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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其庸：让传统文化给我们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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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宏君    转载于：《人民日报》  

■要把我们的历史特点、文化特点、思想特点呈现给世界 

■传统文化的修养让人不肤浅、不浮躁，也更优雅 

  人物简介：冯其庸，著名红学家，名迟，字其庸，号宽堂。江苏无锡县前洲镇人，1924年生。1954年任教中国人

民大学语言文学系，1975年至1986年主持脂本《红楼梦》的校注并创建红楼梦研究所，任所长。1986年任中国艺术研

究院副院长，并兼任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教授。除红学研究外，对中国文化史、古代文学史、戏剧史、艺术史都

颇有研究。已出版的学术著作有30余种，计2900万字。 

  炎热的夏日，北京通州区，张家湾。不知是因为主人的淡雅、怡然，还是汉瓦、石刻、线装书流溢出的古韵，走

入这座被冯其庸先生称作“瓜饭楼”的青翠小院，清凉与安适的氛围，仿佛有意带着访客洗去都市尘嚣，感受中国文

脉一个安安静静的小小瞬间。 

  没有传统文化，一个民族就没有根 

  记者：最近，中国人民大学将组建国内高校中的第一个国学院，首期国学班今年9月就要正式开班了。请问，您

对此有什么看法？ 

  冯其庸：我非常赞同。这是非常有远见的事。国学是我们文化传统、思想传统、民族智慧的精华，是我们这个民

族顶天立地的柱子，也是我们无形的强大的精神长城，没有她，我们站不起来。她也是我们自强不息、勇往直前的原

动力。没有了她，一个民族就没有根底，就没有了扎根大地永不可拔的根。 

  记者：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出现过短暂的一段国学研究的黄金期，像1922年北大文科研究所创办国学门，

1925年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跟那个时候比，今天的国学教育对中国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意义？ 

  冯其庸：二三十年代，是民族危亡、积贫积弱。现在我们处在一个走向强大的开端。我们已经走了相当长的一段

路程了，中华民族越来越强大。现实问题是，我们要走向强大，不能不改革开放，就排除不了外面一些消极的东西也

会进来。重振国学，就是一个好的办法。我们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更应该振兴中国的民族文化，把我

们的历史特点、文化特点、思想特点呈现给世界。振兴“国学”，现在我们有了强大的后盾，这是时代的需要，也是

与二三十年代振兴国学不同的地方。 

  让年轻人精神上得到滋养 

  记者：现在不少青少年对好莱坞大片趋之若鹜，却不知道屈原、司马迁为何许人；能考出托福高分，却背不出几

首经典的古代诗词。他们追求网络等时尚生活方式的兴趣浓厚，对传统文化的兴趣普遍不高。怎样才能让年轻一代对

传统文化感兴趣？ 



  冯其庸：这不能怪孩子，也不能怪改革开放。我小时候生活在农村，西洋的东西接触的少，传统的东西接触的

多。现在年轻人接触的面很广，有些东西挡是挡不住的，因为年轻人觉得新鲜嘛！建议教育部门、宣传部门、文化娱

乐业多宣传传统的东西，让传统文化的精华与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让年轻人在精神上得到滋养，让他们有自信心、

自豪感。 

  记者：现在古代诗文作品在教科书中的比例也有所增加。年龄大的人出于怀旧，有的也喜欢读读古代经典。可

是，最具活力的中青年人则没有多少人读，因为他们面临生存的压力，读书问的是有用无用，讲究“投入／产出”，

您怎么看国学在现实中的困境？ 

  冯其庸：这是客观存在的一种现实，但不是全部的现实。只要加强这方面的宣传教育，我相信这种困境会逐步改

变。我接触的一些中青年，其中有不少是喜欢传统文化的，他们在默默地学习，很用功但不张扬，还有一批学中国传

统画的中青年画家很有成就。所以我感到并不是传统的东西没有出路了。当然我们也不排斥外来的东西。关键是要懂

得好与坏，然后再学习、引进。要排除外来文化中不好的东西。 

  记者：现在不少专业人士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认为他们不在这个“圈子”内，没必要懂这么多。您认为，传统

文化在今天的社会里，是否应该成为现代人必备的一种文化修养？ 

  冯其庸：那当然！作为中国人，应该有一种基本的文化因素在里边。不管你是在哪个领域工作或者生活，传统文

化都会给你更多的联想和启示。这种修养让人不肤浅、不浮躁，也会更优雅。 

  传统文化给我们更多思想的空间 

  记者：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有一些局限性和负面的东西，有些不合时宜的内容是否给人一种错觉，认为传统文化

与现代经济生活日益格格不入？ 

  冯其庸：首先对待传统文化要区别精华和糟粕，更要正确地理解，不能误解。要历史地辩证地看问题，灵活运

用，而不是生搬硬搬。有些东西确实属于糟粕，应当摈弃。我们应多考虑怎样吸收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这就首先应该

理解她，真正懂得她，才能很好地利用她。有些东西不能只看一时、一地。曾经有人认为汉字影响了中国的现代化，

要改汉字为拉丁字母。现在怎么样？在电脑上输入汉字，比字母更快！ 

  记者：今天，人们追求成功、渴望成才的愿望似乎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烈。而传统的东西教给人们更多的是诉

诸于内的“道理”、“规矩”，好像与今天张扬个性、提倡创新的现实矛盾了。学习了太多传统文化，会容易放不开

手脚吗？ 

  冯其庸：青年人追求事业的成功和创新，这都是向上的动力，是好事。但成功和创新，都要有坚实的基础，都要

靠艰苦的努力，而不是空想，更不是赌博。不能希望一朝发运。今天，国家渐渐强大起来，文化也应该强盛。我们的

文化越来越被世界认可，这是非常好的转型时期。要鼓足信心，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确有许多精华，能

给我们更多思想的空间，能启发我们的智慧。 

  记者：有人说，西方的商业文化几乎全面覆盖了我们的话语，影响了我们的价值取向。您认为应该以怎样的心态

看待新一轮的“国学”热潮？在追求成功、卓越的道路上，传统文化会给我们增加哪些营养？ 

  冯其庸：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西方覆盖得了吗？那（指西方文化覆盖了我们的话语的说法）是个肤浅的想法。

历史就是这样，每个阶段会有每个阶段的一些特点，看问题不能光看表面，有的浮在面上，有的沉在底下。浮在面上

的不一定就是真实，不一定能长久。 

  新一轮“国学”热，就要让大家多吸收传统文化中有益的、正面的东西。“学然后知不足”，只有认真地学习



后，才能懂得传统文化深刻的内涵，才能懂得她的好处。 

  “腹有诗书气自华”。传统文化的熏陶，会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给我们一种自信、自立、自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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