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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诗书不可不读，礼义不可不
知。”武夷山下五夫镇，齐声诵读《朱
子家训》的琅琅童声，映衬着云雾缭
绕的青山绿水，描摹出中国传统文
化的无限美感，朱子时代的袅袅书
香飘逸而出，沁人心脾。上周末，在
朱熹诞辰 !!"周年之际，海峡两岸
朱氏后人和朱子学说研究者们，重
游朱熹生活了 #!年的武夷山五夫
镇，瞻仰他当年居住、讲学之地紫阳
楼、兴贤书院。
千年古镇五夫淳朴、古拙，清澈

的潭溪绕村而过，溪边农妇濯衣戏
鱼，青青稻田里鸭鹅嬉戏，一派世外
桃源的怡人景象。一条铺满鹅卵石
的小道朱子巷，是从前朱熹从居住
的府前村紫阳楼到兴贤书院必走之
路。福建社会科学院宋明理学研究
中心研究员张品端介绍：“这条几百
米长的小路被著名的朱子学专家朱
杰人命名为‘中国哲学家小路’。原
因是德国海德堡有一条路叫‘哲学
家小路’，因当年德国的大哲学家康
德、黑格尔经常在路上散步、思考哲
学问题得名，而朱子巷留下了中国
思想家朱子的足迹，也应有此名。”

紫阳楼掩映在古树翠竹之畔，
白墙灰瓦，质朴自然，屋前一条石
径，半亩方塘，村居气息清新宜人。
传说朱熹的那首《观书有感》就是因
朱熹在塘边苦读时，触动灵感，信手
写就：“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
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
活水来。”朱熹 $"岁时，遵父遗嘱，

奉母带妹，移居五夫，依附父亲好友
刘子羽。从此在此定居，一直到晚年
迁居建阳考亭，共居住了 #!年。朱
熹在这里求学于“五夫三先生”刘
子翚、刘勉之和胡宪，三人的理学都
具有以儒学融合佛道之学的特点，
朱熹深受影响。后求学于李侗，又从
根本上改变了朱熹的治学方向。
“想要了解朱子文化，就要了解

朱熹这个人。没有什么地方比紫阳
楼更能贴近朱熹的生活了。”台湾
朱子学研究协会理事长潘朝阳说。
经美观大方的廊桥七市桥入朱

子巷，前往兴贤书院。青石板小路
上，苔痕翠绿，两侧砖墙斑驳，有老
者在门口借着天光编织蓑衣，遥想
当年，朱子也是青箬笠，绿蓑衣，斜
风细雨不须归吧。街坊两侧矗立着
的“兴贤书院”“刘氏家祠”“连氏节
孝坊”等古迹，无不透射出宋风遗
韵，依稀可辨昔时店铺商肆密布、名
人学者云集的繁华景况。朱子开创
的五夫社仓也安于村中一隅，它是
朱子愿天下苍生安居乐业的见证。

街上居民在家门前放张小木
凳，摆上几袋五夫特产的莲子、干笋，

聊补家用，并不叫卖，也不欺人。五夫
莲子便产自村中万亩莲塘，煮出的莲
子羹香甜软糯，确实不一般。盛夏之
际，五夫荷叶田田，菡萏娇羞，人可以
行走于栈道上，穿行于荷塘中间，尽
情赏玩。当地人不懂得包装、销售，近
年虽在 %月 $"日设了荷花节，但五
夫莲子仍然养在深闺人不识。台湾海
峡两岸朱子交流协会首席顾问黄翠
文此前来到这里，联想到武夷山以茶
著称，而茶点不兴，朱子学说世界闻
名，在民间却未能普及，仁心妙想给
当地政府官员提出举办朱子文化伴

手礼创意大赛的建议，将朱子文化附
着在文化创意与旅游产业上。又给了
台湾的设计者“朱子连心”的茶点创
意，“连”而非“莲”，取两岸因朱子文
化连心之意。
朱熹第 &'代裔孙、台湾海峡两

