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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历代社会的人们，都处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有自己角度的观点，汇集成了一个繁荣全面的“文化”圈
子。
集中起来看，其中有许多“根本性”的相同点。
这个“相同点”越来越扩大起来。
这是“全人类”的必然趋势。
    本书概括了欧阳中石先生平素娓娓道及的关于“文化”的思考。
既有睿智而深邃的求索和凝练而透彻的论断，也列举了人生、社会以及书法、国画、戏曲的一些现象
及事件，从文化的角度，一一阐释，层层鞭辟，显示出他深厚的格物致知的功夫。
其论显仁显智，无不在揭示《易·系辞》所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深刻内涵。
对读者朋友一定会有启示。
本书还收录了欧阳先生一些书画作品以及京剧表演剧照，有助于理解书中相关内容，极具可读性和收
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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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欧阳中石：一九二八年生，山东泰安人。
     
    卒业于北京大学。
     
    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艺术学科带头人、中国书法文化研究院名誉院长。
     
    出版逻辑、音韵、戏剧、书学、语文教育学等方面著述五十多种。
     
    一九八五年在首都师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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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我理解的“文化”　　（一）什么是“文化”　　什么是文化？
辞书上代表性的说法是所谓“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这引起了我的思考。
好像一切现象没有不是文化的。
随便想到一点，不是物质的，就是精神的。
仔细想想，不管哪一种文化，不管它的存在形态如何，它都是由精神追求而来的。
我由此认识而思考，人类一直在追求美好，在实现这种追求的过程中创造着一切，人类创造的成果都
由语言文字等载体形式记录下来。
　　如果宏观地概括一下，我们的语言文字都记录了什么呢？
什么是文化呢？
我们现在叫做“文化”，怎么叫成“文化”了呢？
我们现在首先可以追究一下“文”是什么、“化”是什么。
　　什么是“文”？
　　《说文》中说：“错画也。
”“错”不是对错的问题，是交错、交叉，“文”就是错综交杂的痕迹，是一种界线，也就是纹理的
“纹”。
　　而《易．系辞》已提出：“物相杂，故日文”。
就是说，各种物体聚集在一起就是文。
这里用来描述“文”的这个“杂”（襍）字的结构，由“集”和“辛”组合而成。
“集”就是鸟都趴在树上，旁边偏旁是衣服。
衣服用来遮体，对人们是一个包装，对事情的包装，可以是五颜六色的，可以十分美好的。
因此，许许多多的东西集中在一起而且加以美化，这是个“杂”的含义。
“物相杂”，许许多多的东西处在一起，各种各样，形形色色，就是各种各样的好看，杂处在一起本
身就是一个美好。
　　另外，《礼记·乐记》说“五色成文而不乱”，这句话强调的是“色”之“文”。
各种色彩聚集在一起，有章不乱，这是我们眼睛感受到的美好。
　　“化”就是改变。
《礼记·中庸》中有“赞天地之化育”，是一种自然的化生长育。
《易经》中对贲卦的解释触及到以“文”而“化”。
贲卦的彖辞（也就是《易经》对贲卦的断语）说：贲亨，柔来而文刚，故亨。
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组成贲卦的阴爻、阳爻是交错的，其卦象是离下艮上，八卦的离卦属阴卦，艮卦属阳卦。
从卦理来说，这个卦象是“刚柔交错以成文”，所以“贲”也就有了色彩斑驳、文饰、装饰等等含义
。
朱熹认为贲卦彖辞的“天文”前面应有“刚柔交错”四字。
这段话牵涉到“天文”和“人文”，这两种文就是人和他所处的世界的内在美好的一种外化表现。
最重要的是，这里面提到由人文而化成天下。
　　我们把上面的内容笼统地概括一下就是，各种事物有章有法地聚在一起非常“美好和谐”的一种
现象就是“文”。
用这种“美好和谐”的理念行之于“一切”就是“以文化之”，就是“文化”的要求。
以文而化，是最为理想的、最有效果、润物细无声的教化培养。
所以，“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刘向《说苑》）。
　　美好和谐是文化的最高要求，再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是不是也有不美好的可能性呢？
当然有，因为文化是一种错综的结合，在错综之中就有的顺，有的不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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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的就是美好有章，遇到不顺的就会相互碰撞。
人类于是在美好和谐的至高目标下互相协商，力求取得一个和谐的解决，把不顺的变成顺的，相逆的
变成和的。
　　无论是文化的出发点，还是它的终极追求乃至实现其目的的手段与途径，这里面的核心就是人。
文化是人的超越自然属性的理想和努力。
人无法脱离他所生存的客观环境。
人类的文化理念固然要超越自然，但是也不免发端于自然。
日月列星，往来流转，这本是天然的现象，而人因此而感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一种
自然的升华，这就成为“文化”。
一个鸟儿从天空飞过，口中衔着的一粒种子掉落在荒原上，长成一颗参天大树，春去秋来，或荣或枯
，这也是自然现象，往来其间的人发出“树犹如此，人何以堪”的感叹，这里面就有了人的思想情感
的寄托，这些就具有了文化的性质。
　　总之，人类追求美好，将美好和谐的理念行之一切，这就是“文化”的要求。
思想如此，行动如此，结果如此，这都是“文化”。
人在文化方面的认识和理念，为了实现文化追求而付出的实际努力，以及所取得的一切文化成果，这
些就构成了基本的文化系统。
我们生活在现在的世界上想不接触文化是已经不可能的了。
比如谈到奥运，都说“人文奥运”，就是说现在所应该理解到的，不仅仅是运动场内的事情，而且是
运动场外的事情。
当然有人在专门研究这个怎么跳能最高、怎么跑才最快，认为这些是一个问题，光一个小运动场太简
单了，但围绕着这个问题撒开的网很大，大家所要考虑的，光一个北京不够，还涉及整个中华的问题
，运动场之外的很多事确定了奥运会的成功与失败，总起来说是一个文化系统的问题。
如果我们耳目所及、思想所及，到不了那样一个高度和层次，那么应该说我们对这次奥运会就根本什
么都不懂，也就无从下手。
　　无论是思考当下，还是回顾历史、展望未来，在沧海桑田的变幻之中，必然蕴含着无比丰富的具
体内容，我们不能被动地淹没于其中。
从以简驭繁的实际必要出发，我们应该努力进行主动的宏观把握，认真把握的关键在于纷繁复杂的是
非得失背后的文化理念，最为核心的内容也就是价值观以及与之适应的方法论，这就是文化理论中通
常归纳的“心态文化”层面的东西。
这些是本书至为关注的方面。
　　（二）“文化”的内容　　对于文化的内容，人类有一个“觉”、“悟”过程，也就是感受与理
解的递进关系，一步步加深。
所以，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说明文化的内容，一个是从人的感受的角度，另一个是人把感受到的东西进
行研究分析的学科分类。
　　人们通过不同的方式和事物接触，在接触中一步一步地发现客观呈现的天文、地理、物性、生灵
、人心、世情，这六个方面是以人为核心所感受到的情况，在感受的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如何把握和利
用。
．　　人在天地之间，顶天立地，这个“天”字就是站立着的人顶着上面的这个天。
人经过观察理解到，天决不是一个单纯的天，其中有各种纷杂的事物，日月列星，风云雨露，雷霆霹
雳，这些天上的各种现象综合在一起，人类谓之“天文”。
作为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人类要总结自然的规律，由此把握、利用自然，前面提及的“观乎天文，
以察时变”就属于这个方面。
　　“天文”这么简简单单的两个字里面包含了太多内容。
应该说风雨雷电还是从大类来看，每一个方面还可以有许许多多的细小的分析，比方雨字头的，就有
雪、*、雹、霰、雾、雬、霜、雸、霂、霈⋯⋯，简直太多了。
人类观察到这许许多多的东西，感受了它，分析了它，描述了它。
　　经过细致的分别和辨析，理解了才能描述出来，由此一步一步往深处、往前理解，进而把握、利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文化漫谭>>

