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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再诠释

中华民族的耕读传统

及其现代意义＊

李存山

【提　要】中华民 族 的 先 民 在 伏 羲 和 神 农 之 世，就 已 从 渔 猎 生 产 逐 渐 进 化 到 了 农 业 文

明。在尧、舜时期，就已经有了崇尚 人 伦 道 德 的 价 值 取 向；至 迟 在 夏、商、周 三 代，中 国

就已经有了以 “明人伦”为宗旨的学校教育。简言之，农业文明加上以 “明人伦”为主的

学校教育，就是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的耕读传统。孝悌为本、崇尚道德、克勤克俭、人与

天调、自强不息、协和万邦等等，是中华民族在耕读传统中形成的文化 “常道”，这些在当

今时代也仍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以农立国　耕读传统　文化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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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华 民 族 自 古 就 以 农 立 国，以 耕 读 传 家。
《周易·系辞下》说：

古者 包 羲 氏 之 王 天 下 也，仰 则 观 象 于

天，俯 则 观 法 于 地，观 鸟 兽 之 文，与 地 之

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 八 卦，

以通神 明 之 德，以 类 万 物 之 情。作 结 绳 而

为网罟，以佃以 渔，盖 取 诸 《离》。包 羲 氏

没，神农 氏 作，斲 木 为 耜，揉 木 为 耒，耒

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 《益》。

这段话说 明，中 华 民 族 的 先 民 在 远 古 时 期 就 不

断地认识 自 然 界 的 天 地 万 物 与 人 类 自 身，创 作

了 “八卦”（即后来所称 《周易》）的文明成果，

从包羲 （又 作 伏 羲）之 世 的 渔 猎 生 产 逐 渐 进 化

到了神农之世的农业文明。孟子说：

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 近 于 禽 兽。

圣人 有 忧 之，使 契 为 司 徒，教 以 人 伦：父

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 有 序，

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契 （ｘｉè）是尧、舜时期的人物，他曾担任火正，

发明了以 火 星 纪 时 的 历 法，这 应 是 农 业 生 产 所

需要的。他还 曾 帮 助 大 禹 治 水，后 来 被 任 命 为

主管人伦教化的司徒。这说明，在尧、舜时期，

中国文化就已经有了崇尚人伦道德的价值取向，
《中庸》说 孔 子 “祖 述 尧 舜，宪 章 文 武”，由 孔

子编纂的 《尚 书》是 从 《尧 典》开 始，这 并 不

是偶然的。孟子还说：

＊　本文系作者于２０１６年１１月２２～２３日参加在厦门市举办的

“耕读在两岸，文明共承传”学术论坛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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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为庠 序 学 校 以 教 之；庠 者 养 也，校

