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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达人秀社区版

国学是一种生活态度
!!!访第二届 "国学达人#挑战赛总决赛大学组冠军柴致冶

卢颖嘉 !复旦大学" 张钰颖 !复旦大学" 本版图片#东方 "#

! ! ! ! !"#$年 %月 #&日，以“礼敬国学·滋养青
春”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华学子青春国学荟“国
学达人”挑战赛全国总决赛落下帷幕。复旦大
学哲学学院本科三年级柴致冶同学作为上海
市大学组的代表，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摘得此
次总决赛大学组的冠军。

与国学相遇!相识!相知

此次获得“国学达人”挑战赛冠军的柴致
冶与国学有着深厚的缘分，这段不解之缘还
得从他初二的时候说起，与国学的相遇始于
偶然在家里找到的一本《周易》。“初中的时
候，觉得《周易》特别神奇，虽然似懂非懂，但
国学的种子从那时起在我心中扎根了。”

之后，他又陷入了《意林》的奥妙之中，出
于好玩，还自己学了一些占卜的技巧。对于古
代文学，柴致冶也颇有兴趣，初中的时候就很
喜欢文言文，也喜欢读一些古诗，他一步步走
进了国学的大门。

当初填高考志愿的时候，柴致冶认为自
己有些问题没有思考明白，出于寻求解答的
心理，他报考了哲学系。“那时并不知道哲学
系有国学的专业方向。”正式进入复旦大学之
后，柴致冶才发现这个“隐藏的专业”，这让当
时的他无比激动。于是，他在分方向的时候毫
不犹豫地填写了国学方向。

在大学的专业课上，柴致冶又和《周易》
相遇了，这是他第二次读《周易》，却是他第一
次专业而系统地学习《周易》。“其实《周易》讲
述的是人生、世界、宇宙的道理，并非一些巫
蛊之术，而是一种人生哲学。”这些文字背后
的奥秘让柴致冶对国学的喜爱一发不可收
拾，特别是易理方面的内容让他深深着迷。

渐渐地，国学的嫩芽在柴致冶的心中茁
壮成长，成为了他的一种生活态度和对世界、
人生和事物价值的看法和观点。

希望传统文化"热#下去

在第二届《中国诗词大会》上，复旦大学
附属中学的武亦姝夺冠，也引起了一阵传统
文化的热潮，这股传统文化“热”的余温至今
仍在发酵。同样在“国学达人”挑战赛上夺冠
的柴致冶虽然并不认识武亦姝，但却对武亦
姝掀起的这股传统文化“热”赞不绝口。“我觉
得传统文化的热潮是件好事，能让大家去了
解一些自己祖国的传统文化，也能熏陶一下
自己的精神世界。”正所谓“慎终追远，民德归
厚”，传统文化“热”如果能培养当代人的一些
人文素养和艺术情操的话，那也是一件不错
的事情。

如今许多高校都开设了传统文化方面的
通识选修课程，柴致冶认为这类课程对于在大
学校园中推动传统文化的热潮有三点作用：一
是给大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学习传统文化的平
台，让大家能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去了解一些
传统文化的典籍；二是让大学生们能在课上追
溯一些传统思想文化的根源，能明白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古代智慧的精华并为之骄傲；三是
培养大学生们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激发大学生
们去研究传统文化精髓的热情。

对那些非专业却对传统文化非常感兴趣
的大学生们，柴致冶有些个人想推荐的阅读
书目。首先是曹伯韩的《国学常识》一书，书中
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述了国学的基本常识，
适合非文科专业但很想了解一些国学知识的
大学生们。再有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
书目》一书，“这本书类似于目录学的纲要，列
出了一些可以看的书，并说明了如何看
这些书，看哪个部分比较合适。”

每每谈及读过的书，柴致冶总

是如数家珍，徐徐地道出一本本书名和书中
精华。可见，对传统文化的喜爱早已深入他的
骨髓。“知识嘛，多多益善。”

国学让人"自知无知#

国学之于柴致冶，除了是他的专业所长，
还是一种待人接物的方法，是对于世界的理
解和生活态度。

待人接物这个词可抽象可具象，在柴致
冶看来，待人接物有儒家功夫论的意思，即如
何去把自己修炼成一个更道德的人。往更具
体里说，“待人接物是儒家功夫论里的修养心
性，或者，用我们时下热议的词———算是一个
人的‘人生观’或者‘价值观’吧。”