岸朱子文化交流促进会理事长朱茂
男今年是第四次来五夫了，“每年我
至少来五次，这里是我的精神故
乡。”朱茂男说，两岸同种同文，通过
朱子文化更容易沟通，这次习马会
传递的精神就是朱子“理一分殊”思
想的体现。

!上接 (#版"

记者#前面提到对朱子其人!普

遍认识倾向负面! 特别是对妇女的

禁锢! 甚至把他看成过去迫害妇女

的罪魁祸首!这是朱子的本意吗"

朱杰人#最近央视“百家讲坛”
终于讲朱子了，请的是厦门大学的
傅小凡教授，也有人叫我去讲，我说
我讲不好，因为到电视台去讲还是
要有本领的。他不讲朱子的学术思
想，他讲的是为朱子正名。比如“存
天理，灭人欲”，这是对朱子产生误
解最多的一句话，说他禁欲主义，泯
灭人性。正确解读这句话，关键在于
对“人欲”的定义，朱子的意思是指
“过度的欲望”，他还讲过一句话叫
食色性，天理也，可见他反对的只是
过度的欲望。儒家向来认为人的欲
望需要节制，认为无限膨胀的欲望
一定会带来可怕的后果。他讲这话
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官场贪污
严重，让官员要限制过度的欲望。他
的理论不但不错，是不是还有很强
的现实意义？

还有迫害妇女的问题。你如果
乘竹筏漂流九曲溪，经过天游峰时，
筏工会让你看崖壁上一个白色的像
佛龛一样的小建筑，这就是所谓的狐
狸洞和胡丽娘的故事。这个故事讲朱
熹与一个狐仙的传说，它还曾经被拍
成过黄梅戏电视连续剧，叫《朱熹与
丽娘》。还有人说里面的人物原型就
是南宋女词人严蕊，她曾经写过一首
《卜算子》（不是爱风尘! 似被前缘

误）。这个故事被改编成小说、戏剧，
里面完全把朱熹塑造成坏人，还说朱
看上了严蕊，她誓死不从，被屈打成
招。这些文艺作品的传播力很强，朱
子的形象就在人们心中被定了型。

朱子确实反对女子丧夫改嫁，
但他只是针对士大夫阶层，并非对
所有的人；第二，他有非常深的社会

用心，因为宋代虽然经济发达，但没
有社会保障体系，女子改嫁后，留下
公婆和孩子没人抚养，整个家庭就
会陷入困境，造成社会问题。所以，
朱子在做地方官的时候明确规定，
寡妇可以改嫁，但绝不可以带走夫
家的财产。这个思想从理学代表人
物程颢和程颐而来，但理学从没有
强迫人不能改嫁，在宋代也并不歧
视再嫁妇，大家熟知的就有李清照
改嫁张汝舟、唐婉再嫁赵士诚，程颐
自己的妹妹也改嫁。
但是，朱熹的思想在他去世后

成了官方哲学，这有利有弊，有利于
思想的传播，但会被统治者利用，误
导、走偏。统治者使这些言论成为一
种严苛的道德标准，尤其明代以后，
朱子思想被引向极端，这也是他被
误解的重要原因。
对儒家的价值观，我的观点也

许你觉得我是错的，也许有点偏激。
在我看来，孔子、孟子和朱子的观
点，我认为都是正确的，而是我们不
理解，或者我们对他的深刻内涵不
理解；第二，就是有些东西和现在不
一致的地方，也不能说他错，而是应
该重新解释他。比如孟子讲的“不孝
有三，无后为大”一直被批判到现
在。当时那个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
和现在不一样，男子能活到生育，小
孩能够顺利生产、成年，并不是一件
非常容易的事。孟子早就看到这个
问题，这关系到人类的发展。现在的
情况不也是这样吗，那时候是没条
件，现在是有条件不肯生，同样危及
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从这个角度
看，他们的观点一点都不错，是我们
对古人的智慧不了解就擅下结论。
我从事朱子学研究 &'多年。在

)'年前，对朱子思想的否定还是占
上风的，说他是客观唯心主义，是封
建意识形态的维护者。现在经过这

么多年，**+的人对他持充分肯定
态度，有不同意见也是学术上的不
同意见。

记者# 听说你组织了一个朱子

之路文化研习营! 还给儿子做过一

场朱氏家族的传统婚礼!是吗"

