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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美妙主办的爱心讲堂在北京大学已经展开活动整整十年了，他们从修身做起，剔除现代
性带给人们的急功近利和价值沦丧的负面效应，见证了十年中国文化复兴和人心复归的
历程，其工作的意义不可低估。
  如今，美妙将名家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编成一本书，还收入一些精美的短文，力求彰显
思想家思想成型和爱心结晶的过程。编者成书后嘱我做序。于是，我欣然从命，藉此谈
谈自己的对中国文化身份重新确立和孝文化作为“爱的回报”的当代意义。  

内容简介

美妙主办的爱心讲堂在北京大学已经展开活动整整十年了，他们从修身做起，剔除现代
性给人们的急功近利和价值沦丧的负面效应，见证了十年中国文化复兴和人心复归的历
程，其工作的意义不可低估。如今，美妙将名家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编成一本书，还收入
了一些精美的短文，力求彰显思想家思想成型和爱心结晶的过程，是为最好的爱的回报
。

作者简介

美妙，北京大学爱心讲堂创办人，三丫讲堂主持人兼培训师，北京心灵生态工程 NGO首
席执行官。牡丹江师范学院中文系毕业，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硕士。北京大学爱心讲堂
是以拯救人心为目的的民间公益事业，成立于1999年。得到原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和国
学大师季羡林以及王岳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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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2008年6月，国际儒联叶选平会长在广州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儒学普及工作座谈会”，在
会中他说道：“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
家园’、‘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从根本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首要
是如何‘齐家’。‘齐家’就要有家道、家风、家学和家业。我们只有从自己做起，努
力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将家的理念重新定义，用道义重建我们的家园，让新‘家’成为
我们一生的依靠和为之奋斗的目标。以这样的原点扩大到社会，乃至于世界，这样恢复
中国‘家’的精神和功能，世界和平才真正有可能达到。”
  当今世界，除面临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资源枯竭、财富浪费等外部危机外，还面临



着深重的人性异化、精神下陷、意义丧失、生命迷茫的内部危机。科学累积的成果愈多
，人心愈向外贪婪奔驰；工具理性和技术统治愈强大压抑，生命意义及精神自由的空间
愈狭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优秀文化急剧萎缩，人在精神麻痹中被“物化”、“异化
”！
  早在1995年3月第八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赵朴初、叶至善、冰心、曹禺、启功、张志
公、夏衍、陈荒煤、吴冷西等九位德高望重的全国政协委员，他们在016号正式提案《建
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呼吁》里，以焦急迫切的文字，为我们敲响了传统文化正处于存
亡绝续关键时刻的警钟：“我们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
成一条从未枯竭、从未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
险。”“民族文化是我们的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
基，也是几千年来维护我民族屡经重大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坚强纽带。如果不及时采取
措施，任此文化遗产在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民族的罪人。”
  一个民族的历史和体现民族精神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优良传统道德应视为治国者的教材
，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天下兴亡、民族存灭！
  著名爱国人士闻一多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讲过一段话，至今令人深思：“我国前途之
危险不独在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被征服甚于其
他方面征服百千倍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杨叔子教授指出，现在有的大学生、
研究生“精于科学、荒于人学；精于电脑，荒于人脑；精于网情，荒于人情；精于商品
，荒于人品；精于权利，荒于道”，重理工轻人文、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
共性轻个性、重功利轻素质。他认为“重”是对的，但“轻”则是错误的。2002年4月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两天组织专家、学者及部分大学生对“80后”学子进行评论，最后
总结是：有青春没热血，有文凭没文化，有知识没智慧，有道德没修养，有见闻没思想
，有向往没志向，有心思没主张！
2008年6月，国际儒联叶选平会长在广州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儒学普及工作座谈会”，在
会中他说道：“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
家园’、‘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从根本看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首要
是如何‘齐家’。‘齐家’就要有家道、家风、家学和家业。我们只有从自己做起，努
力恢复中华传统文化，将家的理念重新定义，用道义重建我们的家园，让新‘家’成为
我们一生的依靠和为之奋斗的目标。以这样的原点扩大到社会，乃至于世界，这样恢复
中国‘家’的精神和功能，世界和平才真正有可能达到。”  当今世界，除面临环境污
染、生态失衡、资源枯竭、财富浪费等外部危机外，还面临着深重的人性异化、精神下
陷、意义丧失、生命迷茫的内部危机。科学累积的成果愈多，人心愈向外贪婪奔驰；工
具理性和技术统治愈强大压抑，生命意义及精神自由的空间愈狭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优秀文化急剧萎缩，人在精神麻痹中被“物化”、“异化”！  早在1995年3月第八
届全国政协会议上，赵朴初、叶至善、冰心、曹禺、启功、张志公、夏衍、陈荒煤、吴
冷西等九位德高望重的全国政协委员，他们在016号正式提案《建立幼年古典学校的紧急
呼吁》里，以焦急迫切的文字，为我们敲响了传统文化正处于存亡绝续关键时刻的警钟
：“我们文化之悠久及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罕有其匹的连续性，形成一条从未枯竭、从未
中断的长河。但时至今日，这条长河却在某些方面面临中断的危险。”“民族文化是我
们的民族智慧、民族心灵的庞大载体，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的根基，也是几千年来维护
我民族屡经重大灾难而始终不解体的坚强纽带。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任此文化遗产在



