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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美丽乡村要
留住乡愁文化

□万 明

一进入汨罗市白塘镇
马厅村，村口沿路摇曳的格
桑花和百日草，让每一个踏
进村庄的人就有了愉悦心
情。往里走，道路整洁，草
木成行，篱笆园里蔬菜瓜果
丰盛满园。细细地看，还有
碧水荡漾的山塘、宽敞大气
的文化广场、设施齐全的老
年活动中心，显示出一个记
住乡愁留住文化的秀美乡
村，该村入选了湖南省美丽
乡村建设示范村。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新发展理念，这是乡村发展
的方向，也为乡村发展明确
了思路，对于乡村发展的战
略性转变意义重大。把文
化振兴作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五个要素之一。然
而，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
速推进，消失的村庄逐年增
多，乡愁的载体正在流失。
乡村文化设施本来就落后，
人口流失导致的村庄失落
使得乡土文化正在改观，乡
土民俗、传统文化、乡村技
艺(婚丧习俗、牌坊、戏楼、老
宅子)等乡村传统日趋衰落。

如何让农村的环境变
得干净整洁、让房屋变得整
齐美观的同时，打造“看得
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
愁”的田园村落，让农耕文
化主要载体保留下来，守住

“乡愁”？笔者认为，从以下
三个方面下功夫：

首先，在乡村的规划和
建设中保留住乡愁。美丽
乡村建设要因地制宜、一村
一策，强化乡地特点，展现
民俗风情。此外，生态涵养
区红线保护范围内的乡村，
应大力发展生态度假、林下
休养等产业，利用旅游产业
升级振兴乡村发展。其次，
弘 扬 传 统 美 德 ，守 望“ 乡
愁”。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开展
道德讲堂，建设村史馆，设
立善行义举“光荣榜”、弘扬
家风家训、制定村规民约，
利用清明、端午、中秋、春节
等传统节日，加强文化建
设，传承传统文化，用淳朴
乡风去凝聚人心。再次，开
展群众文化活动，弘扬真善
美。建设一支民间文化队
伍，创作一批文艺精品，开
办一所村文化书屋，丰富乡
村群众文化。

总之，留住乡愁文化，
要用良好的家风家训感染
人，用传统文化塑造人，用
价值认同教育人，让离开乡
村的人怀念乡村，共同记住
守望“乡愁”，推动美丽乡村
建设深入发展。

湖湘文化与忧乐精神探索——

穿越时空的传承
上月底，在美丽的洞庭湖畔，湖南践行国学公

益基金会组织高端师资力量，与市社科联共同举
办“国学与管理高峰论坛暨第三十六期国学

践行研修班”，携手推动优秀传统文化
走进岳阳，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

院郑佳明教授受邀主讲《湖湘文化
与忧乐精神》。

忧乐精神是岳阳“四种精
神”（求索精神、忧乐精神、骆驼
精神和平江起义革命精神)中的
一种。那么，忧乐精神缘何而
来？它又与湖湘文化有着怎样
的联系？郑教授用其渊博的学
识和深厚的理论功底为我们送
上了一场丰盛的“精神大餐”。为

此，记者对郑教授进行了专访。

湖湘文化是流域文化

湖南人为什么能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舞台
上占据重要位置，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湖南是
有文化准备的，这种文化准备就是湖湘文化。
湖湘的思想与湖湘学术、湖南人的精神、湖南
人的血性构成了湖湘文化三个主要方面。

湖湘文化是湖南地区的历史文化，湖是洞庭
湖，湘就是湘江，湖湘文化实际是流域文化、地域文
化、历史文化，主要讲古代和近代。古代湖南人与
全国各地比较不很突出，有时候出现文化高峰，大
多数时候文化不是很发达。在近代，湖湘文化和中
国近代历史变革相结合，绽放出了异彩，在中国历
史舞台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湘人身影。他们在洋
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浪
潮中，满怀救国的情怀、救国的理念，为此付出了行
动、乃至生命。如魏源、曾国藩、谭嗣同、黄兴和毛
泽东等，数百位湖南人在中国思想政治军事舞台上
异常活跃，业绩辉煌，影响深远。

湖南人为什么能在一百多年的历史舞台上占据
重要位置，一方面凭的是时势造英雄，阶级民族矛盾
聚集，三湘四水风云际会；另外一方面，湖南是有文
化准备的，这种文化准备就是湖湘文化。现在对湖
湘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但有三点是大家公认的：

