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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让经典成为我们的心灵发动机香港明报集团主席、《亚洲周刊》社长张晓卿有幸一睹名家风采，倾听
名家教言，乃人生的一件乐事。
我们除了分享名家的创作经验和人生阅历之外，也将从中获取他们对文化充满乐观的信心，并为千万
的读者开拓心灵的新境界。
在文化的氛围中，我们追求的是一种内在和永恒的价值。
一个社会存在的可贵，不在繁华的外表，而在于创造出一种属于自己的文化，或民族性格。
易中天的《品三国》和于丹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见证了当前中华经典普及化的热潮
。
重新认识经典，其实并不是只走回从前，而是为了要走向未来。
要准确认识中华民族的传统智慧，我们才可以拥有未来的智慧。
易中天和于丹，都是经典灵感海洋中的探索者，让我们发现那些被偏见迷雾所掩盖的文化真貌，发现
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也发现我们在21世纪的新旅程和新方向。
我们感谢于丹和易中天为中华经典的普及化做出的巨大贡献，他们激活了全球华人对经典的重新思考
。
他们都用自己的生命激情，去为经典做出了更丰富、更多彩多姿的诠释，提供了更多的“附加值”，
也刺激了更多的人去拥抱经典。
浩瀚的经典不再受限于“定于一”的一元化诠释，而是面向“百花齐放”的多元格局。
格局决定了结局。
让这些被重新发现的经典，成为我们生活中一座又一座的心灵发动机，启动我们的想象力，也启动我
们的创造力。
建构中华民族的美好远景，并不能单靠经济力量来支撑，还必须在文化思想的深远层面上不断地反思
、探索、创造或再创造中寻找更丰盛的养分，以便与经济前进的列车并驾齐驱。
但愿各位学者对中华经典的探索、研究成果以及所引发的思潮，能普及并深入全球华人世界，启发文
化新思维，促生更多的文化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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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三国”是文学的“三国”，也是历史的“三国”；“论语”是哲学的“论语”，也是政治的“
论语”。
当“三国”遇上“论语”，当易中天遇上了于丹，就会擦出智慧的火花，点燃文化的火炬。
　　易中天和于丹同台对谈，妙语如珠，古今交汇，把古典信手拈来，将对传统文化经典的领悟融入
当下生活。
书中还收录于丹、易中天的数篇演讲纪实，风趣中见智慧，谈笑中有见识，带领读者从经典中体悟人
生，从古典中学习生活，用整个生命去感受中国经典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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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于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影视传媒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作为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于丹为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今日说法》《艺术人生》等50个电
视栏目进行策划，现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科教频道总顾问，北京电视台首席策划顾问。
 2006年10月以来，于丹教授先后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上解读《论语》和《庄子》，社会反
响强烈，据演讲稿整理而成的《于丹〈论语〉心得》和《于丹〈庄子〉心得》，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
，两书累计销售量超过600万册，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普及和推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易中天，湖南长沙人，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长期从事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著有《〈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艺术人类学》等学术著作；出
版“易中天随笔体学术著作?中国文化系列”四种：《闲话中国人》《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
和《品人录》，销售量都多达数十万册。
 易中天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节目中成了“学者明星”，在荧屏上引经据典，风趣幽默地讲述“
三国”，颠覆荧屏原有的历史人物。
其主讲的《汉代人物风云》一度掀起民间“汉风”热潮。
