统文化都是
当代文化，任何企图彻底否定或只是单
纯固守传统文化的观念，都是对历史现
实和时代语境的忽视。

有效推动优秀传统文化
的当代发展

而要充分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这种
“当代性”，就必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
强调的，“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提高人民思
想觉悟、道德水平、文明素养，不断铸就
中华文化新辉煌”。这是因为：一方面，
我国社会依然处于从农耕文明向工业
文明、数字文明转型的过程中，而作为
农耕文明产物的传统文化，若要契合现
代社会的需要和发展，就必须实现优秀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即立足于本
土，赋予其新的思想阐释和现实内涵，

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
载体，并以此塑造当代人民的价值观念
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在世界经济社
会日趋一体化的今天，中西文化之间的
冲突与交融也日益频繁和深入。这也
意味着，未来要更好地与西方文化平等
对话、更积极地参与到世界文化格局的
建构过程中，就必须坚持文明互鉴，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增
强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力和
影响力。

具体来说，比如，将传统的“忠孝观
念”转化为爱国、爱家思想，将西方的“个
人主义”转化为担负家国责任的个人奋
斗；针对消费文化语境中的“一切向钱
看”的价值观，重新激活传统的“君子喻
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文化内涵，倡导义
先利后、见利思义的现代“义利”观，引导
人们合理合法致富；针对道德滑坡、伦理
失范的现代困境，大力发扬“重伦理、倡
道德”的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结合新时代
语境宣扬克己为人、诚实守信、自强不息
等品格，如此等等。经过一系列的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把优秀传统文化
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
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
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展现具
有良好文化涵养和道德修为的“文化中
国”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
谈会上指出：“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
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文化。”在推进文化建设的进程中，
要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提升国家的
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国文化价值观的
顺差输出，我们必须以唯物的、辩证
的、历史的态度，立足本土，科学创新，
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这不仅有利于我们
克服激进的全盘西化论，抵制文化虚无
主义，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也有
利于我们防止文化守旧派缺乏批判精
神、不求文化变革的文化保守主义，剔
除传统中消极落后乃至腐朽的成分，这
更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确保社会主义文化建
设沿着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发展，铸
就新的文化高峰。

（作者系安庆师范大学美学与文艺
评论研究中心主任）

文章刊发前作者应该先读几遍。鲁迅说他写成的文章
“至少看两遍”，发现问题随时处理。（《二心集·答北斗杂志
社问》）作者读文章不是欣赏，而是批评，挑文章的毛病。修
改文章就是去错，文章中的错别字、标点符号的缺失，在阅
读中较易发现，边看边改。说理是否充分、主题是否突出、
结构是否合理、文章中有无冗句繁词，则需要认真斟酌，修
改亦要花费一番心思。至于品味阅读的感觉，即本文所说
的“读感”，那更是一种精细的体验，涉及文词、文句、语气，
需要反复比较才能寻获最佳的表达方式。读感影响作者与
读者交流的效果：文章好读，读懂之外能有美感，能引起读
者的兴趣，并因此能更好理解作者所表达的意思。相信但
凡作者都会有这样的期盼。作者读文章，变身为纯粹的读
者很重要，态度要苛刻一点，越是吹毛求疵，越能发现文章
中的问题。

文句的声调、节奏、音韵是阅读中最易感知的因素。闻
一多的《唐诗札记》有意避免学术论述思辨的晦涩，以诗性
的语言阐发学理的见解，文辞清丽、句式优美、文气跌宕起
伏，体现了作者建构美文的自觉。经验告诉我们，审美的感
动如润物无声，对思想的传播有莫大的帮助。因此，对读感
的追求，完全可以视为作者尽力提升文章美学品位所做的
努力。

诗歌是可吟诵的，对节奏、声调、音韵的要求极高，苏东
坡评判诗的优劣，称“三分诗，七分读”。同为宋人的周密，
在论文时说：“盖善读书者，其声正自可听耳。”（《齐东野
语》）供人阅读的文章，在声调及音韵要求上也不能例外。

