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长沙师范学院 105 岁诞辰。 我们
通过她的校训变迁， 感受这所百年师范名校
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优良办学传统。

长沙师范学院由毛泽东的老师、 杰出的
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共和国教育事业奠
基人徐特立创办于 1912年。徐老在这里呕心
沥血、苦心经营多年，培养了以田汉、许光达、
刘英、廖沫沙等为代表的大批杰出人才，创立
了他博大精深的教育思想，倡导并践行“三育
并举，德育为先”，该校多年来采用“公诚勤
朴” 的校训， 激励全体师生做人做事公正诚
实、勤劳朴素，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长
师人”。

2005 年 5 月教育部特批长沙师范学校
为“普通师范专科学校”，由此开始了二次创
业步伐。 为激励广大师生朝着更高更远的目
标迈进， 谋求学校新的更大发展， 该校提出

“自立自强，致高致远”的校训。
2013 年 4 月，该校正式升格为普通本科

院校， 由此开启了建设合格本科院校的宏伟
征程。 为更好地明确德才兼备的人才培养目
标，体现务实创新的时代意识，弘扬学校的优
良传统，该校确定了“厚德博学，特立笃行”的
校训。

“厚德博学，特立笃行”，取自《易经》“厚
德载物”、《礼记·中庸》“博学之”“笃行之”、

《礼记·儒行》“其特立有如此者。”“厚德”即品德高尚，
“博学”即学识渊博，“厚德博学”强调品学兼优的人才
培养目标；“特立”指独树一帜，亦指徐特立，一语双
关，既倡导创新意识，又彰显学校渊源；“笃行”指切实
践行，知行合一。“特立笃行”强调在厚德博学的基础
上，做到德才兼备、独立自信、经世致用。

屈晓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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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落里藏着文化的“秘密”
“田园城市”“园林城市”“山水城

市”……当人们在展望城市的美好前景
时，是以乡村为原点和坐标的。

“中国古村落的美，首先在于展示
了人与自然和谐的依存关系。 依山就
势、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是中国村落普
遍因循的法则，体现了中国人尊崇自然
的原则。 ”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艺术研
究所所长刘托说。

他以徽州宏村为例。 宏村整体布局
为“牛形”，背靠的雷岗山为牛首，村口
一对古树为牛角， 村中的民居群为牛
身，穿村而过的邕溪为牛肠，溪水穿流
于民居院落， 汇入牛胃形的月塘和南
湖，绕村的山溪上四座木桥为牛腿脚。

“‘牛形村’运用了类似‘仿生学’的
设计手法，将村落布局与传统农耕文化
象征的水牛相比附， 是中国传统文化
‘天人合一’‘万物有灵’思想的活化。 ”
刘托表示。

为何在古村落里走一走让人感觉
身心舒畅？ 刘托认为，这是因为古村落

的生活节奏、简单重复的生活模式给都
市人提供了回归心灵的钥匙。

传统民居的设计理念并不显得陈
旧。 西南民族大学建筑学院院长赵兵通
过对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
县宗科乡日斯满巴碉房的研究发现，这
些藏族民居一般不占用平地，而是利用
坡地，因地制宜，既节约了土地，又确保
建筑外形优美，而且建房时充分利用当
地大量的天然泥土、木、石等资源，几乎
不产生建筑垃圾，“这和当今城市建设
中过度耗用建材，造成的能源浪费和环
境污染形成鲜明的对比”。

保护要见“物”，更要见“人”
“尽管当前古村落保护形势大好，

但依然没有走出低谷， 还处在落后状
态。 人们更多时候充当的是老房子的匆
匆‘看客’。 ”

中国古村镇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福
建省文物局原局长郑国珍直言，古村落
保护，在坚持对“物”的守望的同时，更
要加强对“人”的关注，“古建筑是传统
村落的肌体，文化传承是古村落的精神