《易中天品三国》播出之后，创造了《百家讲坛》的收视高峰，同时带动了《品三国》一书的热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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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 让经典成为我们的心灵发动机 序二 他们点燃文化的火炬 之一 经典使我们心灵安顿 要有能力看见
“我”的心 认认真真活在当下 君子之道，人人可为 数英雄，谁是英雄 人人都要有不较劲的心态 我们
都是性情中人 做正常人就好之二 《论语》《庄子》里的生活智慧 儒与道：中国人的一天一地 让心灵
去飞扬 兴之所至，随处可及 用仁心温暖世道 寻找自我救赎的力量 你成就世界，世界才会成就你 给你
的是情分，不给的是本分 生命的“王道”，做最美的自己之三 什么样的生命是快乐的 喜剧演员的人
生悲剧 向李白同志学习 别把一生活成“符号” 让心灵去旷野旅行 前半生不要怕，后半生不要悔 千刀
万剐，终于成佛之四 为人生寻找坐标 高山流水心自知 浮华时代的我们 别忘了为什么而出发 生命中的
“口子”活出人间好时节 成事者的人格修炼 懂得害怕的人最可信 不要为“褒义词”活着 走过岁月，
我们终于成为自己 梦想是知识的翅膀 人心向善的精神指引 生命就在你的手中之五 历史总让人惦记 历
史的空白处 历史的坏脾气 历史的误读之六 历史里的人生智慧 戏说是历史情结的“变种” 代入角色才
能深入历史 可爱才有人爱之七 当经典走入寻常百姓家——专访于丹 孔子和孩子令我理解生命 她用生
命去感悟经典之八 他激活历史的天雷地火——专访易中天 百家讲坛“坛主” 学术可讨论，风格我保
留 趣说代替正说与戏说附录一 易中天语录（幽默版） 附录二 于丹语录（智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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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认认真真活在当下司马牛去问孔子，什么叫君子，孔子的解释特别简单，就四个字，叫“不忧
不惧”，就是内心不忧思，不恐惧。
学生不以为然，说：“不忧不惧，斯为之君子已乎？
”好像太简单了吧。
于是老师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
”一个人叩问自己的心灵去反省的时候，上不愧苍天，下不愧子女，那么他内心有什么忧、有什么惧
呢？
也就是说，一个真君子，他的内心坦坦荡荡，没有戚戚之怀，认认真真活在当下，尽心做好每一件事
情，如此而已。
君子和恐怖分子只有一步之遥我发现社会中有一些以君子自居的人，老要对别人进行道德谴责。
他以道德高尚者自居，自称是有道德洁癖的人，自称是道德完美的人。
其实跟恐怖分子只有一步之遥。
你自律是可以的，但是你要知道大多数人是做小人，就是做一个普通人。
罗贯中不够八卦历史有很多八卦的东西。
罗贯中写《三国演义》的时候，他的忠奸思想太重了，不会去八卦。
如果让周星驰来整的话，周星驰演关公肯定演的是一个八卦的关公，不定是什么模样呢。
罗贯中非此即彼的观念太重了，他老是忠啊奸啊，正啊邪啊，君子啊小人啊，红脸啊白脸啊，他非得
这样。
历史上其实很多很生动的东西就没有了。
心灵的搜索引擎今天的高科技，什么字我们用GOOGLE一搜，几万条就出来了。
但我们永远也不会有一个心灵的搜索引擎，不知道就在当下，就在此际，我们最真心想要的是什么，
不要说相比于二千五百年以前，就仅仅相比于半个世纪之前，我们的物质选择已经极大地丰富了，但
是丰富一定能导致幸福吗？
可以说对于有准则的内心来讲，丰富的选择可以是奢侈，但是对于没有准则的内心来讲，越是丰富就
越是灾难，因为人会陷入为选择而选择、不断的忙碌中，但最终是没有目标的。
《西游记》才是大话的祖宗《品三国》讲的就是历史，但是有时候我会把它与《三国演义》作一番比
较，以便告诉观众和读者，哪些是历史，准确地说哪些是史书上的记载，哪些是作家的艺术想象，是
艺术创造。
《大话西游》就更没有问题了。
《西游记》已经大话了《大唐西域记》，《西游记》才是大话的祖宗。
玄装法师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取经也是真实的事情，但绝没有带一个猴子悟空、带一个猪八戒，还带
一个沙和尚。
谁都知道这不是历史真实的，但绝对不会有问题。
于丹：我喜欢周杰伦和他的“中国风”其实周杰伦的歌我非常喜欢，从最早的时候我就喜欢。
周杰伦的歌我都很熟悉，大家可以看到2006年的乐坛，那是一个网络音乐的天下，专业歌手里面只有
第一没有第二。
第一就是《依然范特西》，在这张碟里面，就收了他很多很中国风的曲子，比如说大家很熟悉的《菊
花台》，整个他的造型，他的词，包括前面的《东风破》、《发如雪》，方文山整个的创作，我觉得
都是很中国意象的。
但这种中国意象是非常时尚、非常前沿的。
它其实是完成了对中国诗词意象的解构，而不是结构。
我们去写格律诗的时候，是从那样的一个平仄格局里面去一点一点地完成一种七宝楼台的堆砌，但在
周杰伦的歌里面，在方文山的词里面，是做了一种情趣的解构，最后总会放上一点点中国音乐的造型
元素。
于丹：我只是个正常而健康的女人没有人是完美的，我从小是个偏科的孩子，当我语文作文从小就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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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好得不得了的时候，我的数学就一塌糊涂，我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算错应用题，不光是数学题，还
