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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日早上) 志愿者发布学习文本)晚

上群友互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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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统计显示)线上学习团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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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者约占五成

'上接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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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暂定名为!内部多元主义"#讨论

文明$民族国家和国家形态%

广泛的兴趣! 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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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还
会写什么书#

在采访中#郑永年反复会提到&农民'一词% 对于

自己的好奇心#他也认为是农民本性% &因为好奇#才

会不断思考啊% '

学术路上的四位引路人

他感谢自己的幸运#不仅高考考好了#更在人生

不同阶段总会遇到他所感佩的引路人% &在普林斯顿

是罗伯特(吉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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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白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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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哈佛是傅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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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加坡是老

所长$历史学家王赓武% '郑永年认为这几个人共同

的特点是学识渊博# 而且人好#&总是无私地给予你

学业的指导#更多的是人格的影响% '深受吉尔平影

响的是他行文的平实而不乏理性% &我太太都说我的

词汇量太小了% '郑永年笑笑#吉尔平是著名的国际

政治学奠基人#他认为#凡是好的理论都能用通俗的

语言表达清晰#这和郑永年&想通了再写'一拍即合%

王赓武是位历史学家$原香港大学校长#是郑永年眼

中海外华人学者中最具学问者% &他学问好#但又善

于和社会科学结合起来# 是他教会我如何做平实的

研究% '东亚研究所是建立在学术研究上的智库#学

术上归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 业务上由新加坡政府

出资#学者提供专业研究% 该所的前身东亚政治经济

研究所由当时退休的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创立#当

时与中国的谷牧副总理有深度合作# 吴庆瑞在八十

年代曾担任中国沿海特区的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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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改名为现

在的东亚所#王赓武教授是第一任所长%

$%%A

年接任

东亚所所长后#郑永年确立了&人文科学研究
B

社会

科学研究
B

政策研究'的策略和风格#进一步造就了

这个国际智库的声誉%

这样的一个综合岗位# 也让他的好奇心得到充

分发挥% 对很多新鲜事务#他都充满好奇#尤其是互

联网$新生组织等#即便他研究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民族主义等#都不局限于中国% &如果活到
>%%

岁#我

就会写关于国际关系理论的书# 也会写中国的实证

历史% '

两个业余爱好!写专栏和走路

如今#公众所看到的好奇心#部分体现在他坚持

$%

年的每周专栏中%

>??C

年到
$%%C

年#在香港!信

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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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今给新加坡!联合早报"% &这只是我的

业余爱好%大部分时间里#我还是在写自己的书% '郑

永年说#一般他会用双休日的
$D&

个小时#写就自己

平时的观察% 他的另一个爱好是走路% 周日#他会花

C

小时走上
&%

公里#&有一次# 我们走了
A&

公里#花

了一天% '而更早些年#他则会坚持跑步% 跑步走路

中#他享受着孤独感$饥饿感和疲劳感% &孤独感是自

己和自己的对话#学者如果没有时常的孤独感#就无

法得出理性的认识% '

在普林斯顿# 郑永年曾和政治学和国际事务教

授科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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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用以国家为中心的制度主义

来理解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 科利的印

度研究给了郑永年不少启发+ 在哈佛# 他和历史学

家 $中国通史华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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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过深入交

谈#后者的&创造性的模糊性'让郑永年看到了中国

传统国家和现代国家之间区别# 其实是传统文化主

义和现代民族主义之间的区别% 郑永年坦言#有些思

维的推进很辛苦# 不得不通过和他人的对话得到一

些启发#&偷'些思想% 如今#他也常和国际学者交流#

通过&问'得到的很多观点有时被赞许为富有&原创'%

电话采访延续了近
$

小时#郑永年说了三次&自

己本质上是个农民'% 从追求独立性而言$从充满好

奇而论$从责任感和勤勉而道#这位田野里&长出来'

的学者还将苦苦思索这个时代抛出的问题% &解释社

会#还要改造社会'是马克思给他之后的哲学家的使

命# 作为理性的学者# 郑永年正在基于无数改革的

&经验'#解释无法用西方理论能图解的中国现象$中

国机遇$中国世纪%

每个工作日的晚上八点半# 在文汇讲堂
!""

