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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是多元的，文化也是多元的；民族文化是民族的魂，是每个民族成员的精神之根；不论意识
到还是没意识到，也不管自己愿意不愿意，人人都时时生活在本民族的文化环境中；即使长期生活于
他国，文化之魂和根也还是要时时伴随着自己。
文化就是这样无时不有，无处不在这些，是全世界各个学科学者们的共识。
　　但是，并不是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意识到了这些，对自己民族文化的优点和不足，往往只能举出具
体事例而说不出所以然。
这是因为文化常常无形（例如思想观念、风俗习惯），看不见，摸不到，只能用心去领会、思考；即
使是有形的文化（例如绘画、建筑等艺术形态），其中所包涵的思想感情往往也是语言所难以表达的
。
同时，也不是每个人都思考过“什么是文化”、“文化内部怎样分类”、“不同文化之间是怎样冲突
而又相互吸收的”等问题，即使是历史学家、哲学家，也是见仁见智，从没有得出过一致的结论。
这是因为文化太复杂了，永远变动不居；也是因为每位学者研究时使用的方法、切人的角度、本人的
文化背景千差万别。
　　文化的知识总要普及，以使更多的人成为文化的“自觉者”；对于不大熟悉自己民族文化的人，
包括当代的青少年，还需要多多介绍本民族固有文化的种种形态和其中所蕴藏着的宝贵的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在崛起的过程中，更不能等到学者们研究清楚了再行动，也不能只介绍文化的一些形态而不
引导人们深思它是如何渗透着民族魂、怎样不停演变的，其中哪些值得我们保存、弘扬，哪些已经不
适应今天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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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尚书》的不少篇章都记载了周公崇尚德政、慎用刑罚的政治主张。
而周公所说的德政主要包含了勤政、惠民、裕民和任贤几方面。
勤政就是要求君主严于律己，勤于政事，力戒荒淫。
《尚书·无逸》劝戒君主不可贪图逸乐，要知道农事的艰难，体恤人民的疾苦，才能治理好天下。
惠民就是要顾及人民的需要，对他们施以恩惠。
而惠民最好的做法就是爱惜人力和物资，善用人民的徭役赋税，不作无度的享乐。
裕民就是要宽厚待民。
周公认为，民怨的根由在官不在民；君主应该以温良的态度对待民怨，并检讨行政的得失，更要承认
施政的错误。
任贤就是要求君主重视官吏的选拔和任用。
《尚书·立政》很集中地展示了周公的任贤思想。
他认为要以政绩的优劣去考察治事人员，而以民意的向背去评核理民官，并以法理的可否去褒贬执法
者。
　　在慎用刑罚方面，周公首先提到“刑当其罪”，就是要求运用刑罚适中，不可偏颇。
其次，量刑时要注意罪行的具体情况，因时制宜。
如果是故意犯罪，或是惯犯的话，罪虽小也应重罚；要是无心之失，或是初犯，罪虽大也可从轻发落
。
再者，断案必须慎重。
在听讼的过程中，一定要详细审察供词和案情，经过反复思考才作判断。
此外，狱讼的事务应由专职的官员去掌管，君主不应妄加干预，以保障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还有，周公认为刑罚的目的，不纯粹是为了惩罚罪犯，而在于劝民为善，防止犯罪。
君主应把人民的罪行看做自身的疾病，细心加以治理和调养，以这种态度去运用刑罚，就能起到劝善
止恶的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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