者教也，序 者 射 也；夏 曰 校，殷 曰 序，周

曰庠，学 则 三 代 共 之，皆 所 以 明 人 伦 也。
（《孟子·滕文公上》）

这也说 明，至 迟 在 夏、商、周 三 代，中 国 就 已

经有了以 “明 人 伦”为 宗 旨 的 学 校 教 育。简 言

之，农业文明 加 上 以 “明 人 伦”为 主 的 学 校 教

育，就是中华 民 族 和 中 国 文 化 的 耕 读 传 统。如

果略对耕 读 传 统 作 展 开 的 论 述，以 下 几 点 是 有

重要意义而且有现实价值的。

一、孝悌为本，崇尚道德

中华民 族 自 古 就 以 农 立 国，而 农 业 文 明 大

多是聚族而 居 的，因 此，中 国 文 化 不 同 于 西 方

文化的一 个 重 要 特 点 就 是 重 视 宗 族 和 家 庭。如

侯外 庐 先 生 在 《中 国 思 想 通 史》中 论 述 “中 国

古代社会”的 特 点 时，指 出 在 西 方 的 古 代，其

进入文明是 “激成了城市与农村的对立”， “城

市使氏族 制 趋 于 没 落，代 之 而 兴 的 是 以 地 域 为

单位的国民”，其发展路径是 “从家族到私产再

到国家，国家代替了家族”；与此不同，中国古

代社会进入文明是采取了 “维新”的方式，“氏

族遗制保存在文明社会里”，其特点是 “由家族

到国家，国家混 合 在 家 族 里 面”。① 这 当 然 与 中

国古代社 会 一 直 以 农 立 国，中 国 的 乡 村 都 是 聚

族而居有关。

农业文 明 重 视 宗 族 和 家 庭，也 就 必 然 重 视

宗法秩序 和 家 庭 伦 理。孝 悌 即 爱 亲 敬 长 是 家 庭

伦理的基本 要 素，因 此，孝 悌 观 念 在 中 国 古 代

伦理中起源 甚 早，也 最 受 重 视。在 《尚 书·尧

典》中就赞扬虞舜 “克谐以孝”，在 《尚书·康

诰》中周公列出的首恶是 “不孝不友”，在 《诗

经》中也有 “是用孝享”， “孝孙有庆”， “永言

孝思”等诗 句。在 《论 语·学 而》篇，孔 子 的

学生有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

者，其为仁之本与！”孔子也说：“弟子入则孝，

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作为中国 文 化 主 干 的 儒 家 学 说 就 是 以 孝 悌

为 仁 之 本 始，而 “仁”就 是 普 遍 地 “爱 人”

（《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
也就是孔子说的 “泛爱众”。孟子进而提出 “亲

亲而仁民，仁民 而 爱 物” （《孟 子·尽 心 上》）。
儒家学说 是 以 “仁”为 道 德 的 最 高 范 畴，而 孝

悌是仁之 本 始，通 过 “老 吾 老 以 及 人 之 老，幼

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通过

“忠恕”之 道 的 “为 仁 之 方”，即 “己 欲 立 而 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 《论语·雍也》）， “己所不

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而达到普

遍的道德 和 谐。其 不 仅 具 有 人 际 关 系 的 普 遍 道

德意义，而且兼及 “爱物”的生态保护意义。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论语·为政》） “君 子 博 学 于 文，约 之 以 礼，
亦可以弗畔矣夫！” （《论语·雍也》）孟 子 说：
“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

忧之，使契 为 司 徒，教 以 人 伦：父 子 有 亲，君

臣有 义，夫 妇 有 别，长 幼 有 序，朋 友 有 信。”
（《孟子·滕文公上》）在孟子所设想的 “仁政”
学说中，除了 使 民 “有 恒 产 而 有 恒 心”外，还

要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孟子·
梁惠王上》）。这 说 明 儒 家 的 道 德 学 说 在 从 孝 悌

的亲亲 之 情 扩 充 升 华 为 “泛 爱 众”的 普 遍 道 德

时，也必须有 “明人伦”的道德教化。“耕”与

“读”、仁 与 智、行 与 知、尊 德 性 与 道 问 学，是

密切结合在一起的。
当今社会已由农业文明进至工商产业文明，

由 “全球化”而呼吁 “全球伦理”，以建构 “人

类命运 共 同 体”的 新 文 明。尽 管 有 此 巨 大 的 社

会变化，但是 被 中 国 的 历 史 传 统、文 化 积 淀 和

特殊国情 所 决 定，中 国 的 工 商 文 明 仍 然 应 该 把

“根”扎 在 乡 土 文 明 中，如 果 这 个 “根”枯 萎

了，那么中国的工商文明势必会出现种种病态。
就全球化 的 普 遍 伦 理 来 讲，家 庭 仍 然 是 社 会 的

基本 细 胞，是 人 生 的 第 一 所 学 校。因 此，如 上

个世纪９０年代世界各大宗教代表人士共同发表

的 《全球伦 理 宣 言》所 说，只 有 在 个 人 关 系 和

家庭关系 中 已 经 体 验 到 的 东 西，才 能 够 在 国 家

之间及宗教之间的关系中得到实行。“数千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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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人类的 许 多 宗 教 和 伦 理 传 统 都 具 有 并 一 直