一是湖湘的思想、湖湘学术。不说屈原、贾谊，
不说周敦颐、张栻，只说近代以来，王船山返本开新
的转型思想，陶澍、魏源经世致用的思想，曾国藩、
左宗棠的洋务自强的思想，谭嗣同维新变法的思
想，黄兴、蔡锷和宋教仁民主共和的思想，一直到毛
泽东思想。一脉相承，引领中国探索前行；

二是湖南人有精神，忧乐精神、尚武精神、实事
求是、追求真理、勇于变革的精神。楚蛮性格、宗教
情怀，还有楚辞汉赋唐风带来的绮丽隽永的文学艺
术，从屈原到贾谊、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他
们留下的千百诗篇滋养着湖南的读书人，孕育着刚
柔兼济、忧乐万家的湖湘情韵；

三是湖南人的血性。与自然的磨合造就了湖
南人坚强勇敢的性格，历史变迁中的征战锻炼了湘
人的战斗性格。

先天下后自己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
即为苍生、社稷、人民。范公把国家和人民摆
在了前面，这里就体现了一个大我和小我，先
天下后自己的思想。

目前，忧乐文化还没有成为一个相对稳定的概
念，但忧乐精神相对提得比较多。文化和精神还是

有差别的，精神更多的反映是精神状态、价值选择
和气质性格；文化则更宽泛一些。那么，“忧乐精
神”从哪儿来的呢？岳阳提出这个思想，应该说和
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有很大的关系。岳阳楼是天
下名楼，《岳阳楼记》是天下名篇，以此作为一个精
神传承，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忧”和“乐”连在一起，应该说是从《岳阳楼记》
才开始的。在这以前，“忧”和“乐”是两个分开的概
念，范仲淹把它们放在一起，既有修辞上的美感，又
有哲理上的升华，审美愉悦和哲思开悟，《岳阳楼
记》千古传诵，岳阳和岳阳文化也受益匪浅。如《岳
阳楼记》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
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最
后得出结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这是一个很完整的思想，而且很美的一篇诗
歌散文，也是范仲淹的一个创造。

从字面上解释，“忧”和“乐”实际上并不深奥，
它是指忧伤和快乐。快乐这个词世界通用的，在英
文叫作 happiness，是幸福、快乐的意思。忧伤指的
是不好的遭遇、不好的心情。忧伤和快乐本来是分
开的、个人的私事，范仲淹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
把忧和乐联系起来了。同时赋予了道德意义，这个
道德意义就是个人的忧伤与国家、人民的命运和遭
遇是相联系的，而且这个联系很重要。谁忧谁乐？
孰先孰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
下即为苍生、社稷、人民。范公把国家和人民摆在
了前面，这里就体现了一个大我和小我，先天下后
自己的思想。

忧和乐统一于“诚”“仁”

忧乐精神与湖湘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融
为一体的，它是这种大文化中的一种精神。而
这种精神不是一个小的技巧，它是贯穿于儒家
仁爱始终，达到“天人合一，物我一体”通达的
思想境界。

“忧乐精神”与跟湖湘文化有着什么关系呢？
这个联系不是直接看得出来的。范仲淹不是湖南
人，但是《岳阳楼记》写的是湖南名胜，忧乐精神在
湖南传播，进入湖湘文化范畴，这是没错的。但这
只是第一个层次，紧接着我们发现，范仲淹对忧和
乐的阐述实际是对古代仁爱思想的继承。《岳阳楼
记》写到，“嗟夫！予尝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
为，何哉？”他希望世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于
物，于己，于君，于民，如何处理？追求“古仁人之
心”，除了道德之外，范仲淹讲忧和乐追问到有儒家
文化的基本精神。

儒家文化首先是一个价值系统，这个系统的核
心是“仁”，这个系统的主体是“心”，人心。别人问
孔子什么是“仁”，孔子每次说的都不一样，从来没
有给“仁”下一个准确的定义。千年之后的一个湖
南人，周敦颐，对“仁”的含义进行了极有价值的阐
发，黄宗羲说他“破千年之暗”。周敦颐写了《太极
图说》，对中国的儒学进行了一场革命。而这场革
命是从“颜回之乐”这个典故开始的。孔子最得意
的弟子颜回在简陋的小巷子，虽吃着粗茶淡饭，睡
觉时枕在自己的胳膊上，但是不改其乐。子曰：“贤
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
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程颢和程颐说，周敦颐就
是讲这个故事，把二人带进了理学。儒家文化开始
时是“实践的”“感性的”文化，到了宋朝，走向哲学
和理性。“颜回之乐”这个典故承载着理学的核心思
想，成为从宋到明清儒学发展的重要思想线索。