支柱，传统村落里的人，也就是那里的
生活形态、生产形态，是传统村落里的

‘心脏’。 只有‘心脏’跳动了，村落才有
活力”。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教授祁嘉华表
达了自己的忧虑，“当前，一些传统村落
面临‘输血式’帮助，正在按照城市生活
的样态加以改造。 这导致村子的名字虽
然还在，但原有的历史环境以及所承载
的文化内涵很可能在盲目开发中被置
换掉了，村子在文化上可能正在发生着
‘基因’突变。 ”

在祁嘉华看来， 古村落保护关注
“人”早就有之。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晏
阳初在河北保定 22 个村落成立“平民
教育实验室”，陶行知在南京成立“中华
教育改造社”，梁漱溟在山东成立“乡村
建设研究院”， 他们在设法复苏农村经
济的同时，还兴办水利、改良耕作、修整
公厕、营造环境，涉及农村生产和生活
的方方面面，“尽管头绪很多，但是尊重
民族传统，以教育为核心，以启发‘民
智’为切入点的宗旨贯穿始终”。

箴言

古村落保护须活态传承
□ 王国平 高建进

《红楼梦》 是非同凡响
的。

200 多年来， 它从禁书
到广泛流行， 成为中国公认
的文学巅峰， 被各种人物研
究讨论、争辩发挥，形成了专
门学问。 不论在世界文学史
还是中国文学史上， 少有可
以与《红楼梦》相比的书。

曹雪芹没有更多的其他
作品留世，就是这么一部《红
楼梦》。而且这个《红楼梦》的
流行版本， 据说不完全是曹
雪芹所写。

可是，早在《红楼梦》当年靠手抄本流
行时期就已经出来一句话，说是“开谈不
言《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 就是说，
你如果不聊《红楼梦》，你读多少诗书都白
读了。这又让人想到元朝戏曲《琵琶记》作
者高明，在中国历史上也很有地位的另外
一句话，就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
说如果你的文学作品、戏剧作品不能够改
善世道人心， 不能够改善风气和教化，那
么你写得多好也是枉然。

这两个“枉然”不一样。第二个是从教
化的意义上讲的，这是中国几千年主流意
识形态的要求， 也就是孔子对诗经的评
价：“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而《红楼梦》，

恰恰直接的教化意义不那么明显，而且从
正统的封建主义思想来说， 其思想情调，
涉嫌“有邪”。

不言《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 这
句话旨在于强调此书时尚性、 流行性、普
及性、话题性。

《红楼梦》曾经被毛泽东主席给予没
法再高的评价。

毛泽东说《红楼梦》至少要看五遍，看
不够五遍就没有发言权。长征的时候他还
支持过一些人，说长征时也可以读《红楼
梦》。 在他的名著《论十大关系》里边，他
说：“我国过去是……除了地大物博，人口
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半部《红
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

不起来。”后来“十大关系”
的正式文稿，将“半部《红
楼梦》”改成“一部《红楼
梦》”了。 可能是大秀才们
觉得半部《红楼梦》不太好
听， 其实半部的说法很厉
害，这可以说是“厉害了，
我的书！”多半部书居然成
了这个大国数千年文学成
果的一个代表。 正如有人
说的， 即使中国所有的文
学都没了， 还剩下多半部
《红楼梦》，往那儿一搁，你

也得服。 对，它很特殊。
那么为什么说它特殊呢？
鲁迅说过，“自有《红楼梦》以来，把中

国小说旧有的写法都打破了。 ”这是指《红
楼梦》的深刻性、生动性、真实性、幻想性，
而同时呢， 又要加上一条它的丰富性、立
体性，还有它的弹性。

至于《红楼梦》主题的丰富性，讲得
最好的也是鲁迅。 鲁迅说， 一部《红楼
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
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
看见宫闱秘事……在我的眼下的宝玉，
却看见他看见许多死亡啊……”就是说，
不同的人从这个《红楼梦》中能够得出不
同的结论。