维系 着 这 样 一 条 原 则：己 所 不 欲，勿 施 于 人！

或者换用 肯 定 的 措 词，即 你 希 望 人 怎 样 待 你，

你也要怎 样 待 人！这 应 当 在 所 有 的 生 活 领 域 中

成为不可 取 消 的 和 无 条 件 的 规 则，不 论 是 对 家

庭、社 团、种 族、国 家 和 宗 教，都 是 如 此。”①

这也充分 说 明，中 国 文 化 在 农 业 文 明 中 形 成 的

孝悌为本、崇 尚 道 德 的 价 值 取 向，在 现 代 社 会

仍然有其重要的意义。

二、克勤克俭，人与天调

中华民族 的 先 民 是 在 生 产 力 尚 不 发 展 的 条

件下进入 了 农 业 文 明 的，所 谓 “斲 木 为 耜，揉

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当时生产和生

活的艰苦 可 想 而 知。即 使 在 春 秋 战 国 进 入 铁 器

时代以后，农 业 生 产 仍 然 是 社 会 各 行 业 中 最 艰

苦的劳作 （《商君书·外内》：“民之外事，莫难

于战，故轻法不 可 以 使 之”， “民 之 内 事，莫 苦

于农，故轻治 不 可 以 使 之”）。在 长 期 的 艰 苦 的

农业 生 产 和 生 活 中，中 华 民 族 很 早 就 养 成 了

“克勤克俭”的美德。

在 《尚书·大 禹 谟》中 有 云： “克 勤 于 邦，

克俭于家。”后来形成的 “克勤克俭”成语就是

源于 《尚 书·大 禹 谟》。在 《尚 书·大 诰》中，

周公教导年幼的成王说：“天閟毖我成功所……

天亦惟用勤毖我民。”后来由此衍生出 “天道酬

勤”的成语。在 《尚 书·无 逸》篇，周 公 更 教

导说 “先知稼穑之艰难”，批评那些 “厥父母勤

劳稼穑，厥 子 乃 不 知 稼 穑 之 艰 难，乃 逸 乃 谚”