朱杰人# 这条朱子之路我们已
经走了 %年，每年利用暑假，召集世
界各地研究朱子学的硕士和博士，
从朱子的出生地福建尤溪出发，一
路追寻朱子的足迹，体验他的思想
理论体系形成过程。在鹅湖书院，学
生们可以感受朱子与心学派的辩
论；在武夷精舍，可以想象朱子的讲
学。一路国内外知名学者如台湾的
杨儒宾、潘朝阳，国内的陈来、朱汉
民、蔡方鹿等授课，学生互动交流。
所有参加过的人都非常推崇这个活
动，感到对学术提高非常有帮助。福
建省政府对这个活动也非常支持。
儿子的婚礼是我对《朱子家礼·

婚礼》的现代演绎，拿他们做了“实
验品”。当时我想中国现在的许多婚
礼都是西式的或不中不西的，中国
的婚礼是什么样子，很多人根本不

知道。我研究了《朱子家礼·婚礼》的
规程，写好脚本，交给婚庆公司去
做。婚礼现场典雅美观，我认为西方
的婚礼根本没法和我们的传统婚礼
比。美国学者田浩教授专门研究了
我的这场婚礼，并以此为题写了 "

篇文章，认为由此看到中国儒学复
兴的势头。现在很多婚庆公司用的
都是我那个模板。
中国很久以来对朱子学说持批

判态度，能有今天很不容易。最早要
归功于一个美籍华人陈荣捷，他上
世纪四五十年代第一个将朱子经典
翻译到美国，八十年代又在夏威夷召
开了一次国际朱子学研讨会，朱子学
的捍卫者冯友兰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影响了国内，福建、江西的高校陆续
召开朱子学研究会，武夷山成立了闽
北朱子学研究中心，福建省也召开了
第一次大型的朱子学研讨会。那次会
议上，韩国的朱子后裔也来了，并到
朱子墓前祭扫，之后便有了世界朱氏
联合会，为弘扬以朱子文化为主的中
国传统文化做了大量工作，这个联
合会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国际研讨

会，推动朱子学术研究的发展。
记者# 您怎样看待现在的国学

热! 我们应该怎样去学习和继承传

统文化"

朱杰人# 现在国学热一方面是
好的，是民间对传统自发的回归，但
是也正因为来自民间，必然会鱼龙
混杂，参差不齐，有些还会借国学谋
利。我现在是上海市儒学研究会会
长，担任这个职务就是想用这个平
台，把真正的儒家哲学、儒家的价值
观、真正的国学告诉大家，让大家不
要再被卖狗皮膏药的人欺骗。我们
明年有个中小学国学教师的培训计
划，现在国学教师缺口太大。国学、
儒学要从孩子教起，朱子编的《童蒙
须知》里就讲到小孩的行为规范，包
括在公共场合不能大声说话，大人
长辈讲话时不能插嘴，不能背着人
说话，不能斜视，走路时如果前面有
师长，不能超越只能跟随，不得不超
时，要打招呼，跟师长走路时要走外
侧，把内侧留给师长，等等。按这个
教育，中国人出去旅游恐怕就不再
会因为说话大声被外国人侧目。他
编的《小学》第一章就讲了人生观，
不但有理论，还有事例，对培养健全
的人格也很有帮助。当然，他的《朱
子家训》更是一篇具有普世价值的
重要文献，对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具有极其现实的意义。

我们现在呼唤传统文化的回
归或认同，任重道远。要看到国内
国学学术和教育机构十分欠缺，就
拿上海这样的城市来说，连一个国
学院也没有，在儒学研究会成立以
前，也没有一个国学、儒学学术团
体。弘扬国学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要树立对自己文化的自信，要认识
到我们的文化是优秀的，几千年
来，中华民族就是靠这个文化在世
界上立足的。

五夫镇上有条“哲学家小路”

! 朱子巷仍有手工编织蓑衣的民间手艺人

! 五夫镇七市桥上看古镇 ! 台湾创意者设计的#朱子连心$茶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