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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采 MienMien

□ 胡从经 文/图

十年前我第一次在时任中国

新闻社社长郭招金处听说他的名

字，那时廖彬宇年方二十，按郭社

长的话说，就是“胸怀大志，气度

不凡，进退有据，口吐珠玑。”郭社

长对廖彬宇赞不绝口，他曾撰写

并发表过一篇《天降其才耀中华》

的文章来向世人推介，引起了不

小的反响。

在听说他名字一年之后，我

们认识了，我们是在中国文化研

究院结缘的。

香港回归后，我与饶宗颐、

梁振英等在董建华的帮助、支

持下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文

化研究院，我担任常务副院

长。郭招金后来再度给我提到

了廖彬宇，不过这次和上次不

同，上次是泛泛一提，这次则是

郑重向我推荐，说如果能请到

他，对中国文化研究院定会有

极大帮助。于是在郭招金的引

见下我们见面了。

初次见面，我们谈话不多，

却令我印象深刻。正如郭招金

所言，廖彬宇果真是器宇轩昂，

仪表堂堂。虽然年轻，却给人一

种言谈时风度翩翩，静默时稳如

泰山之感。在这之后我们又相

约见了数面，谈话渐渐深入起

来。交谈下来，我才发现，他对

中华文化，尤其在儒释道易方面

的造诣，已然融会贯通，且以中

华文化思想来指点西学，从容大

方、纵横捭阖、气象万千，其思想

之精深博大，其见解之酣畅通

达，令我生出一种叹为观止之

慨。我以为如此才俊，一如中国

人民大学李海彬教授所评价的：

“既是非学不成，又是非学而

成。”我后来特别向中国文化研

究院名誉院长许嘉璐、饶宗颐也

专门介绍过他的情况。

后来廖彬宇接掌华夏文化

促进会，出任华夏文化促进会驻

会主席一职，还专门去了香港，

聘请饶宗颐为华促会荣誉会

长。孰料半年多后，饶老竟驾鹤

西游，不然，以饶老之爱才，定会

对他之人生成长有大裨益。华

夏文化促进会是国家级文化类

社会组织，廖彬宇年方而立，就

成为该会领头人，按常理揆度，

也是令人感到惊异的。廖彬宇

令人惊异的地方还不止于此，他

自 19岁起在清华大学讲学以

来，就连续做出了很多令人惊奇

的成绩，之所以惊奇，是因为以

他的年龄和在那种或恶劣，或独

孤不被理解的环境下，还能够有

所作为，这对常人而言，是几乎

无法做到的。譬如他从19岁开

始撰写《国学旨归》系列丛书；

26岁就出版了200万字的《国

学旨归》第一辑；27岁在北京朝

阳区创办了占地百余亩的四观

书院总部，先后率领书院的学员

访问斯里兰卡并与总统会晤进

行文化交流，访问英国并在剑桥

大学、牛津大学和英国国会讲演

中华文化；30岁，就已发表、出

版了300多万字的学术论著。

其举手投足，都无不彰显着中华

文化自信……对此现象，中国政

法大学李晓教授曾撰文评论他

是智商、情商、灵商三商皆高的

奇才。诚然，天下勤奋者不少，

而既勤奋又能不断推出成果者

则凤毛麟角。恐怕也唯有李晓

教授这个评价能够解释了。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既要传承，又要发展。光传

承而不发展，是死学问；光发展

而不传承，是毫无根基的标新立

异。传承是执古之道“为往圣继

绝学”，发展是切合现实“御今之

有”“为万世开太平”。能将传承

与发展都做到，而且还做好的，

实不多见。

廖彬宇30岁时出版的《平

心平天下》，在学界引起一定的

震动，好评如潮。洋洋四十万言

的《平心平天下》虽然是一部集

演讲、随笔、诗词和对联的集子，

却“形散而神聚”，从始至终都贯

穿着中华文化的根本精神，无论

是他的演讲、随笔还是诗词对

联，都能让读者真切感受到中华

文化那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和

意味，让你发现中华文化自成体

系，这也许是这部书的独特风

格。将这些在不同场合根据不

同需要所做的不同演讲通览以

后，读者更会惊奇地发现，廖彬

宇用数字一到十给中华文化做

了一个系统的理论架构。

今日很多学者，在讲述中华

文化时，大都能够从某一点切入

进去，然后无限地展开，很多听

众也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

深。然而在听完以后，也差不多

又都忘了，中华文化具体讲了些

什么？又都说不上来。也许廖

彬宇正是怀着一种“六经责我开

生面”的使命感，总是能够别出

心裁，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

发。“十字理论架构”可谓《平心

平天下》一书最大的特色，也是

贡献给现当代传统文化事业最

大的成果，不仅能够迅速把中华

文化讲清楚，而且让人读完以

后，油然生出一种强烈的文化自

信，给人以醍醐灌顶之感，认识

到中华文化既是经世致用之学，

更是内圣外王之道。

廖彬宇新出版的《大成

之道——中国精神的气质气度

气势与气象》这本书是根据他讲

《论语大义》的录音整理。很多

人讲《论语》，多半是照着讲。要

么注解，要么翻译。而廖彬宇却

如同孙悟空，一个筋斗云翻了十

万八千里，直接跳出来，把《论

语》竟然讲成了一个系统的大智

慧、大学问。这就是“我注六经”

