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讨人文精神的逻辑
起点是个体生命

读品：当下的媒体语境里有很
多关于年轻人生活或精神状态的描
述，您如何看待当代年轻人的工作
和生活状态？

钱文忠：面对今天的年轻人，不
能简单地认为他们出生在我们后
面，就理所当然地可以指点他们。
我们这一代与年轻人生活在完全不
同的社会环境中，改革开放后，社会
结构、家庭结构、价值观、伦理观
……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经
历了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发展速
度放缓，国内外环境也发生了巨大
变化，现在进入工作状态的年轻人，
当他们想要证明自己、实现原本认
定的生命价值时，迎头碰上了不同
的社会环境，不论“内卷”还是“躺
平”都是一种不公平的说法。我们
要理解年轻人内心的期许和真正的
看法。我们这一代成长生活在飞速
发展、变化和突破的年代，享受了时
代的红利，本来都是一无所有，谁都
输得起。今天的年轻人则面临着不
一样的社会，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
挑战性的时代，所以他们形成了自
己特殊的生活方式，我们没资格去
评价是好是坏、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还是尽量先从宏观的角度去寻找根
源。我们作为前辈，首先要做好自
己的本分，努力看看还可以如何进
一步改善时代和社会，为年轻人创
造更好的环境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
情。

读品：您刚刚提到了“时间”。
在您看来，是时间赋予生命以意义
还是生命赋予时间以意义？您如何
看待时间与生命之间的关系？

钱文忠：年轻时可能会喜欢一
些比较抽象、宏大的概念，但到了现
在，我觉得还是要关注具体的事
情。比起生命赋予时间以意义，我
更愿意说是生活赋予了时间以意
义。“生命”由生活中的选择决定，生
活是生命的非常具体的形态，我们
应该关注当下的生活，过好每一天
的生活，日积月累，才能逐渐接近生
命的意义。如果一直关注生命而不
顾当下的生活，生命就是虚妄的。
我特别反对为了未来牺牲当下。比

如为了一个美好的梦想，不惜牺牲
现在的一切。生活和当下都是不能
轻言牺牲的。我们必须努力面对生
活，过好生活、处理好具体的日常生
活中活生生的每一件事务，才有资
格谈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我们探讨
人文精神最重要的逻辑起点，就是
要意识到当下每一个鲜活的个体生
命的重要性。

先要亲近和消费传统，
再谈传承和发展传统

读品：如何建立传统文化与当
代生活之间的联系？如何让年轻人
爱上传统文化？

钱文忠：首先必须要明确一点，
传统文化中有些内容是必须批判
的，比如对女性的不尊重、专制的思
想。同时也要承认，传统文化中有
很多充满温情和美好的元素，比如
孝、慈悲、守望相助、家族责任等。
我们必须敬畏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
分，不能亵渎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是
对的。同时必须注意一点，年轻人
远离传统文化的原因之一，可能就
有对传统文化不恰当的、过分夸张
的敬畏。传统文化有一个很重要的
内涵，传统文化都是穿越几千年时
光传承到当下的。真正能够传承下
来的传统文化在当时其实都是最时
尚的，唐诗、宋词、元曲、小说，在它
们各自的朝代都是最时尚的。现在
也正是很多年轻人重新发掘出了传
统文化的时尚性。如何让传统文化

“活化”，年轻人一直在给我们上课，
比如故宫的延伸文创产品，恐怕并
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的研究成果。
要先“玩”起来，亲近起来，消费起
来，再谈传承和发展，这是非常重要
的。传统文化不是固定的道理，中
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就是动静一体
的，是兼顾调整与互动的，我们不能
用一种“原教旨主义”的态度看待传
统文化。

读品：当下我们应该如何从传
统文化中汲取资源，成为更好的自
己？

钱文忠：比如，一个人也许能够
从佛学文化的资源中汲取一些养
料，佛学中的很多概念能够让你对
人生、对生活有更清醒的认识。比
如佛教所说的“八苦”，如果真的能
理解“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
会、爱别离、五取蕴”，那么认识世界
的心态会更好。“生、老、病、死”，我
们都熟悉，我已经快60岁了，认识
到这些是人生一定要经历的过程，
应该坦然地面对这四个字。谈到

“怨憎会”，人生中你没办法避免遇
到自己讨厌的人，世界没有义务讨
好你，不可能遇到的人事物，都是让
你舒心的。所谓“爱别离”，就是你
所爱的、所喜好的最终一定会离你
而去：我最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但
随着年龄的增长不可能永远精力旺
盛；你所爱的人，也终有一天会离
开。“求不得”，就是在告诉你，人生
永远处在追求得不到的东西的过程
中。如果人生只是一团欲望，那么
你永远都会在“得不到”的痛苦中挣
扎。至于“五取蕴”，我们不在这里
详细讨论。总之，一个人拥有的资
源越多，变成更好的自己的可能性
就越大，所以应该多阅读、多接触优
秀的传统典籍。

“以出世的心态做入世
的事情”

读品：这两天，“文科存在的价
值”这个问题又掀起了一轮讨论热
潮。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钱文忠：真正好的人文学科是
必须存在的。很多人谈文化，文化
必须要落地成文明；很多人讲教育，
教育一定要内化成教养，在落地和