的不肖 子 孙。在 《尚 书》中 还 有 “慎 乃 俭 德，

惟怀永图”（《太甲上》），“尔惟克勤乃事”（《多
方》），“恭俭惟德，无载尔伪”（《周官》）等等。

这些都 说 明 在 上 古 时 期 对 于 “勤” “俭”的

重视。

在 《论 语》中，孔 子 说 “敏 而 好 学，不 耻

下问”（《公冶长》），这是学之勤。“子路问政，

子曰： ‘先 之，劳 之。’请 益。曰： ‘无 倦。’”
（《子路》）这是为政之勤。孔子说：“道千乘之

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学
而》）“节用”是为政之俭。孔子说：“礼，与齐

奢也，宁俭。”（《八佾》）这是孔子主张礼制要

俭。子贡 说： “夫 子 温、良、恭、俭、让 以 得

之。”（《学而》）这是孔子主张生活要俭。
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老子》

四十一章）这是老子主张行道要勤。老子又说：
“我有三宝，持而 保 之。一 曰 慈，二 曰 俭，三 曰

不敢为 天 下 先。慈，故 能 勇；俭，故 能 广 （王

弼注：‘节俭爱费，天下不匮，故能广也’）；不

敢为 天 下 先，故 能 成 器 长。今 舍 慈 且 勇，舍 俭

且广，舍后且先，死矣！”（《老子》六十七章）
老子把 “俭”视 为 “三 宝”之 一，他 说 “舍 俭

且广” （舍 弃 了 节 俭 而 只 求 物 用 的 广 足）就 会

“死”，这尤其值得警诫。
可见，儒、道两家都重视 “勤”、“俭”。后

来诸葛亮在 《诫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

以修身，俭 以 养 德。”所 谓 “静 以 修 身”，就 是

专心致志 地 提 高 自 身 的 道 德 修 养，也 可 谓 修 身

之勤，而 “俭 以 养 德”确 实 是 提 升 道 德 修 养 的

一个必要条件。
节俭不 仅 具 有 道 德 修 身 的 重 要 意 义，而 且

“节用”、 “爱 物”也 具 有 生 态 环 境 保 护 的 重 要

意义。
农业生产必须依靠 “天时”、 “地利”、 “人

和”，因此，中国文化不仅重视人伦道德，而且

很早就 形 成 了 “人 与 天 调，然 后 天 地 之 美 生”
（《管子·五 行》）的 思 想。所 谓 “人 与 天 调”，
就是说人的社会生产和生活必须遵循自然规律，
按照自然 界 “阴 阳 消 息”的 时 令、节 气 来 安 排

生产 和 生 活，甚 至 人 类 社 会 的 政 治 活 动 也 要

“务时而寄政”（《管子·四时））。孔子说的 “使
民以时”，就 具 有 爱 惜 民 力、不 干 扰 农 时 的 意

义。按照一定 的 季 节 来 安 排 生 产 和 生 活，也 有

一些禁令，如 春 天 不 允 许 伐 树、夏 天 不 允 许 捕

鱼 （《佚周书·文传》：“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

成草木之长；川 泽 非 时 不 入 网 罟，以 成 鱼 鳖 之

长”）等等，这也有生态环境保护，给自然界以

繁衍生息 之 机，使 人 类 与 自 然 界 相 协 调 而 可 持

续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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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 业 文 明、耕 读 传 统 中 形 成 的 “克 勤 克

俭”的美德，“人与天调”的生态伦理，在当今

的工商产 业 文 明、市 场 经 济 中 仍 然 具 有 重 要 的

现实意义。特 别 是 当 今 社 会 的 好 逸 恶 劳、过 度

消费主义、生 态 环 境 危 机 等 等，更 呼 唤 着 克 勤

克俭、人与天调的精神得到继承和发扬。

三、自强不息，协和万邦

在耕读 传 统 中，长 辈 教 育 后 代 的 两 句 最 朴

实也最重要的话就是 “要学好”，“要要强”。实

际上 “要学好”就是要崇尚道德，“要要强”就

是要自 强 不 息。张 岱 年 先 生 曾 把 “自 强 不 息”、
“厚德载物”称为 “中华精神”，① 而这种精神也

就深含在 中 华 民 族 广 大 民 众 的 素 朴 话 语 和 人 伦

日用中。

这种精神 也 源 于 中 华 民 族 在 农 业 文 明 中 形

成 的 对 天 地 的 敬 重 和 效 法，即 《易 传》所 说

“天地变化，圣人效之”（《系辞下》），“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象传》）。中华民族也把 “天地”尊为人与万