有政治，我经常算出地主欠张大爷多少多少斤粮食，张大爷反过来剥削地主了，因为乘和除多了，弄
不清楚。
实际上我可以很坦然地看到我缺乏数理逻辑，我缺乏方向感，我生活中有很多缺憾，这样我觉得真实
，这才会让我觉得说，一个人生活必须要看到它最朴素的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都不用想说“我是完美的”，完美太累了。
我觉得最好的标准就是正常而健康。
所以关于家庭，关于自己，我都告诉大家一个判断，正常而健康。
于丹：生活中的“非爱行为”过去说到中国的劳动妇女，一直都把奉献、牺牲作为传统美德，我对这
种话很抱质疑，因为我不喜欢牺牲这个概念。
什么叫做牺牲？
根据《词海》的解释，是那种被剥夺生命、奉上祭坛的生物才叫牺牲。
牺牲就意味着你为了某个崇高的目的而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当女人觉得她为家庭、事业做出了牺牲，这就给她的抱怨找到了最佳理由。
她就会跟孩子说，妈妈就是为了你才弄得蓬头垢面，你不好好学习，你对得起我吗？
然后对老公说，我就是为了这个家才操劳成这样，你还不好好爱我，你还对得起我吗？
当一个人总是这样抱怨的时候，这在心理学上叫“非爱行为”，以爱的名义所进行的亲情之间的绑架
。
对一个女人来讲，你爱一切，你付出，你享受，这是一个很幸福的过程。
能够爱与被爱，这是生命的幸福与奢侈。
所以我觉得，谁都不要说牺牲，我们自己付出了，我们的收获更多。
于丹：我的朋友圈我有形形色色的朋友，我的一个朋友圈子跟另一个朋友圈子完全不交叉。
我有一批特别文人气的朋友，是把酒临风、赋诗作画的老先生，我跟他们在一起，可以完成一种文化
飞扬的穿越。
我还有另一批玩行为艺术、特别酷的年轻朋友，我们可能今天去听爵士，明天去看展览，后天去飙车
。
另外，我还有一批特别女人气的朋友，今天去泡吧，明天去做SPA，后天去逛小店。
当然，我的学生都是我的朋友，大家可以一起玩得非常疯。
我觉得，人生就是因为拥有不同的朋友，你在这个社交角色中，生命的各种潜质都可以被启动，他们
可以激发你的活力，所以对朋友要永远感恩。
于丹：孔子说的不是废话那个12岁的小女孩说：“阿姨，我看完你的书，才知道孔子说的不是废话。
”我当时很想抱抱她，十二三岁的孩子，当他们打着游戏机、吃着麦当劳、听着流行曲的时候，她还
能知道孔子说的不是废话，已经足够了。
我们不需要她了解多少，不需要她系统地诵读——诵读也不一定就是唯一的形式。
其实只要抛开成见，我们会知道，各种文化在生命中的激活都是需要的。
她只要觉得这不是废话，值得她去关注，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于丹：你成就世界，世界才会成就你我们今天的社会，有太多太多的不尽如人意，但恰好是这些地方
需要我们去做。
心怀梦想，有快乐飞扬的力量，才能从困难中超越而去。
也许因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太沉重了，我才不愿意我们的心困顿于此。
我们正需要用这种乐观的精神与达观的力量去改变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的自我才必须坚强。
我想，一个现实主义者去做事，他可能会被现实中太多的困难击垮而妥协；而一个永不妥协的理想主
义者，他行走于现实之中，也许正是由于他的坚忍，再坚忍一点，下一步就是奇迹的发生。
从这一点来说，如果我们真正对家国有所忧患，我希望在忧患之外，我们能以一种坚强、理想的态度
去改变这个社会，在完成这个社会使命的同时，也让自己的生命宽度能够因此扩大。
于丹：像李白同志学习李白终其一生，“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
到老了，杜甫去看他，问他你这一辈子还有什么遗憾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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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归人生要有点遗憾吧？
他想了想说，我看晋代葛洪写的《抱扑子》，都是那些求仙求道炼丹的事，可我这一生啊，怎么就没
炼成丹呢？
我很对不住这个葛神仙啊！
在杜甫这样一个“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人来看，这个观点太不着调了。
但杜甫的心眼儿很好，他能理解朋友，他俩只差11岁，两个人一直非常好，所以杜甫最后就给李白写
了一首小诗，说人生晚秋，我来看你，你还像蓬草一样飘零，问你有什么遗憾，你就说你对不起葛洪
。
你这样的一个人在我看来是什么人呢？
所以他的诗说：“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
我自痛饮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也就是说，李白这一生傲慢，飞扬跋扈，无所羁绊，是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独立天地间的英雄，不为其主，这才是真正的生命。
易中天：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像我这样一个“真小人”，我就特别能自得其乐，做一点我喜欢、