与“六经注我”的区别。

廖彬宇把《论语》的智慧归结

为三十一个“知”。他说：“谋大业，

建大功，成大事，必须拥有大智

慧。这个大智慧，就是‘大良知学

与大成之道’。”孔子这一生就是向

世人证明了，如何从一个无知少

年，成长为大智慧的大成至圣，我

们要想获得大智慧与大成就，从孔

子身上，就能获得借鉴和启迪。

孔子是“十有五而有志于

学”，15岁开始立下大志，希冀

通过学习求得大智慧，这就是

“知志”；立定志向以后，就自然

会努力学习，就是“知学”；在知

学的过程中，就会明白诚意正

心的重要，就会“知诚”；知诚，

就能感悟心之本体，可以“知

心”“知仁”；能知心，就能通《易

经》之道，可以“知易”；能知易，

便能感悟天道，可以“知天”；能

知天，就能读懂万物发展之规

律，乃至人类命运之态势，就能

“知命”；能知命，就能知生命之

来处，可以“知本”；能知本，就

进一步更好地认识自己，可以

“知己”；能知己，就能发现自性

具足，不假外求，能够“知足”；

能知易、知天、知命、知足，就可

以洞悉事物发展的规律，建立

正确的价值观，可以“知常”；能

知常，就能在事物开始时看到

结果，可以“知因”；能知因果，

就会对天道自然产生敬畏，进

一步加强自身的修为，就会“知

敬”；能知敬，不是懦弱，故对举

为“知勇”；能知敬，则会于万物

有所领会，可以“知觉”；能知

觉，就能“知几”、还能“知名”、

知时；能知几知时、知进退，就

能“知行”；能知时知行，必能

“知权”；能知权，亦必当“知

中”；能知权，必能“知重”；知重

者，可以“知谦”；知谦者，则“知

礼”；能知重知谦知礼，则能“知

德”；知德，则能“知容”；知德，

必能“知言”；知言，必能“知

人”；知德知言，则能“知趣”；有

以上诸多之知，则必受大益，可

以“知信”；最后便能“知政”，可

以经济天下。

这里的“知”，不仅仅是一

般知道、晓得的意思，还包含了

把握、掌控、主宰的含义。如古

时官职的知县、知府、知州等，

分别指主管、掌控某县、某府、

某州的官员。知客又是指主管

招待宾客的人。所以，我们说

“知”时，指既能了解又能把握

时机；知本，是既理解又能抓住

根本，照此类推。

这三十一个“知”，他都细

细地讲，使人知道，每一个“知”，

都有极为丰富的内涵，都蕴藏着

大智慧。让人感受到，中华文化

如同物理学所形容的全息理论，

“每一滴水都反映一个太阳”。

廖彬宇的每一个“知”，都冠以

“伟大”二字作为标题，如“知

志”，题为《孔子是怎么伟大起来

的》；如“知学”，题为《中华文化

为什么伟大》；如“知诚”，题为

《中华民族如何创造伟大的奇

迹》；如“知心”，题为《中华民族

最伟大的奥秘在哪里》；如“知

易”，题为《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著

作是什么》；如“知命”，题为《中

华民族最伟大的追求是什么》；

如“知常”，题为《复兴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将是社会主义新时代

的伟大事业》；如“知人”，题为

《中华文化最伟大的智慧核心在

于如何知人和做人》……

百余年来，中华文化遭到了

巨大的误会、被扭曲、歪曲，廖彬

宇自幼学习传统文化，也遭受过

巨大的委屈，所以他有这样的感

同身受，他就有这样的理想和追

求，要为中华文化正名，不仅要

正名，同时要让所有人知道，中

华文化的智慧是伟大的、思想是

光明的、格局是正大的，只要传

承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个人能

够幸福、民族可以强大、国家可

以文明和谐。

针对一些人对儒家的误解，

他提出了“儒家的三重境界”，用

三句话就创造性地给儒家文化

做了定义和诠释。他说：儒字的

构成，一个“人”，一个“需”，就代

表了儒家的三重境界，即文化

儒、君子儒、大人儒。

第一、儒家文化好比阳光空

气和雨露，须臾不可离，是人类

之需。儒家文化为人类揭示了

一条正确而光明的道路，只要沿

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必定获得

成功、取得成就。所以儒家文

化，是人类需要的文化，这就是

文化儒。

第二、儒家文化需要你做

人。合格的人，叫作君子。君

子以下，叫作小人，甚至“禽

兽”；君子以上，叫作大人，或

者“圣贤”。“君子”是一个合格

的人的标准。孔子一上来不给

你说做神，因为离人太远，一

方面容易把大部分人给吓跑，

另一方面要做神就要对自己要

求极高，男女之事就免谈了，

吸风饮露正常东西也不吃了，

一般人做不到，所谓“世人都

晓 神 仙 好 ，唯 有 金 银 忘 不