梁代的沈约对诗文的声调极有研究，《谢灵运传论》认为好
的诗文，“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
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声调有高低的
搭配，声速有快慢的变化，声量有轻重的照应，读起来时抑
时扬、富有变化，就不会有枯燥、单调的感觉。曾国藩指导
孩子写作，也特别提到声调，说“声调铿锵，耐人百读不厌”，
说完成的作品必要自诵，“自觉琅琅可颂”，即能“引出一种
兴会来”。虽然散体文章的听觉要求低于诗歌，但写成后倘
能“琅琅可颂”，也必是一种愉快的体验。曾氏的《召悔》是
说理文，文章一开头：“贤与不肖之等奚判乎？视乎改过之
勇怯以为差而已矣。日月有食，星有离次。其在于人，言有
尤，行有悔，虽圣者不免。改过什于人者，贤亦什于人；改过
百于人者，贤亦百于人。尤贤者，尤光明焉；尤不肖者，怙终
焉而已。”作者采用多种修辞手段，语意回环往复，读来上
口，好听又好记。

阅读文章有朗读与默读两种方式，朗读发声在外，默读
虽是心底发声，其实也有声调、节奏、音韵的要求。枯燥的

默读更容易让人疲劳、厌倦，富有乐感、抑扬顿挫的文句，可
以增加阅读兴趣，提高表达的效率。写作学中的“流畅”一
词说的其实就是好读、上口。文字流畅，在节律、音调上必
会有所表现。“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
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
终不解矣。”韩愈的《师说》运用排比、顶针、回文等修辞，文
意层层推进，语速也随之加快，作者的发声听起来铿锵有
力，极能激发读者心中的回声。韩愈的文章，从不缺少拥
趸，这与其文句的精心安排是不是也有极大的关系？

闻一多认为，诗歌的音乐美主要体现在格式、音尺、平
仄、韵脚等方面。（《诗的格律》）散体文章虽然并无严格的规
定，但既要讲求听觉效果，也必得在这些方面多动脑筋。八
股文过于严格的形式规定阻碍思想表达早有定论，但它注
意音韵、声调，读起来流畅、和谐，也是不争的事实。文章上
口、读着轻松，大约也是阅卷主官给科场考生投出一张重要
赞成票的原因。邓云乡对八股文的音乐美也有研究，他的

《清代八股文》说：“八股文是读出声来的，学习八股文，首先

在于读书、背书，读八股、背八股，所谓琅琅书声，抑扬顿挫，
越读越有劲，像唱歌一样，得直接从声音上感受。”他还认为
八股文在明清两朝大行其道，与这一文体“声音上的特征”不
无关系。中国官修的正史意在资治，但作者大约也有读感的
考虑，《三国志》大量采用对偶、排比的句式，如：“往者董卓作
逆，英雄并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乱，翼戴
天子，奉辞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强，守则淮南水消，战
则官渡大败；乘胜席卷，将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势以见。”（卷
十四）文词裹挟着道理，铿铿锵锵，倾泻而出，给读者留下深
刻的印象。白居易作诗重视读感的事也为大家所熟知。“新
诗改罢自长吟”，“锻诗未就且长吟”，由吟诵验证读感，诗文
名家就是这样重视阅读体验的。

讲求读感关涉文词的选择与运用。文言文中多有对
偶、排比，较容易获得好的听觉效果，白话文理应借鉴文言
文的这些修辞经验。这里特别要提到句尾少用单音节词，
给读者留出品味文意顿挫的空间。汉语组词，可以多字，也
可以单字，根据阅读经验，句尾的单音词让人有仓促中作结
的感觉，双音词则让读者在长时间的阅读中有片刻的间
歇。“风尘荏苒音书绝，关塞萧条行路难”，“窥人鸟唤悠扬
梦，隔水山供宛转愁”，连绵、双声叠韵，这类增加文章气势、
影响声音效果的修辞方法早就受到古人的注意与运用。此
外，写文章还要注意语气的变化，该急促时急促、该舒缓时
舒缓，张弛有度，避免平铺直叙。我想，文章不是用来教训
人的，以理服人、以情动人，这才是作者应有的秉持。

