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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不必写回忆录，窃以为那是流芳百世的人杰的事，或一些想写的人的事。他们不但自己能写，还有
人会为他们编年谱，写传记，在历史长河里掀起一簇浪花。鲁迅先生曾在致李霁野先生的书信中写道
：“我是不写自传也不热心于别人给我作传的，因为一生太平凡，倘使这样的也可做传，那么，中国
一下子有四万万部传记，真将塞破图书馆。我有许多小小的想头和言语，时时随风而逝，固然似乎可
惜，但其实，亦不过小事情而已。”先生尚持此论，遑论我等浅学后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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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柯华庆先生一文的不同看法
我很同意柯华庆先生的立论：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只是一个有特定适用范围的命题，不能成
为共同准则，更谈不上是道德金律。但我认为柯先生的论证似乏力度，对柯先生划的“特定适用范围
”也持不同看法。
首先，问题的实质在于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命题是“由己推人”，是由类比推理得出的
，它仅具备或然性，不具备必然性，不能作为演绎的出发点。其实，柯先生的文章已经触及这个实质
，只是没有言明。这就是文中所言：“建立在以自己的欲或不欲来推断他人的欲与不欲的逻辑上”，
“以一人的善恶推断他人的善恶”。同理，柯先生建构的“己所不欲，慎施于人;己之所欲，谨施于
人;人之所欲，施之于人;人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处世原则同样不具备普适意义，个体的“己”或“
人”都不足为客观标准。
其次，忠恕之道是“要求人们根据自己内心的体验来推测别人的思想感受，达到推己及人的目的”，
这里的“欲”就具有道德评判、价值评判的意义，用喜欢不喜欢吃鸡蛋，喜欢不喜欢喝酒等食性好恶
来辩驳“欲”与“施”，似偏离靶心。
第三，判断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思维形态、一种处世态度正确与否，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首先是看
它推论的出发点是不是正确，再看它推论的形式是不是有效，而不受它所处的社会形态、经济体制的
制约。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并没有一道截然区别的界线，如果此适合此，彼适
合彼，那么，过渡形态、中间阶段就理应“彼”“此”共存了。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了。
第四，将几位学者区分为“儒家学者”与“自由主义思想家”，认为前者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作为普世准则和道德金律，“可以同情”，后者也特别推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普世准则，“
匪夷所思”，这个观点我很难认同。不论学者术业专攻，思维逻辑正确都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对其具
体的研究成果、认知结论，应作个案探讨，既不盲从，也不轻否。既无须“同情”“靠这个吃饭”的
所谓“儒家学者”，也不要苛求所谓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摆脱“求同思维、家长制伦理”的束缚一
定要超越“儒家学者”。
（2014年12月22日）
走出“先立德，后立言”的误区
一段时期以来，学界迭曝抄袭、剽窃、伪造学历、侵吞科研经费、谎报科研成果等丑闻，象牙塔、学
术殿堂出蛀虫，这自然会使善良的人们对学术和教育产生密切的关注和不尽的忧思。
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学界一些人士在论及防范学术腐败时，常常开出“先立德，后立言”“先做
人，后治学”的药方，一些教育工作者著文，也持“孩子要先成人，才能成才”的观点。出于忧国忧
民，强调立德和做人的重要性，批评忽视德育的倾向，针砭背离学术道德的行为，凡此种种，无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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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正确的。但是，将“先立德，后立言”“先做人，后治学”作为一种育人模式，甚或“防腐措施”
，将“孩子要先成人，才能成才”奉为一种教育理念，那就值得商榷了。“立德”是人终其一生的事
情，其难度远远超过“立言”。人格完善是一生一世的事情，能力也需要在社会实践中提高，一个人
能否成人成才，学校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把“立德”与“立言”、“成人”与“成才”视为先行后
继的关系，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回溯，还是从逻辑上判断，都是不成立的。