了”。所以儒家让你做人，把

人做好，也谈男女之事，但是

合乎礼法；也谈吃的，但是不

暴饮暴食，甚至吃得更讲究、

更健康、更精致、更养生。所

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这

个很好做到，只要把度收敛一

点，就成君子了。这个度过分

了，就是小人。所以君子很好

做，一旦成为君子，行为就是优

雅的，为人就是谦和的，君子尊

重人，也受人尊重。这就是君

子儒；古人云：天地者，生之始

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

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

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

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

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

也，民之父母也。无君子则天

地不理，礼义无统。上无君

师，下无父子，夫是之谓至乱。

第三、一个人一旦在生活上

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就是君子。

而真正养成了习惯，那么就不再

满足于这一点要求，对自己的要

求自然就会提高，就会有更高的

追求，接下来就会追求成为圣

贤。圣贤就是立“人极”的人，为

世人做榜样，能够引领社会正向

发展的人。这就是大人儒。

廖彬宇还提出西方文化所

谓的自我、本我和超我，就是孔

子所说的小人、君子和大人。进

而他又结合现实，提出儒家文化

颇类于共产主义，儒家的君子就

类于共产党员，儒家的大人就类

于共产党所说的“伟大的无产阶

级革命家”。他还在书中用了大

量文字系统地论述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

的内在关联，讲清楚了马克思主

义、共产主义将必然进入中国，

讲清楚了马克思主义主导中国

是历史的选择、是正确的选择、

是必然的选择、是伟大的选择。

他又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角

度，充分证明了共产主义社会有

必然实现的内在逻辑，不是“乌

托邦”幻想。他用《易经》的“三

易”原则，讲清楚了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世界是物质的，

物质是运动变化的，运动变化是

有规律的，规律是可以掌握并利

用的”，而“三易”原则即“不易”

“变易”和“简易”，“变易”就是世

界和物质的运动变化，“不易”就

是支配现象变化背后不变的规

律，这个规律是能够掌握和利用

的；“简易”就是掌握了这个规律

以后，看待一切事物都变得简单

了，可以利用这个规律创造事物

并驾驭事物。

诚然，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

与认知。千百年来，学易者多如

牛毛，而能洞悉此中真义的人实

在寥寥无几。

山东大学终身教授刘大钧，

是中央文史馆馆员，也是中国周

易学会会长，创办了《周易研究》

学刊，饶宗颐曾盛赞刘为“当代

大儒”。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摩罗教授为廖彬宇写过一篇题

为《立本守源，经世致用》的评介

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记述：“廖彬

宇同志学习吾夏古代文献，是

出于真正的热爱，可谓‘有志于

学’。据了解，他上中学时，就

特别喜欢读古文、背古文，心无

旁骛，沉浸其中，不论经史子

集，又或奇门秘要，以一种‘不

易乎世，不成乎名，确乎其不可

拔’的毅力，一方面探玄索隐、

钩深致远，另一方面又不失于

正、含章可贞。到后来竟然完

全不按教学体制的安排学其他

功课，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

毅然决然退学，这说明其心性

与先民之大学颇为融通，从古

人文字中，感应到了那种参赞

天地、拥抱乾坤的大气魄、大精

神，故一旦接触，就被强烈吸

引。直至今日而学有所成，他

依然不欲在教育体制内受‘学

科’训练，更不欲取得‘体制化’

的文凭或其他资格证书，对于

今日的社会形式而言，可谓‘异

数’，可谓‘奇葩’。”

廖彬宇在书中说，是《易经》

最早提出了“和谐”的理念追求，

所谓“保合太和乃利贞”，“和谐”