期

微信交流群中#

#"

余位来自各行各业$不同年龄段的

听友相聚在 &日读!论语"$说理互动'线上活动中#虽

然彼此并不相识#却因为&论语君'坐而论道% 文汇讲

堂自十月底启动该在线活动以来# 已得到不少听友

的积极响应#从号召动员到确立规则$从集体讨论到

分组管理#各项试水工作在探索中逐步改进#在改进

中日趋完善% 近一个月的时间里#众人不约而同地感

叹#&有点辛苦#但贵在坚持#要为自己加油, '

日读$论语%为使自己有理善表

儒家文化中有着丰厚的思想道德资源#在当下#

如何有所扬弃地继承和汲取精华# 实现传统文化古

为今用#对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皆有重要意义%

&温故而知新#磨练持之以恒的毅力% 通过这样

的学习#把自己的思想境界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并

且能用论语的理论指导自己去解决工作生活中的诸

多困惑'#这是不少听友参加学!论语"活动的初衷和

目标% 据讲堂君的问卷统计#在这个临时线上学习团

队中#

$"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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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约占五成+企业管理人员$律师$

老师等专业人员占六成+从未读过!论语"但有向往

之心的占二成+间断读过#希望系统性学习的占六成%

听友群论&相切磋"互受益'

工作日早上七点#志愿者柴俊准时在&大群'里

发布当天的学习素材并且设计晚上的讨论话题% 讲

堂选用权威性与实用性兼具的!论语汇"素材#由全

国各大高校儒学院$国学院$中国哲学$古典文学等

资深学者轮流导读#学者吟诵$学员的现代阐释#另

附杨伯峻!论语译注"$钱穆!论语新解"$朱熹!论语

集注"等% 另外#讲堂将所有学习者分为
%&'

三个小

组#每组由一名志愿者召集管理#进行每日的&大群'

学习和&小群'互动%

晚上八点半#伴随着听友们相继而来的报到#交

流群中开始热络了起来% &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

来+人不知而不愠%这三点相互间有什么联系- '黄晶

认为#自习$分享$自省
(

个字可以概括这三层意思+

王迥有感#&为学'$&好学'开启了君子修身明道和学

以致用的人生境界#通过学习#达到知行合一#吸引

志同道合的人#不亦悦乎% 而最让年轻人们兴奋的是

每句论语的不同英文翻译#有出自中国学者#也有取

材于外国学者#比如辜鸿铭给外国人翻译的&人不知

而不愠者'即引发了热烈讨论%

线上(线下讲座互动齐头并进

在&日读!论语"&活动迈进十天后#线上微讲座

随之展开% !论语"研究专家$&新孔学文化行动'倡导

者崔茂新一小时生动描述!孔子与孔门三杰$十哲及

)$

贤"#围绕孔子及孔学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独特地

位与作用$ 原初孔氏学团是人类最早的学习型组织

以及孔门弟子的类别等为听友&答疑解惑'#让大家

直呼过瘾% 同时# 讲堂也在提问听友中评选出三位

&最佳互动奖'#奖品为曾繁如博士)曾子第
)(

代裔

孙* 在曲阜儒学新院编撰的保留原文
$"*

精华的口

袋书&!论语"新论')中英文版*%

随后# 令大家期待的第一场线下活动也如约而

至#平日在线交流的听友们转移阵地#来了场面对面

的论道说理% 有朋自远方来的相互介绍$各述尔志的

专题分享# 一个月学习心得的描述让这群志同道合

的人更为熟悉% 阅读!论语"应有的心态$原则$方法

是哪些- !论语"中的融贯理解何以可能- 在一番&招

呼' 后#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副教授陈乔见在讲座

&古今中西视域下的 !论语 "阅读 '中阐释了上述问

题% 类似这样的线下互动#讲堂计划一年开展四次#

一为配合学习$开阔视野#二为凝聚听友$促进交流%

此外#&日读!论语"'的线上活动还得到讲堂嘉

宾之一$ 著名刑事鉴识专家$ 神探李昌钰博士的力

肯% 他勉励大家&每天读一句#回头看#一年就是大成

果'#就会像他一样#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赠书
$"

本

即是他给予读书活动的贺礼%

)文汇报记者 袁琭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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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初孔氏学团的出现#不仅创

立了儒家学派# 也改变了中国思想

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方式$ 格局...

