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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皮明的新著《中

国心能量》由清华大学出版社

出版，作者嘱予写序。这本书

独辟蹊径，以数百个带“心”

字旁的汉字和含“心”字的词

语为研究对象。自己本对汉字

研究是外行，觉得不可、不能写。

但作者说，这本书原本就是外

行看汉字的书，写些感受可让

读者更亲切。听起来很有道理，

于是答应下来。

仔细翻看此书，眼前一亮。

这是一本以新鲜视角、新鲜表

达探索中国汉字乃至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魅力的著作，更是一

本提升中华文化自信心、展示

中华文化软实力的著作。

汉字是具有独特魅力的文

字体系，这种魅力突出体现在

其构字方法的象形、指事、会

意上，体现在其“形、音、义”

的紧密结合，体现在汉字中蕴

含的深刻文化内涵。今天，由

于大量简化字的使用，由于电

子输入设备的普及，许多人已

经淡忘了汉字的独特魅力，忽

视了汉字的深刻意蕴，仅仅把

汉字当作一种记录符号。这种

对汉字魅力的遗忘，既是当前

汉字发展的遗憾，更是当今国

人生命的遗憾。

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

内核，积淀着中华民族深沉的

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

息、连绵延续的滋养与纽带。当

今天的研究者阅读3000年前的甲

骨文，从那些美丽的文字中读

出先人们的思想与行为时，那

种“寂然凝虑、思接千载”的

状态会激发出内心的兴奋与豪

迈——为了我们的汉字，为了

我们的文化，为了我们的民族。

汉字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

个阶段：纯图画阶段，图画佐

文字阶段，纯文字阶段。在中

国，有所谓“书画同源”之论。

传说仓颉造字时，“仰观奎星

圆曲之势，俯查龟文鸟迹之象，

博采众美，合而为字。”这里

说明了汉字的来源是摹画世间

万物，也因此，汉字的价值不

仅是记事符号，还是审美对象。

宗白华先生认为，“中国人写

的字，能够成为艺术品，有两

个主要因素：一是由于中国字

的起始是象形的，二是中国人

用的笔。”“中国人这支笔，

开始于一画，界破了虚空，留

下了笔迹，既流出人心之美，

也流出万象之美。”汉字很美！

书法很美！这种美，是流动之

美、变动之美、生动之美。

李泽厚先生认为，汉字

是“中国特有的线的艺术”，

“以其净化了的线条美——比

彩陶纹饰的抽象几何纹还要更

为自由和更为多样的线的曲直

运动和空间构造，表现出和表

达出种种形体姿态、情感意兴

和气势力量。”这种“线的艺

术”是自然之美的集中体现。

其实，大道至简，大美亦至简。

法国雕塑家罗丹曾说：“一个

规定的线通贯着大宇宙，赋予

了一切被创造物。如果他们在

这条线里运行着，而自觉着自

由自在，那是不会产生出任何

丑陋的东西来的。”宗白华先

生曾举此来印证中国书法之

美，“罗丹在万千雕塑的形象

里见到这一条贯注于一切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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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中国画家在万千绘画

的形象中见到这一笔画，而大

书家却是运此一笔以构成万千

的艺术形象，这就是中国历代

丰富的书法。”

汉字是美的，一字如一画、

一建筑，有布局、有结构；汉

字更是深的，一字如一文、一书，

有内涵、有深意。如此美且深

的汉字，值得华夏儿女穷索致

知，乐而忘返。

中华文化对“心”很关注。

从“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

心”，再到“为天地立心，为

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

万世开太平”，直到“人心就

是力量”。心是什么？是一种

价值观，是一种精神状态。对

于关注“反求诸己”的中华道

德文化来说，心是自我修养提

升关注的主要对象；对于关注

“民心向背”的中华政治文化

来说，心是政权基础巩固关注

的主要对象。

朱光潜先生在 1932年写

过一个小册子《谈美》，在

其中他谈到，“中国社会闹

得如此之糟，不完全是制度

的问题，是大半由于人心太

坏。”“人心太坏，由于‘未

能免俗’。”“要求人心净化，

先要求人生美化。”在朱先生

看来，美化的人生要能以“无

所为而为”的精神作高尚纯洁

的企求，而“伟大的事业都出

于宏远的眼界和豁达的胸襟”。

事实上，有了好的心态，

就有好的状态；有了好的状

态，就有好的生态。不论对于

个体还是群体甚至社会、国家，

“心”的健康都是一切健康发

展的基础。

东拼西凑，拉拉杂杂，自

己写了些感受，但总觉得不踏

实，觉得说了好多外行话。于

是求助于张岂之先生，请张先

生看看此书，是否可以写个评

语。令人感动的是，张先生欣

然写序，给予热情鼓励。在我

看来，这是为了提携后进，更

是为了弘扬中华文化。

张岂之先生是中国思想

文化领域的大家，我有幸于十

多年前在清华大学担任张先生

《中华人文精神》课程的助教。

在这门课上，张先生讲了人文

化成、刚柔相济、天人之际、

厚德载物、和而不同、经世致

用、生生不息，让我受益终生。

今年暑期，在古城西安拜访张

先生，畅谈两个多小时。先生

尽管年逾八旬，但思路敏捷清

晰，对旧事不忘，对新情熟悉，

尤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

普及孜孜以求，先生反复说，

新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但要

有专业知识，还要有人文知识，

要懂得、热爱祖国的历史和文

化，这有助于高尚精神世界的

塑造和健康审美能力的培育。

其间，先生又签名、赠予我他

的著作《中华人文精神》（增

订本）。拿到此书，回想当年

在这门课上先生讲授的情景，

宛如昨日。张先生讲课时很投

入，经常情到处会大段背诵甚

至演唱古诗词，至今还记得先

生在课上高唱岳飞《满江红》

的场景，让我感动至今。

张先生认为，汉字是中华

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中凝聚了

历史上各族人民的文化传承与

创造的结晶。将汉字“心”突

显出来，展示出中华文化浓郁

的人文气息和不断丰富发展的

开放气魄，努力勾勒心字系列

的语族，有助于展示中华文化

的衍生历程和构成谱系。

临别前，张先生送我到门

口，并再次叮嘱，要多研究中

国思想文化，这很重要。

其实，关注汉字关注心，

就是关注中国思想文化。前者

是形式，后者是内容。作为中

国人，生在如此悠久、浩瀚的

文化中，实在是一大幸事。

“
”

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内核，积淀

着中华民族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

族生生不息、连绵延续的滋养与纽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