有保合、太和、中和的境界，他在

书中阐述，这“三和”就是马克思

所阐述的三种社会形态，“保合”

就是用物质保证社会的基本和

谐，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中

和”代表了社会主义社会；“太

和”代表了共产主义社会等。

廖彬宇认为《易经》在几千

年前就提出来了，最高的社会

形态就是没有政府的社会形

态。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都

有高度的精神文明，并能运用

这个高度的精神文明创造出高

度的物质文明。又因为有高度

的物质文明而把人从物质欲望

中解脱出来，发展高度的精神

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

关系是相辅相成、高度和谐

的。而马克思所揭示的共产主

义社会所达到的就是精神文明

和物质文明的高度和谐，共产

主义社会的人都没有国家和政

府，这样的状态，在《易经》里

有一个形容，叫作“群龙无

首”。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一条

龙，每个人都很了不起，所以没

有首领，也就是不需要政府

了。而怎样实现这样的社会

呢？共产主义提出来的是让一

部分先有了觉悟的人起来，做

带头示范作用，带动更多的人

共同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个

理论，就是儒家讲的“己达达

人”，自己达到这个认知和境

界了，带动更多的人也达到这

样的认知和境界，然后共同实

现世界的大同。

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

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人民谋幸

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

同。廖彬宇在书中得出一个结

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越了

解，就越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

理念、追求与价值观。所以今天

我们大力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就会增进全民全心全

意、真心真意对共产党的爱护与

拥护。毕竟，在广袤的华夏大地

上，中华文化流传了几千年，已

经融入了中华儿女的血脉，成为

中华民族的生活方式与价值理

念，是广大人民共同的精神家

园，对中华文化更容易产生共

鸣，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清

楚，人民对中华文化越了解，对

共产党就越理解、越热爱、越支

持、越拥护。

廖彬宇《国学旨归》一书的

副标题叫作“天人视野下的终

极关怀”，而中国共产党的情

怀也正是对人类命运未来归宿

何去何从所做出的终极关怀。

因此，廖彬宇说，中华文化与

共产主义，都有一个不谋而合

的共同追求。这也不是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而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本身就是中国的马克

思主义。

无怪乎北京大学赵为民教

授在看了廖彬宇的这部书后，评

价说：“系统地用中华文化解读

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此前还

没见到。即便有一点，都是一星

半点，廖彬宇系统阐述中华文化

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而不生硬，

毫不牵强附会，若非学问通达决

不能如此。”

廖彬宇善于思考，一个普通

的词语，他能悟出多重含义，譬

如他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优

秀”一词的解读，就产生了三个

含义。他在书中说：第一、传统

文化中包含了优秀与糟粕，我们

要去粗取精，传承、弘扬优秀的

一面。

第二、优秀是对传统文化的

一个形容，意思是说中华传统文

化是优秀的，譬如优秀的张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形容中

华文化很优秀。

第三、体现出传统文化的优

秀性。体现优秀、积极的一面。

要能够体现出传统文化的优秀

性，要正本清源，化腐朽为神奇、

化拙劣为优秀。

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就是彰显“优秀”的含义。不

能将中华文化庸俗化、神秘化、

妖魔化、狭隘化，这些都是体现

中华文化的优秀性。

北京大学宫玉振教授曾赞叹

廖彬宇：“未至弱冠，即已开坛京

师；甫及而立，复多传世大作。虽

老师宿儒，亦自愧弗如。而更以

传承与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为己

任，其担当，其格局，其修为，其

气魄，亦足令吾人敬佩景仰。凡

大国之兴，必始于思想；民族之

魂，必在于文化。孟子云：五百

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

者。阳明至今，已足五百年之

数。中华文化之复兴，其有待于

廖彬宇及吾辈同道者乎！”

廖彬宇的理论架构，对于我

们今天无论是做科学研究还是

融通西方文化，抑或深入学习、

掌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有助

益。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所强

调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现着

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在生产生活

中形成和传承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审美观等，其中最核

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

基本的文化基因。大时代需要

大格局，大格局源于大智慧。无

疑，廖彬宇开启了大智慧，也建

立了大格局。

注：胡从经，著名学者、教

授。中国文化研究院执行院

长。历任上海社科院研究生院

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顾问

教授、香港大学荣誉研究员、香

港中文大学特聘研究员，东京大

学文学院外国人研究员。著有

《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鲁迅与

中国新文化》《榛莽集》《爝火

集》《胡从经书话》等10余种。

学不由师传 理已臻极致
——廖彬宇传统文化学术思想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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