物的父母，即：“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男女构

精，万物化生。”（《系辞下》）“乾，天也，故称

父；坤，地也，故称母。” （《说卦传》） “惟天

地，万物父母；惟人，万物之灵。”（《尚书·泰

誓上》）从 而 儒 家 文 化 也 就 有 了 “以 天 下 为 一

家，以中国为一人”（《礼记·礼运》），“民吾同

胞，物吾与也” （张载 《正 蒙·乾 称》）的 高 尚

道德境界。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激励着中

华民族前赴 后 继，百 折 不 挠，即 使 经 历 了 千 难

万险，也 永 不 认 输，永 不 绝 望，而 是 自 强 不 息

地追求实 现 一 个 道 德 理 想 的 世 界。中 国 文 化 之

所以历经 数 千 年 而 没 有 中 断，在 近 代 也 衰 而 不

亡，乃至有今 日 的 民 族 复 兴 之 路，其 内 在 的 精

神基础就是有 “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的 民

族精神。

在耕读 传 统 中 形 成 的 中 华 民 族 精 神，是 把

个人自强、家庭自强和民族自强结合在一起的，

而 “自强”又是与 “厚德载物”结合在一起的。

因此，中华民族虽然 “自强”，但是同时也温良

敦厚，爱好和平，② 反对侵略战争，主张 “协和

万邦”（《尚书·尧典》），“以天下为一家”。这

在现时代的 国 际 关 系 中，就 是 永 不 称 霸，主 张

和平 外 交，和 平 共 处，③ 人 类 共 同 建 设 一 个 和

谐、和平 的 世 界。在 当 今 世 界，虽 然 国 与 国 之

间仍 不 免 有 各 种 冲 突，但 是 汉 代 王 充 所 说 的

“文武张设，德力具足……外以德自立，内以力

自备”，使 “慕 德 者 不 战 而 服，犯 德 者 畏 兵 而

却”（《论衡·非韩》），此即软实力与硬实力兼

备，而硬实力 主 要 用 于 防 御，使 “犯 德 者 畏 兵

而却”，而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这对于中国当今

的对外关系仍具有借鉴意义。
农业文明 与 工 商 产 业 文 明 是 人 类 历 史 发 展

的两个不 同 阶 段，文 化 在 不 同 的 历 史 阶 段 也 必

然有所发展、变 化。但 是 正 如 孔 子 所 说， “礼”
不仅有 “损 益”发 展，而 且 有 相 “因”继 承。④

张岱年先 生 也 曾 多 次 指 出，文 化 既 有 不 同 历 史

发 展 阶 段 的 “变”，也 有 连 续 性、继 承 性 的

“常”。⑤ 我们要处理好文化的 “变”与 “常”的

关系：对于 以 往 历 史 阶 段 的 已 经 不 合 时 宜 的 因

素，我们要有 所 减 损，同 时 也 要 增 益 一 些 现 时

代的新的 因 素；而 对 于 在 以 往 历 史 阶 段 形 成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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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张岱年：《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张岱年全集》第６
卷，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２２３页。

孙中山曾说：“爱和平就是中国人的一个大道德”，“这种特

别的好道德，便是 我 们 民 族 的 精 神”。参 见 《孙 中 山 全 集》

第９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２３０、２４７页。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 国 的 周 恩 来 总 理 与 印、缅 两 国 总 理 首

倡了 “和 平 共 处 五 项 原 则”，即 “互 相 尊 重 主 权 和 领 土 完

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其

中内蕴的精神实 即 儒 家 文 化 的 “忠 恕”之 道，也 就 是 “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周

恩来在１９６３年接见国际友人时 说： “中 国 人 办 外 事 的 一 些

哲学思想”，如 “不要将己见强加于人”、“决不开第一枪”、
“来而不往，非礼也”、“退避三舍”等 等，“来 自 我 们 的 文

化传统，不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参见 《周恩来外交文

选》，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３２７～３２８页。
《论语·为政》：“子张问：‘十 世 可 知 也？’子 曰：‘殷 因 于

夏礼，所 损 益，可 知 也；周 因 于 殷 礼，所 损 益，可 知 也。

其或继周 者，虽 百 世 可 知 也。’”古 注 以 “父 子 相 继”为

“世”，一世是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孔子距我们现

在有两千五百多年，而我们仍在孔子所说的 “百世”之内。

参见张岱年： 《世 界 文 化 与 中 国 文 化》、 《西 化 与 创 造》等

文，《张 岱 年 全 集》第１卷，河 北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６年 版，

第１５３、１５５、２４８～２４９页。



文化之 “常道”，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并且要

有所创新和 发 展。在 我 看 来，以 上 所 说 孝 悌 为

本、崇尚道 德、克 勤 克 俭、人 与 天 调、自 强 不

息、协和万邦 等 等，应 即 是 在 耕 读 传 统 中 有 重

要意义、在 当 今 时 代 也 仍 有 现 实 价 值 的 文 化 之

“常道”。

本文作 者：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哲 学 研 究 所 研

究员、博 士 生 导 师，中 国 哲 学 史 学 会 副

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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