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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宗颐（1917— ）广东潮州人 ，
字伯濂、伯子，号选堂，又号固庵

著名国学大师，香港中文大学、南
京大学名誉教授，西泠印社社长。其
学问几乎涵盖国学各方面，均取得显
著成就，还精通梵文。代表作《敦煌书
法丛刊》《殷代贞卜人物通考》《词集
考》等。2013年被授予“世界中国学贡
献奖”，2014 年 9 月获得首届“全球华
人国学奖终身成就奖”。

钱钟书说他是“旷世奇才”，季羡
林说“心目中的大师就是饶宗颐”，金
庸说“有了饶宗颐，香港就不是文化沙
漠”，国外把他誉为“东洲鸿儒”“汉学
泰斗”“东方达芬奇”，国内更有人把他
称为“第一国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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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者：您曾指出，二十一世纪将

是中国踏上一个“文艺复兴”的时代，
我们要建立新经学。您这个提法引起
广泛关注，您提出的新经学是为了解
决什么问题？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
何关联？

饶宗颐：我所提的“新经学”有助
于建立民族文化自尊心和自信心，有
助于重新树立中国人传统的、正确的
道德价值观，使之成为中国人做人做
事的常道，以达到天人互益的境界。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现在已不是科学
或物质的问题了，近年我们这方面突
飞猛进，物质生活甚至已有过犹不及
的态势，有些人开始价值观混乱或扭
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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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者：“新经学”新在何处？
饶宗颐：“新经学”的“经”是经典

的意思，接近于西方的古典学和人智
学(anthroposophy)。“新”主要“新”
在三个方面：一是重新整理和研究，因
为现在新出土了不少材料，要求我们

做这个工作。二是重新界定传统的经
的范围，不应只限于十三经，而十三经
里有些书要调整出去，如《尔雅》是训
诂类，可不列于经。三是可扩大经的
范围至一些长篇而重要的铜器铭文、
部分《逸周书》等，可以补充《尚书》，包
括记言类的《国语》也可以入经，思想
性的出土文献可选一些入经，道家的
书如《老子》《庄子》等，一些子书更自
当列入新经书体系之内，甚至释家的
书如《坛经》等亦可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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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者：“会通精神是中华文化的

一个重要特点。在分科之学越来越细
的大背景下，我们应当如何继承会通
传统？如何立足传统学术资源、整合
国际学术资源？”

饶宗颐：中国的传统学问本就重
视“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要求学
者做通人，并非做专家。这个“通”

“究”之道要付出极大心力和极多现实
上的自我牺性。

我的心得是，首先不要自我设限，
保持广泛的兴趣和强烈的求知欲。可
先从一个小范围内的方面做起，如我
年轻时先做方志学和地方史，以家乡
潮州为研究对象。从考古一直到文
学、戏曲、陶瓷等都做，特别注重不同
领域间的关联性问题，这样慢慢就越
做越通了。我也是这样教学生的，但
愿意这样跟着我长期做的人极少。

现在要培养通人很难！中外学界
制度上都重视专家，这是受理工科的
影响。所以人文素质越发低下了，因
为我们用了理工科的应用主义方法去
培养文科的人才，结果是貌似专精而
实际狭小，这还已是好的了，我还知道
有不少粗疏而虚空的“专家”呢！学者
可以先成专家，再追慕会通，终成通
人，大概这样一个过程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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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享者：“您如何看待近来渐成风

气的‘东学西渐’？在世界大格局中，
东方文化应当如何自我定位？中国文
化应当如何‘走出去’？ ”

饶宗颐：外国汉学家对我们的传
统，兴趣大着呢！只要肯真诚地交流，
就一定可以整合。最近的趋势是汉学
全球化。西方汉学家们其实是有功于
中华文化全球化传播的。但我们的学
者面对交流，或是崇外自卑，或是武断
排外，缺少持平地、谦虚地、自信地与
外国学者平等交流的态度。希望年轻
一辈这方面会做得更加好。

“东学西渐”也不是今天才开始
的，古代就有。我们还影响过欧洲的
一些思想家，特别是法国的。东方文
化是世界人类文化的重要一环，源远
流长、不可或缺。中华文化是一种传
播交流型的大文化，它早就走出去了，
还带回来过不少好东西。我一直说文
化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东西，中华
文化从上古至今就是如此。现在全球
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华人，现在的关键
是如何传播得更好。我主张我们要先
确定自己的经典，然后以这些精萃为
基础与世界进行高端的、深度的人文
精神层面交流。

05
思享者：“‘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

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
代的名词。’对于‘国学’这个名称，从钱
穆先生开始至今，一直有不少人认为是
不成立的一个概念，您怎么看？”

饶宗颐：我是不太赞成用“国学”
这词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学”，
我们不应独占这词而专有化。再用

“国学”争议性只会更大。我主张用
“华学”，中华文化之学也。华人已遍
布全球，所以“华学”较合适，它超越国
度，直指文化内涵，这样将来我们新一
代的学者可把已存在于外国的中华文
化纳入研究范围。（来源：人民日报中
央厨房·思享者工作室）

文丨肖伟光 张 垚 郑炜明

【思享一席】独家专访饶宗颐：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魂，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
民族的共同精神家园，是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当前，在世
界大格局中，中华文化应该如何定位，又怎样能做到交流互鉴？如
何做好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如何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思享
者独家专访百岁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请他对“新经学”之新、如何
培养通人、怎样看待“东学西渐”等问题谈谈看法。

现 在 要 培 养 通 人 ，太 难

经常听到有人抱怨，工作中这不顺、那不顺，
结果心情不好，工作效率较低，随后被上司批评，
压力大，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恶性循环。最后，只
能面临下岗或被辞退的结果。好的心态决定了
工作态度，工作态度则决定了工作效率，提高效
率的关键在于调整好心态。

我们可以把“态”理解为“心再大一点”，这里
的大不是不当回事，而是不计较，换个角度去思
考问题。在生活和工作中，我们会遇到很多不顺
心的事情，被上司批评、同事误解、家人吵架等
等。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思考，被上司批评，
是因为领导希望你能有所提高；被同事误解是因
为同事希望和你增进沟通；和家人吵架，是因为
家人对你的关心
等等，我们一旦换
一个角度，就会发
现，其实事情并不
是我们想象的那
么糟，而我们对待
工作或生活就会
换一种积极向上
的心态，进而提高
生活的品质和工
作效率。

现代企业的管理中，往往会通过严格的管理
制度去约束职工。其实，效果甚微。只有通过疏
导和有意识的训练，营造文化氛围，引导职工树
立积极、正面、乐观、向上的生活和工作态度和价
值观，才能对自己、对企业负起应该担负的责
任。提高效率源于对工作有兴趣，对生活有追
求，对家庭、企业心怀感恩。“佛家曰境随心转”，
也不是没有道理，在任何环境中，如果我们都能
以平和、坦然、感恩之心对待，无论是工作还是生
活都会顺风顺水。反之，再优越的外界环境，如
果我们整天怨声载道、心怀芥蒂，那么，我们终究
会走入自己设的“套子”里，钻不出来。心理学专
家通过研究得知：每个人每天可能会产生5万个
想法，如果，你具有积极、乐观的黄金心态，就能
使这些想法转化成快乐和成功，反之，如果你用
消极的心态去对待，那么这些想法就会转变为痛
苦和失败。

由此可见，效率的提高关键在于保持良好的
心态。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座未开发的金矿，能否
成为一块价值连城的金子，关键在于自己对待生
活和工作的态度。好的心态不仅会提高我们的
工作效率，更决定了生活的品质和职场的高度。

调整心态
提高效率

文丨白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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