下一代消失，我们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民族的罪人。”  一个民族的历史和体现民族精
神的优秀传统文化与优良传统道德应视为治国者的教材，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天下兴亡、
民族存灭！  著名爱国人士闻一多先生在抗日战争时期讲过一段话，至今令人深思：“
我国前途之危险不独在政治经济有被人征服之虑，且有文化被人征服之祸患。文化之被
征服甚于其他方面征服百千倍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杨叔子教授指出，现在有的大学生、研究生“精于科学、荒于人学；精于电脑，荒于人
脑；精于网情，荒于人情；精于商品，荒于人品；精于权利，荒于道”，重理工轻人文
、重专业轻基础、重书本轻实践、重共性轻个性、重功利轻素质。他认为“重”是对的
，但“轻”则是错误的。2002年4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两天组织专家、学者及部分大
学生对“80后”学子进行评论，最后总结是：有青春没热血，有文凭没文化，有知识没
智慧，有道德没修养，有见闻没思想，有向往没志向，有心思没主张！  中国老子道学
文化研究会胡孚琛会长于2008年3月28日在全国老子道学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
说：“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命脉，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中华文化是我们民族鲜明的身份标
识。在民族存亡绝续的关头，文化存，则国家存。中国儒、道、释分立而互补的传统文
化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尊严，近百年来遭到自阉式的破坏。美国立国甚晚，无文化根基，
以球星、影星和高消费、卡通片、科幻片为时尚，我们也大力引进文化垃圾，紧跟美国
的后现代时尚文化。现在更是利用国家电视台的高端话语权对中华民族的经典、名著进
行炒作，如果掌握不好，则会干扰学术界的评价机制和运行机制，干扰中华民族思想创
新的秩序。”  今天，我们已经失去了水的清澈和天的湛蓝，也没有了如颦似黛的远山
和旖旎多情的湖水，草木已经失去了传情解意的灵性，山水也不再有那种饱含诗情画意
的温馨。这便是过分追求经济发展的急功近利所带来的恶果，其根源则是由于西方文化
主导世界，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高度紧张。1988年2月在法国巴黎，七十五位诺贝尔奖的
获得者聚会，瑞典籍阿尔文博士在总结性发言中说，如果人类要继续生存下去，那么就
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  儒家文化，是世界文化大背景下的一种
文化资源，又是一种集中体现着中国人生命气质的精神文化。儒家文化提倡人通过不断
地修身养性以提高个人的人格品质，实现人和人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的身心的
和谐。儒家文化以立志有恒、克己内省、改过迁善、身体力行、潜移默化、防微杜渐为
特点，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教育与教学的手段。  P7-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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