编者的话：距离世界读书日还有 11
天（4 月 23 日），每年的 4 月，我们都在
读书，但毋庸置疑，专家、学者、作家看
书的角度会与我们不同，他们从书中看
到的东西也许是我们看不到的。 从今天
起，本版开辟“名家读名著”系列。 开篇
就由王蒙先生领衔，听他给我们讲讲他
看到的《红楼梦》。

厉害哟，我的《红楼梦》

正在热播的反腐剧《人民的名义》，在玄幻、穿越类电
视剧充斥荧屏的当下，如同“一部反腐高压下中国政治和
官场生态的长幅画卷”点亮荧屏，其实也是“应运而生”。 这
部电视剧能得到全社会的广泛认同，是中国社会对腐败的
痛恨和对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反腐败成绩的充分肯定，彰显
了影视剧创作的文化自信、党和国家反腐败和依法治国的
制度自信。

近年来为何法治题材影视作品热播？ 人民群众对法治
的追求、对公平正义的渴望，是高收视率和票房背后的有
力支撑。 如《十二公民》《小镇大法官》《湄公河行动》等涉法
题材影视作品，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是法治中国的生
动诠释。 主创人员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生活变迁的
感知，对发展脉搏的把握，对时代重大命题的回答，无不彰
显法治的力量。《人民的名义》剧中腐败势力非常猖獗，形
势非常严峻，但每一集中，观众都能看到人性的温暖、正义
的力量，光明驱散黑暗、美善战胜丑恶，美好的希望就在前
方。

法治影视剧是文化产品，其热播折射出中国的文化自
信。 党和国家反腐败和依法治国的制度自信恰恰是其具有
强大生命力的重要支撑。《人民的名义》体现了最新的反腐
成果，打虎拍蝇、海外猎狐等均有反映。 反腐不只是要把
“生锈的零件”“患病的器官”拿下来，更重要的是找到致锈
的原因、病灶的所在，从而正本清源，创造清明的政治环境
和执政生态。 据主创人员透露，剧情涉及的官员职务之高
超越以往任何一部反腐剧， 但大量反腐倡廉的感人细节，
使得这部剧更加丰满。

党中央“打虎”力度越来越大，制度建设逐步完善，“下
无死角、上无禁区”，有腐必反、有贪必肃，全社会期待文艺
家们继续以文化自信彰显制度自信，创作出更多写实的优
秀文艺作品。

印度诗人、 亚洲第一个诺贝尔
文学奖金获得者罗宾德拉纳特·泰
戈尔于 1924 年 4 月 12 日访问中国
抵达上海，次日在慕尔鸣路 32 号应
上海各学术团体邀请发表演说 ，后
访问杭州、南京、济南、北京、太原、

武汉等地，并发表演说，于 4 月 30 日
乘船离开中国前往日本。 由于讲学
社、 新月社主要成员在出面欢迎时
把泰戈尔捧为活神仙， 并借此鼓吹
东方精神文明， 遭到许多进步人士
的反对。 鲁迅因此发表了《骂杀与捧

杀》（《花边文学》） 一文， 批评林长
民、徐志摩等人，说“如果我们的诗
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 ，青
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 。
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木易

印度诗人泰戈尔访问中国

4 月初，在福建南平邵武举行的中国古村落
文化遗产保护高峰论坛上，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
家学者围绕古村落价值、古村落地方区域特色、
古村落保护与发展途径等话题展开探讨。 其中，
如何正确看待古村落的文化内涵、 如何认识古
村落保护中“人”的地位成为讨论的焦点。

校训·校歌系列之一

编者的话：校训、校歌是激励、引领学校的精神
坐标，是凝聚一个知识共同体集体意志的文化旗帜。
即日起，本版推出“校训.校歌”系列。首篇由长沙师范
学院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屈晓军领衔， 看他给我们介
绍他理解的长沙师范学院校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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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自信彰显制度自信
□ 静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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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