首先，回溯历史，不能虚设“古人多提倡先做人，后治学，先立德，后立言”的命题。自《左传》提
出立身处世的标准，即“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谓之不朽”，到司马
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到曹丕“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到张
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再到顾炎武“文须有益于天下”，
都只能得出古人对“立德”“立功”“立言”只有轻重之别，并无先后之分的结论，寄寓的是格致修
齐治平的政治理想和人生抱负。
其次，从逻辑上判断，“立德”与“立言”、“成人”与“成才”也不是先行后继的关系。认为可以
先立德，后立言，可以先教孩子做人，再教孩子成才，实际上是把基本的道德观念(是非对错美丑利害
功罪等)或道德底线误为道德的全部了。德是构成世界观、人生观的要件，或说成熟的坚定的世界观、
人生观决定人的价值观，培植人的品格操守。就治学而言，不抄袭剽窃，不弄虚作假，也只是学人必
须恪守的道德底线。懂得和遵循这些，只能说是守德，而不就是立德。德是一种大爱，一种情怀，是
对自然、社会的回报，是对他人有所启迪，有所感召，甚至成为人们效法的某一方面的标尺，是一个
随知识、智慧增长而不断深化的过程，大象无形，大音希声，它不是“成才”前就可以预立的，而是
要恒久积淀才能成就。譬如说，“达者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是一种德，但是，这种德还局限在
自我价值实现的范围之内。而“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也是一种德，但这种德心怀黎庶，忧乐天下，精神境界就高远得多。再说，世上有才无德
的人并不罕见，德隆才寡也有人在，可见德才不是先行后继的进程。
第三，对才能、立功、立言要有科学的认识和评价，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譬如，有些领导干部轻率决
策，置生态环境长远利益于不顾，劳民伤财地大搞政绩工程，贪赃枉法手段令人发指，同时，混硕攫
博，捞取资本，雇用“枪手”，“著书立说”，还有一些“学者”，寄身学界，从事科学研究，却不
肯下苦功做学问，汲汲于名利，东抄西凑，投机取巧，曲学阿世，甚至不惜伪造实验报告，滑向犯罪
，凡此种种,无所不用其极，貌似才能出众，立功立言兼收并获，实则歪门邪道，无德无能，人所不齿
。从政为官德为本，真正的才干、政绩，应是兴利革弊、扶贫解困，真正的“立功”，应是造福当代
，惠泽后世;为文为学，真正的“立言”，应以“文须有益于天下”为圭臬，应是有所创见，而不是因
袭陈说。
第四，深化对德才关系是辩证统一关系的认识。“德才兼备”既是中华民族理想的君子人格，也是中
国共产党选拔任用干部的一贯标准。细数中华民族的前贤先哲、志士仁人，从创建儒家经典的孔夫子
，到树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高标的亚圣，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
一家之言”，铸成“无韵之离骚，史家之绝唱”的太史公，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的文天祥，到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孙中山，到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等革命先烈，到“我以我血
荐轩辕”“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到艰难缔造新中国，改革开放筚路蓝缕的几代共产党人，纵观
心路、业绩、著述、学说，立德、立功、立言皆融为一体，密不可分。
综上，成人与成才的问题，说到底是一个知行统一还是知行分离的问题。笔者虽不同意“立德”与“
立言”、“成人”与“成才”是先行后继的关系，但却赞同培育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要从启
蒙教育就开始抓起，坚持德才并进，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铸造民族的脊梁。在教育中，要把宪
法教育作为重中之重。我国古人所云“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已隐含了今天我们所言宪法的根本性，
我国宪法是“中国共识”的结晶，是根本大法，是立国之魂，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每个中国公民对
宪法都应心存敬畏，由衷尊重，严格信守。
（2014年12月24日）
听听历史学家的忠告
笔者非治史学人，对充斥屏幕的帝王戏，尤其是清宫戏，凭常识虽已知其胡编乱造成分甚重，误导观
众，但因举不出确凿的史证，纵有微词，能奈其何?自己人微言轻，倒也罢了。但对史学界如王春瑜等
专家对某些历史剧的批评，我们一些编导仍是置若罔闻，我行我素，某些历史剧杜撰的宫闱秘事、君
臣心计等，活灵活现、纵情渲染，已接近荒诞不经了。这才真是一场悲剧。至于冒出“气死历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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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朕不接见历史学家”之类话语者，更应反躬自省，涵养“有容乃大”的海量。