我能做的事而已。
阅读经典就是一件兴之所至的事情。
什么时候想读什么时候读，从你想读的那天开始。
家长不要强迫孩子去读，如果你作为一个母亲或父亲感觉不干点什么就没有尽责的话，那我给你一个
建议，从怀孕那天开始读。
准爸爸在准妈妈耳朵旁边读《论语》好了呀。
我教育孩子很简单，从他自己想读的那天开始。
易中天：嫁人要嫁易中天嘛现在的年轻人已经习惯了密集的图像、简洁的内容，喜欢上网查资料，不
喜欢读书，所以有人问我，怎样才能让年轻人爱上读书？
全民阅读，先要让大家爱读书。
怎么做到呢，我问你这么一个问题，你怎么能做到让一个男人爱上你？
可爱的人被爱，很简单。
如果一个人是可爱的，就肯定会被人爱上，挡都挡不住。
不是有不少网民说，嫁人要嫁易中天嘛。
要让大家爱上一个人，就是要让这个人可爱。
如果要让全民爱上读书，只有一条出路，就是书要可爱。
没有别的办法。
你板着一个面孔，拉着一张教师爷的脸，开口就训人，或者写的谁都看不懂。
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傻子，就是你最聪明，你写出来的书有人读吗？
没人读，活该；卖不掉，活该。
易中天：三分还是七分？
应该说，人们还是明白的，历史是历史，小说是小说，电视剧是电视剧，唯独在一段历史上有问题的
就是三国。
把《三国演义》当作历史的人太多了。
因为《三国演义》在创作时，大量材料直接来自《三国志》，甚至原文照抄。
传统的说法是七分实三分虚，即七分是真实历史，三分作了加工，这就相当接近历史了。
可惜“七实三虚”的评价未必准确，比方说，“赤壁之战”这一章节，恰恰倒了过来，是“三实七虚
”，大部分是虚构的。
我觉得，反倒是香港的古装戏挺好，只要认准了是古装戏而不是历史剧就没有问题，不会有误解的。
《品三国》讲的就是历史，但是有时候我会把它与《三国演义》作一番比较，以便告诉观众和读者哪
些是历史，准确地说，哪些是史书上的记载，哪些是作家的艺术想象、艺术创造。
易中天：别给观众和读者作道德秀在我的《帝国的惆怅》那本书中，讲了严嵩，他是公认的奸臣，是
没有争议的，他干了很多坏事，但我觉得他很可怜，我给予他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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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为了拍皇帝的马屁，他做到什么程度呢，充当皇帝实验室的小白鼠。
皇帝喜欢炼丹，炼那长生不老药，丹炼成了，是不是有问题，需要人试验，严嵩就去试验，先吃一粒
，而后写试验报告，你说他是奸臣？
我看是忠臣！
最后被皇帝说抛弃就抛弃，难道他没有值得人同情之处吗？
这样的眼光看历史难道不对吗？
非要提到某个奸臣时，咬牙切齿，义愤填膺，表现出你的道德感？
我看，很多人是在作道德秀。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从星空到心灵>>

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发现社会中有一些以君子自居的人，老要对别人进行道德谴责。
他以道德高尚者自居，自称是有道德洁癖的人，自称是道德完美的人。
这种人其实跟恐怖分子只有一步之遥。
 像我这样一个“真小人”，我就特别能自得其乐，做一点我喜欢、我能做的事而已。
 你怎么能做到让一个男人爱上你？
可爱的人被人爱，很简单。
如果一个人是可爱的，就肯定会被人爱上，挡都挡不住。
不是有不少网民说，嫁人要嫁易中天嘛。
要让大家爱上一个人，就是要让这个人可爱。
     ——易中天 一个真君子，他的内心坦坦荡荡，没有戚戚之怀，认认真真活在当下，尽心做好每一件
事情，如此而已。
 可以说，对于有准则的心灵来讲，丰富的选择是一种享受；但对于没有准则的心灵来讲，越是丰富就
越是灾难，因为他会为选择而选择，陷入不断的忙碌中，但始终没有目标。
 文化可以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成长，不一定非要端着面孔庄严肃穆地出来亮相，说我一定要在意识形态
主流的位置上被大家尊重。
非得要“罢黜百家、独尊一种”之后它才是健康的吗？
     ——于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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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星空到心灵:易中天于丹演讲对谈录》编辑推荐：百家讲坛当家明星首次联手著述；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品人生苦短，品历史绵长，品心灵幽微，品宇宙浩瀚⋯
⋯易中天于丹同台对谈，共品人生，妙语如珠，古今交汇，将对传统文化经典的领悟融入当下生活。
书中还收录于丹、易中天数篇演讲纪实，风趣中见智慧，谈笑中有见识，带领读者从经典中体悟人生
，从经典中学习生活，用生命去感受中国经典的温度。
易中天和于丹，都是经典灵感海洋中的探索者，他们都用自己的生命激情，去为经典作出更丰富﹑更
多采多姿的诠释，提供更多的“附加值”，也刺激更多人去拥抱经典。
让这些被重新发现的经典，成为我们生活中一座又一座的心灵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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