范仲淹的“乐”与颜回之“乐”有关系吗？实际
上颜回之乐即是范仲淹之乐，皆是“古仁人之心”的
追求。范仲淹生于公元 989 年，20 多年后的 1017
年，宋明理学之开端者周敦颐出生了。我们不知道
周敦颐是不是读了范仲淹的诗，但范仲淹在自己的

诗《睢阳学舍书怀》中写道：“瓢思颜子心还乐，琴遇
钟君恨即销。”表达了他追求的是颜回的乐。颜回
之乐把周敦颐和范仲淹这两代思想家联系起来了，
把千年文脉联系起来了，把忧乐精神与湖湘文化联
系起来了。

周敦颐开创的理学文化，即是湖湘文化的高峰
也是儒家文化正宗，“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诚”统合了“忧”与“乐”两个思想。在理学系统内，
周敦颐认为忧和乐都体现了一个“诚”字，从孔子、
孟子，以及思孟学派提到的“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
人之道也”，他们都认为“诚”是儒家文化“仁”的根
本，那么理学就以诚为本体。这个本体与忧乐的关
系是，忧与乐统一于诚。当一个人诚的时候，此心
光明，王阳明说：“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
吾一体者也。”与万物一体，就达到了神圣的、快乐
的境界，这就是至高无上的乐，这就跟佛教里讲的
涅槃、西方讲的超脱一样，达到了乐的最高境界，这
个时候人是真正的快乐的。

范仲淹可能是无心插柳，把颜回之乐写进了
《岳阳楼记》。周敦颐把它接过来（不能说继承，因
为我没有根据），接着对忧和乐进行阐述，成为儒家
的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实际上，忧乐精神与
湖湘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融为一体的，它是这种
大文化中的一种精神。而这种精神不是一个小的
技巧，它是贯穿于儒家仁爱始终，达到“天人合一，
物我一体”通达的思想境界。所以当一个人‘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时候，他是真乐，
是大乐，是达到了乐的最高境界。

诚即仁，忧和乐统一于诚，统一于仁，这样的思
想就是一种哲学、气象，不仅仅是一个“先忧后乐”的
道德问题，它是一个本体的问题，物我的关系问题。

进阶价值体系和哲学体系

忧乐精神也好，先忧天下也好，它是一个价
值体系，后来经过周敦颐理学的发展，变成了
一个哲学体系、信仰体系，忧乐进入一个更高
的层面。

忧乐精神实际上成了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现在不好说是主流，但是湖湘文化的一个重要
特色是忧患意识。忧患意识从屈原、贾谊，到后来
的柳宗元、刘禹锡，以及后来所有到湖南来的文人，
他们都抱有强烈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是有历
史背景的。在古代，湖湘是荒蛮之地，战争频仍，自
然灾害频发，再加上是偏远之地，成了朝廷安置贬
谪官员的首选之所，大量文人流寓至此，从而形成
独特的“流寓文化”。这种文化带来的都是忧伤的
基调，有浓郁的忧患意识和悲情意识，所以湖湘文
化里面渗入了这种意识，所以我们在总结湖湘文化
的时候，先提出来“先忧天下”，就是一个“忧”字打
头。忧乐精神也好，先忧天下也好，它是一个价值
体系，后来经过周敦颐理学的发展，变成了一个哲
学体系、信仰体系，忧乐进入一个更高的体系，后来
才有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的
王船山几十年为了民族主义的思想，在深山老林里
写作；才有了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
人士谭嗣同义无反顾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才有近
代黄兴、蔡锷、毛泽东那么多革命的先烈和先贤，英雄
和豪杰，他们的忧患意识、忧乐精神就是为了人民、为
了天下，忧乐精神是一直渗透在湖湘文化里的。这些
重要的代表人物，使忧乐精神得到深化、升华，使这种
价值观非常深刻地体现了理学的“内圣外王”，达到

“天人合一”，达到了物我合一。
《岳阳楼记》本身有很强的感染力，再加上后

来湖湘文化中所体现出强烈的“先天下后自己”的忧
患意识，慢慢地就形成了湘人的这样一种精神。所
以，忧乐精神最后升华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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