第一个把王官之学引到民间%

这是一个共学共勉共同成长的

学习群体% 孔子的思想$人格境界$

学习成就#离不开和弟子们的共同

切磋$交流$会商$讨论% 孔子因弟

子而改变了中国的方向#而弟子也

因追随孔子终身志学志仁志道而

产生巨大影响%

+

三杰指颜回$子路$子贡#十

哲榜单 #德行 /颜渊 $闵子骞 $冉伯

牛$仲弓% 言语/宰我$子贡% 政事/

冉有$季路% 文学/子夏$子游%

+

颜渊/ 孔子深度生命学习精神的亲证者%

颜回好学#在于他从师而学全神贯注#既无疲倦

懈怠之态#也从来不提任何异议#但过后却总有

自己深刻独到的领悟理解与创造性的精神发

掘+在于他在清苦中仍能一心向学#并获取生命

和心灵的成长之乐+在于他淡泊功名利禄#不求

闻达#无论遭际如何都一无怨尤#把为学当成生

命的最高价值来追求% 孔子把颜回视为自己深

度生命学习追求的精神投射# 被尊为复圣是名

至实归%

+

子路/凡俗至圣的忠勇襄助者% 孔子对颜

回不提异议有所遗憾# 而与忠实卫士子路之间

的直言不讳#正是师生切磋砥砺的前提% 夫子借

助于子路这类弟子的桀骜不驯#自省自察#不断

超越和提升自我% 孔子和子路#在后世还成为中

国文化当中的主仆或曰师徒关系的文化原型%

如#宋江有李逵#刘备有张飞#唐僧有孙悟空%

+

端木赐 )子贡*/ 荒悖岁月中的圣徒式智

者% 子贡的智慧和才能尤为突出% 在礼崩乐坏$

道义沦丧的荒悖岁月中#他可以经商赚钱#从政

体面#外交饮誉#军事展志#但他始终以追随夫

子作为他自己的最高追求%

+

在!理想国"里#苏格拉底和玻勒马霍斯#

阿德曼托斯#格劳孔等对话#后者通常只是说#

你说得很对$应该是这样% 苏氏在系统地展开他

的思辨逻辑#论证他的思想#使得对话者不接受

也得接受#是对对话者在理论和思想上的征服%

!论语"中#经常是弟子问#孔子答#又问#又答%

比如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这种友善反问

的语气# 是对同在的他者表现出人格尊重的情

况下的一种真正的试图对话%

)李念编摘自崔茂新教授微信语音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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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入"论语#学习须知$

为了保持高质量的讨论和良好的学习氛围#

加入!论语"学习有以下须知/

!

$ 有意愿并有恒心学习%

$

$ 每个工作日根据当日发布的素材自学$打

卡并在小群内出示%

#

$ 根据组长安排#每周至少参与
!,$

次晚上

的线上互动主发言#违者将被请退%

-

$ 听从组长安排#做力所能及的志愿工作%

.

$ 参加线上和线下讲座并积极互动%

(

$ 讨论应秉持心平气和$互相尊重 $平等沟

通等原则%

)

$ 学习试行一月后将从
!""

期群中移出#另

立专门的&论语讨论群'%

有意者请关注文汇讲堂微信) 发送 !论语
B

姓

名
B

年龄
B

职业
B

电话
B

留言%至文汇讲堂微信后台)

经审核后将邀请至群中)一起来参与互动说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