对于世界的理解和生活态度，便是“世界
观”了。“世界的物质构成知识，我们从哪里
来，我们到哪里去，这种感觉。这样的一些更
玄妙的，更无法解答的问题，又偏向于一些更
哲学的部分，类似于道家的一些思辨。”柴致
冶为记者解释道。

这些总结自然是柴致冶受到国学大师们
熏陶下综合提炼的观点。他认为大师的观点
应该是贯穿于整个三点之中的：一是有治学
的方法，二是对待人生的态度，三是对世界的
这些看法。“这些大师们都说过不少，我也从
他们身上学习了很多。”

但很不一样的是，柴致冶没有奉一个具
体的国学大家作为标杆存放于心中。“因为我
觉得学知识不是说学某一个大家或是怎样。
有的大家也不一定说的每句话都对，有一些
学者可能就发过两三篇文章，但都是经典。仅
从知识的角度来说的话，我觉得与人没有什

么关系。如果说是在我这个年纪看的比较多
的书的话，是钱穆先生的书。”

专业课程上对书籍的研读是柴致冶学习
国学的重心，他分配时间上就会对国学方面
的专业课程有所偏重，或者是和国学有关并
且自己有兴趣的课程。当然，除了专业课和通
识课，柴致冶坚持找一些自己有兴趣的书籍
来翻一翻，比如《二十四史》，又或者《李杜精
读》。除了读书，他还会根据具体的话题或者
问题，专门搜集大家的文章读一读。

国学给柴致冶带来的最大改变是让他意
识到“自知无知”。毕竟是从哲学学院出来的
孩子，柴致冶觉得认识国学首先要认识自己。
受哲学学院氛围的熏陶，柴致冶会尝试思考
一些问题，然而最大的收获还是“自知无知”
四个字。柴致冶坦言，在初中的时候，他觉得
自己非常厉害，用二次元的话说，当时的柴致
冶完全是一个中二少年。而随着知识面的扩
大，他意识到自己无知的地方有很多，因而性
格上发生了一些改变。一是变得内敛了，二是
变得更温和了一些。生活上，柴致冶逐渐养成
了早睡早起的习惯，因为从系统地开始学习
国学基础知识之后，柴致冶也接触到一些中
医知识，开始意识到身体还是很重要的，所以
会有意识去保养自己。

稳健心态铸就冠军

预赛第一，柴致冶稳稳地向着目标进发，
却没想到在半决赛的时候，由于一开始有些
紧张，在不适应抢答形式的情形下错失了几
次机会，导致以第四名的成绩压线晋级。这一
阶段的“有惊无险”也无形中提升了他的抗压

心态，在最后一个环节，也即决赛的自由辩论
中，柴致冶的心情已经非常平静了。

进入决赛的选手都是百里挑一的能者，
于是心态的好坏便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荣耀最
终将归属于谁。因此即使斩获特等奖，也即青
春国学荟全国冠军的殊荣，柴致冶谈及自己
能力还是说着“不够，不够。”当记者想了解决
赛自由辩论时的具体感受时，柴致冶思索之
后还是坦言：“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
恰好运气比较好，讨论的话题是专业课比较
感兴趣的话题，平时也会想想，所以就把自己
想说的想法都说了出来。”

实力加心态，虽然没想到自己能获得第
一名，但自始至终以最高标准为梦的柴致冶，
以淡定之姿捧起了冠军的荣耀。能走到这一
步，实属不易。在备战的过程中，知识的注入
是一方面，同伴的并肩前行同样是难得的力
量。柴致冶表示，能遇见很多很厉害的小伙伴
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深感荣幸。
“知行合一”是柴致冶的座右铭。对他来

说，国学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一种生活态度，
是对整个世界的看法和观点。国学是有温度
的，而不是死的知识。所谓“知行合一，行而知
之，知而行之”，这是对柴致冶最大的启
示———用自己的知识改变生活，努力创造更
好的明天。

新的一学年，!"'$级的新鲜血液融入了
大学生家庭，谈及对于大一新生的寄语，柴致
冶还有些忐忑，觉得自己也说不好，因为毕竟
自己也还是一个学生。
“我觉得，选自己想选的课，选了的课

就认真地去学好，这样就很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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