我很赞同历史剧应该有个界定的意见。尊重历史，明确历史与历史剧的关系，明确于史有据与允许虚
构的界线，这不是对剧作者和演员原创能力和才情的束缚，而是保证其创作以正确的历史观为引导，
打磨影视上品、精品、珍品的必要前提。不要以“戏说”为障眼法，不要以为凭大投入、凭大场面、
凭出色的演技就可以大获成功。若对此不以为然，一味恃才傲物，以虚构、穿越为能事，不论其场面
有多红火，不论其收视率、票房价值有多高，终究逃脱不了速朽的命运。任何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历
史剧作家、导演、演员，若欲自己的职业生涯能有屹世的建树，皆得下一番书海夜航，潜心问学的苦
功。
窃以为，如果说多年前某著名演员饰演的角色把某皇后的谥号搬到生前来用，系编导对历史的无知的
话，那么，在“王朝”前冠某皇帝的年号来做剧名也有不妥，就像现在时不时还在播出的热剧《XX王
朝》一样。“王朝”大致有二义：一曰王庭、朝廷；二犹朝代，历史上指一个国家由某一家族统治的
时期。总不能因康熙、乾隆盛极一时，就可与清王朝相提并论，且看，若称光绪王朝、宣统王朝，是
不是有点滑稽。当然，笔者这种看法也可能太过拘泥，恳盼高明赐教。
话题略说远点，自秦始皇统一六国，确立了中央集权制的君主专制政体，“皇帝”一词作为我国专制
君主的称呼直到清朝帝制被推翻而告终止，流传了两千余年。如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21世纪，可
是我们一些影视剧编导、演员对皇帝、皇后仍存挥之不去的情结，帝王、帝后、王妃、格格之类纷纷
粉墨登场，上演出一出又一出花非花雾非雾的宮廷戏。屏幕上几个老面孔皇帝、皇后状如走马，无独
有偶，市面上所谓贡酒、贡米、贡茶、宫廷糕点等比比皆是，真个电视电脑，游遍皇宫禁苑，市井排
档，冒出华筵御膳。更有可悲复可忧者，影视界有人得了什么奖项，马上就有“影帝”“影后”“天
王”“天后”等冠冕侍候，有些当事者亦执迷其中，封建气味之浓，令人嗟叹。中国运动员夺得世界
冠军，奥运场馆、世界赛场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旋律回荡，中华儿女无不心潮澎
湃，视为最高荣誉。可是偏偏又有人会奉上“体操王子”“冰上皇后”“跳水皇后”之类桂冠。真是
非王非后不足示其至尊。殊不知竞技体育与影视文化一样，并非封建自闭领地，貌似推尊，实则损之
。
（2014年12月28日）
从一则官方微博说开去
日前，媒体曝出一个叫什么来着的“著名歌手”涉毒被刑事拘留的消息。明星涉毒早已不是什么新闻
，自然也就激不起哪怕很小的一点涟漪。令人啼笑皆非的却是由其引出的一则官方微博。文不长，照
录如下：“明明前车之鉴接二连三，为何非要‘前仆后继’自断前程?归根结底：有名有钱太任性!再
次提醒公众人物：从艺当知感恩，做人当知敬畏，名气伴随担当。别因自我放纵，一朝失足，终生余
恨!”
愚以为，微博持论，未中鹄的。一个中国公民涉嫌非法持有毒品罪，究其根本，不在于他是否有名，
是否有钱，是否任性，而在于他的思想品质、认知能力、法律意识。明星吸毒，其精神空虚、品格卑
污，与其他吸毒者并无两样。君不见一些无名无钱的瘾君子不惜铤而走险、杀人越货筹弄毒资吗?在法
律面前，涉嫌犯罪的有名有钱任性的明星也必须低头服罪，在纤绳上荡悠悠那是别梦依稀了。什么“
禁毒教育义务宣传员”，只不过是一块欲盖弥彰的遮羞布，其素质之低下，行为之不端，令人不齿。
其今后的人生内容，也不是“一朝失足，终生余恨”，而是洗心革面、重新做人的问题。跌倒了能爬
起来，方与男儿气概沾边也!
话说开去，三四十年前，笔者曾是川江上一名真正的纤夫。八年炼狱般的船工生涯，白天闯滩穿浪，
晚上书海夜航，既磨炼了我的筋骨，也给我明辨是非、探求真理的智慧和力量。当代中国社会，既正
处于开创科学昌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共圆振兴华夏中国梦的伟大时代，但也面临封建余毒犹存
、贪腐泛滥成灾、生态环境恶化等严重威胁。与更关涉改革成败的肃贪立廉的方针大略相比较，明星
吸毒虽不足为大虑，但我们对这个社会问题的审视和救治，却也容不得出偏差。其实，一些明星曝出
吸毒丑闻，根子不在他们自我放纵，而在我们某些媒体的舆论导向出了问题，对他们娇宠溺纵有加，
为他们吸引粉丝推波助澜，甚至赋予他们实难担当的“形象大使”之类重任，遑论教育引导!让他们凌
空蹈虚，昏昏然，飘飘然，终致酿成大祸，触犯刑律。
痛定思痛。笔者认为，作为现时代的每一个中国公民，面对波涛汹涌的市场经济大潮，都要明确自己
的个人行为坐标定位，都要培养一定的思维定力，不能迷失方向。从政为官，不能背弃“为人民服务
”的宗旨，从文从艺从商等，亦要知晓和信守基本的道德准则，即使不树圭臬，起码也要不失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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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幸从事科学研究的人，首先要用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掌握一定话语权的人，不能曲学阿世，不
能率尔操觚，微博也好，宏论也罢，都要追求评理若衡，照辞如镜，都要心存敬畏，让所论经得起实
践检验，经得起时间选汰。
（2014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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