用。
比方一个“雷”字，不是现代人才刚知道，人类从古时候就发现了，那是一种自然存在的客观现象。
本来是天上的现象，空中的现象，发展到现在，它和人类的生活密切联系，最初人们大概无法完全设
想我们现在居然把电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过去只知道一个霹雳雷电可以把地上的树甚至人劈了，后来居然发现它的破坏力是一种能量的体现。
认识了电的原理，我们不仅可以避免它的负面作用，还可以把这种能量转化为为人类生活作贡献的东
西，主动地生产电。
所以，一个事物的成和败影响太大了。
　　现在应该说是科学昌明了，仍然还有不少天文现象需要人类去思考。
过去我们山东有一个地区常发现有龙卷风，突然就那么呜呜地起来了，转着很大涡旋，力量大得惊人
，可以把牛卷到半空去，最后掉到地上摔死。
听说河北等其它地方也有，现在比较少了，可能是各种建筑物密集起来之后破坏了风行的路线了。
而听说美国龙卷风很有名，发生频率最高，破坏性很强，尤其是中西部和南部，地域广阔而地势平坦
成为龙卷风频发的“龙卷风道”。
科研人员积极统计数据，分析气象变量，研究龙卷风形成和壮大的原因，以寻求应对的办法。
　　所以说，人类在积累对这些现象的许多感受，感受积累多了，才能想到怎么对待它的最好办法，
人类对于天文的把握和利用是无止境的。
　　天上的事情构成了天文、天时，人们意识到了“天行健”。
对于地下的东西，古人对它也有相当的理解，作出了一个很好的概括：“地势坤”，还把地势“势坤
”的这个内容理解成一个“理”字，这就形成与“天文”相对应的“地理”。
“理”这个字很好，从它的构形来说，偏旁是个“玉”，玉是有理的，它是一种特殊的石头，石头的
生成是有理的。
比方说制作砚台，像端砚什么的名砚，要采集好的石材，古代都以手工为主，石工从接缝处下凿，就
要顺石脉自然走向往深层采掘，选觅石材，这就是顺着“理”。
所谓的这个“理”是什么东西呢？
过去《孟子·梁惠王上》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
”水往下淌，这就是不可动摇的道理，体现出一种顺势。
所谓“坤”就是“顺”，地势之顺就是地之理。
地承载着地上的所有一切，它有它的势，人们是在理解着它，描述了它，是在顺势着它，也是在改变
了它。
地上的这一切，人们如何描述它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对它做出一定的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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