（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文章的“读感”
□庄锡华

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性”
□江 飞

“五四”以来，文化上的自卑自轻曾经不同程度地影响
着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抛弃中国传统、学习西
方文化，一度成为时代风潮。身处潮流之中，美学家朱光
潜先生并未随波逐浪，而是超越了古今、中西之间常见的
二元对立。朱光潜既肯定五四运动是一场思想革命、文艺
复兴，又深入反思与批判其否定传统、迷信西方的做法，展
示出自信自强的精神品格。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他的相关
论述读起来仍然铿锵有声、发人深思，具有十分鲜明的现
实意义。

“真正的自信”是“民族的生命力”

朱光潜倡导真正的自信。他在《国难期中我们应有的
自信与自省》一文中指出：“真正的自信，换句话说，就是彻
底的自知与自知后所下的决心，认清了达到尽这种责任的
方法，然后下定决心去脚踏实地、百折不挠地做下去，一直
到最后的成功才甘休。这才是我所谓的自信。”也就是说，
自信不仅是自知自省后的立志，做“有志者”，而且是要有
进一步落实的明确方法与切实行动，从而力争达到“事竟
成”的境界。他认为，在抗战的危难关头，需要的不是那
种盲目自夸式的自信或企图依赖外人式的自信，而是这
种堪称一个民族生机与活力的真正的自信。不论是个人
还是国家、民族，都必须具备这种觉悟，才会有灿然的希
望与光明的前途。

在《文学与民众》等文章中，朱光潜进一步强调，包括
文学在内的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完整生命的表现。“一个
民族的生命力最直切地流露于它的文学和一般艺术，要测
量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强弱，文学和艺术是最好的标准之
一”，“民族有民族的生机，生机都要借发泄才能发展。发
泄就是活动，就是创造。最显著的生机发泄是文艺创作、
学术探讨与政治活动”。正因如此，朱光潜非常重视引导
文艺创作与美学研究中蕴含的精气神，并身体力行。在
《给青年的十二封信》等影响广泛的文章中，朱光潜始终秉
持文化自信自强的原则来与广大青年谈心论文，勉励他们
牢固树立民族自信心，奋发图强、坚持不懈。在《诗论》《谈
美》等美学研究论著中，他同样始终保持着文化自信自强，
坚持立足本土文化、以中国立场分析中国文艺问题。这些
研究虽然接受了一些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决不是生搬硬
套，以至于“言必称希腊”，更不是用它来任意裁剪、强制阐
释中国的文化现实，而是注重在介绍西学的同时加以批
判、将西方文艺观念与中国传统文艺观念加以融汇，注重
在中西文化的相互观照与相互比较中辨析各自的长处与
短处，并为中国文艺、中华文化下一步的改进与发展提出
有针对性的意见与建议。

“根据传统”建立新的“民族形式”

朱光潜主张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他认为，历史
传统是一个国家、民族完整生命所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从传统到现代并非如当时流行的想象那般势不两立。
因此，“完全放弃固有的传统，历史会证明这是不聪明的。
文学是全民族的生命的表现，而生命是逐渐生长的，必有
历史的连续性。所谓历史的连续性是生命不息，前浪推后
浪，前因产后果，后一代尽管反抗前一代，却仍是前一代的
子孙。”传统不是僵死的、外在的，而是有生命力的、绵延不
绝的。在应邀推荐青年阅读书目时，朱光潜还将传统素
养列为现代公民必备的常识。“我以为一个人第一件应
该明确的是他本国的文化演进、社会变迁以及学术思想
和文艺的成就。这并不一定是出于执古守旧的动机。要
前进必从一个基点出发，而一个民族以往的成就即是它
前进出发的基点。知道它的长处所在和短处所在，我们
才能知道哪些东西应发挥光大，哪些应弥补改革，也才
能知道它在全人类文化中占何等位置，而我们自己如何
对它有所贡献。”传统不是文化前行过程中的障碍，而是
更好前进的基点。只有尊重传统、知晓传统，辨明其中的
精华与糟粕，分清其中的所长与所短，才能积极有效地吸
收传统并予以不断转化。