内化的过程中，人文关怀是绝不可
少的。所谓“腹有诗书气自华”，个
人、社会、民族的气质的养成，都离
不开人文关怀。曾经我们的口号是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
现在还经常有人问“文科没有存在
的必要”吗？不可否认，伴随着社会
的快速发展，也出现了审美的庸俗
化、人心的趋利化等现象，这些不是
科技能够解决的问题，要通过人文
艺术的涵养才能解决，而且这并不
比发展科技容易。文科至少应该作
为一种常识存在，为人生奠定基
础。很多大经大典，不是简单的一
本书，而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此外，
世界上自然科学发达的国家，人文
学科也是发达的，两门学科的发展
其实是同步的。“哲学”，即philos-
ophy——意思就是“爱智慧”，无论
是理科还是文科，都是人类智慧的
一种形式。我们关注人的主体性和
创造性，当然也必须注重情感、尊
严、自由。我们需要这样的人文知
识：以人为本，人是一切发展的目
的，绝不能把人当手段。这样的观
念必须成为人文学科最根本的标
准，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只有
这样，才能达到最理想的状态——
人类带着人性的光辉生活在社会
上，让人性的光辉映照在生活方方
面面。

读品：二十年前您登上《百家讲
坛》开讲与传统文化有关的课程，近
年来，您也入驻了短视频平台开设
个人账号，继续推广传统文化。您
如何看待传播环境的变化？您的一
些言论其实也会引起争议。

钱文忠：我的恩师季羡林先生
曾对我说，将来你如果有机会面对
公众发表意见，一定要牢牢记住10
个字：“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
一旦发表言论，就有可能被断章取
义地传播，这其实也是时代进步和
发展的一种体现，每个人都有发表
自己意见的权利，意见被发表出来
是最主要的，不在乎发表出来的是
什么。我特别不赞成一句话“每个
人都有说话的权利”，这话等于没
说，其实真正要讲的是——每个人
都有发表不一定准确或正确的意见
的权利。有的网友截取一些视频，
加上自己的评论，发到网上，很常
见。

读品：您最近打算重讲《玄奘西
游记》，为什么会有这次重讲？

钱文忠：我们对传统文化存在
着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熟悉的陌
生”和“陌生的熟悉”。很多内容，我
们以为熟悉，实际很陌生，比如中国
人都知道《三字经》，但完整读过的
可能很少，这就是“熟悉的陌生”；

“陌生的熟悉”，是指你根本不知道，
以为自己知道。2007年，我讲了玄
奘，很多朋友才知道唐僧并不是我
们从《西游记》中了解的那样。当时
开讲《玄奘西游记》的反响很好，那
是因为赶上了一个特殊的时代。那
时候，人们普遍开始享受改革开放
带来的成就，物质财富增长得很快，
但人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似乎并不
高。到了一定阶段，总要明确告诉
人们挣钱是为什么，而不是说去挣
钱就行了。如果一直给不出这个答
案，人们就会对自己付出的辛苦与
代价是否值得产生怀疑。那时，讲
起玄奘——一个主要生活在自己的
信仰世界里的人，一个非常纯粹的
高僧，同时又是充满人间智慧的一
个人——我后来总结玄奘是“以出
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情”，也许，当
时有些朋友把自己内心的关切投射
到玄奘身上了。时间过去了将近十
七八年，现在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我希望借助互联网传播，让更多
的人感受到优秀中华传统文化的知
识和观念。主要是基于这个考虑，
所以有了这次重讲。

钱文忠：做好传统文化的“药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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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一切发展的目的，绝
不能把人当手段。”“年轻人追求
‘安稳’和‘治愈’，很大程度上出
于无奈，并非他们的第一选
择。”……

八月，火伞高张，南京“牛首
十二讲堂”的活动现场，学者钱
文忠关于社会现状的种种观察
和论述，引发了现场观众比天气
更火热的阵阵掌声。

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
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1984
年考入北大，学习梵文巴利文专
业 ，后 留 学 德 国 汉 堡 大 学。
2007年开始，他一直致力于传
统文化的传播。他登上《百家讲
坛》的舞台，开讲《玄奘西游记》
和《三字经》，深厚的学识和幽默
的口才迅速揽获许多观众的
心。近年来，钱文忠顺应传播方
式的变化，在社交媒体平台开设
有声书课程，还开通了短视频账
号，全网粉丝数百万。

在钱文忠看来，一个人拥有
的资源越多，能够变得更好的可
能性就越大，而真正优秀的传统
文化，就是这样的资源“富矿”，
所以应该提倡多阅读、多接近经
典典籍，而学者应该做的，就是
宣传、普及优秀传统文化。

“如果我们把传统文化比喻
成一方好药，来治疗现代人的浮
躁和精神上的缺失，那我们顶多
是个药引子，药引子单独拿出来
啥都不是……我认为作为学者
要做好药物本身，而作为普及工
作者要做好药引子。”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张垚仟

钱文忠

1966 年 6 月 出
生，籍贯江苏无
锡，复旦大学历
史系教授，中国
文化书院导师，
北 京 大 学《儒
藏》精华编编纂
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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