朱光潜明确反对新文化运动将传统与现代极端对立
起来的偏颇观点，并着力加以反拨。这充分表现在他为新
诗的音律大力辩护，批评“五四”时期新诗运动错把“作诗
如说话”当作出发点等方面。在他看来，新诗力图推翻旧
传统，实际上却往往是用白话写成的旧诗，缺乏音节上的
显著个性，毫无形式可言，而新诗更致命的缺陷是未能开
辟新的境界。通过详细梳理中国诗歌的历史演变过程，朱
光潜得出结论：“一个民族的诗在历史过程中有一种继续
不断的日渐发扬光大的生命，后一阶段的发展总是建筑在
前一阶段的基础上。”朱光潜强调，尽管诗的形式应该随着
时代变迁而发生变化，但不能由此完全割断历史、抛弃传

统。因此，新诗不仅应该有音律，而且必须向世代相传的
旧诗音律学习，将新诗格律建立在民族诗歌传统的基础之
上。新诗这种恢复传统的方式不是机械地复述传统，而是
在新的语境中激活传统——根据传统创造出新的具体形
象、生成新的民族形式，实现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
发展。

“我们要由模仿进一步去创造”

朱光潜提倡批判地吸收西方文化。首先，他赞成对
世界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借鉴，反对闭关自守、坐井观
天。他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坛，不论是积极的翻译、热
情接收外国文学，还是受其影响而剧烈变化的文学语
言、不断涌现的新风格与新技巧，都是值得欢迎的好现
象。在向青年介绍人文方面的应读书目时，他把阅读外
国书与通一种外文都视为现代学者的必备素质，强调这
有助于克服只读中国书可能形成的偏狭孤陋，在中西比
较中给予学术研究以新的刺激。

其次，朱光潜提出吸收外来影响要经过谨慎选择。
正是在这一点上，“五四”时期的一些作家恰恰有所欠
缺。由于缺乏深广的了解，他们倾心于“经过爱弄纤巧
的文人长期矫揉之后而渐进于没落的”西方文学，令人
遗憾地走上了文学的窄路。在朱光潜看来，中国文学可
以参考西方文学返观中国文学，在创作与批评两个方面
开辟诸多新的领域。譬如，学习那些自己相对薄弱而西
方文学较为发达的许多体裁形式；借鉴西文的一些优点，
如文法严密、组织繁复、弹性较大、适应情思曲折的能力较
强等；把批评看作一种专门学问，建立中国文学批评史；如
此等等。

再次，朱光潜呼吁要真正消化外来影响，从模仿走向
独创。“所谓‘消化’就是把本来不是自己的东西变成自己
的，把异体变成本体。本体因吸收融化异体而扩大起来，
这就是‘生长’。”在文化生长的过程中，模仿常常是接受的
一个初级阶段，自然不应完全否定。关键在于，应予以充
分消化吸收，做到如盐入水。否则，就不免仍是无源之水、
无本之木。模仿是“借光”，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不能止
步于模仿外来文化，而应“发光”，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与创
造性，形成以我为主的新的文化生命整体。唯其如此，
中国文化才能成为真正富有活力的有机体，而非死气沉
沉的无机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光潜严辞批评新文
化运动中照搬照抄、囫囵吞枣的现象；批评“全然抱着膀
子闭着眼睛跟着他人走”的态度；批评处处模仿外国文
学的形式与风格但没有扎下根来，显得“洋气”太重、“外
来的色彩”太浓厚的新文学作品。

（作者系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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