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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历史文库是由中国出版集团旗下：商

务印书馆、东方出版中心、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联合打造的大型译丛系国家出版基金项

目。旨在全面介绍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从古至

今的历史，以国别史为主体，辅以地区史、海

洋史、断代史和全球通史，所选原本都是国

外的口碑之作。与国内其他同类历史书籍相

比，本套译丛的特点在于，不仅保证“常规动

作”，收录了一向广受瞩目的大国史、全球史和

断代史，又补足了在国内属于稀缺品种的若干

国别史。不仅保障了版本的权威、译者的权威

和出版者的权威；同时填补了地区史、海洋史

和小国史的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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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之殇
文 l 王萍   图 l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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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朋友圈里有两份名单频繁转发。

第一份名单是：傅以浙、王式丹、毕沅、林召棠、刘

子壮、陈沆……请问这些人中你听说过的有几个？据调

查，被问到的10个人中，说一个都没听过的就有7个！

第二份名单是：吴敬梓、蒲松龄、洪升、袁世凯……

这些人每一个都赫赫有名，怎么会不认识！

殊不知，这第一份名单里的人都是清朝状元，而第

二份名单，却几乎全是清朝的落第才子！何以落第才子名

垂青史，而获得体制认可的状元，却被淹没在历史的尘

埃里？历史是最好的解说家，它为我们还原了一个赤裸

裸的真相：清朝的教育出现了问题。

清朝腐朽的教育制度直接导致社会思想的僵化和

扁平化，这不仅阻碍民族的发展，也为敌国的入侵提供

了可能性。《甲午殇思》的作者之一，国防大学政委、空

军上将刘亚洲说：“只有教育的革命，才会带来思想的

革命。尤其是军队，它是更需要思想的，对一支军队而

言，思想才是真正的杀手锏。”一支没有思想，没有战斗

力，没有凝聚力，没有信仰与道德的军队，只能是一盘散

沙。很可惜，当时的清政府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有人

说，甲午之败是文化之败。

中华文化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春秋时期，中国人性

格阳刚勇武，思想活跃，迸发出强大的进取精神和创造

力，慷慨悲歌之士仗剑神州、行侠四方。与之相得益彰的

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洋洋大观！那

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

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等。

然而，到了清朝，“信、义、仁”完全被弄丢了，取而代

之的是盲目自大、自我陶醉和自我封闭。从顺治初年到

康熙二十三年（1684），多次下达了禁海令，“不许片板下

海”，“不许片帆入口”，在西方角逐海上的时候却完全背

向了海洋。1793年，乾隆对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带来的先进

武器不屑一顾，说出“天朝无所不有”的豪言壮语。50年

后，面对纷至沓来的列强，道光不知道英国位于何方。中

国仍然沉睡在自我想象的世界中心，迷惑于旧习，夸耀于

历史。

而日本，它是个酷爱学习的民族，谁强跟谁学，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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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叔同一生业绩为世人所称道。他擅书法、通丹

青、工诗词、达音律、擅金石、精演艺，是位多才多艺、学

贯中西的文艺大家，博学多能，驰誉当世。同时他又是一

位最具德行的律宗高僧，戒行精严，为国内外缁素所皈

仰，可谓是我国历史长河中的一位非凡人物。手头的这本

《李叔同致刘质平书信集》（墨迹珍藏本）所收集的“李

叔同致刘质平书信”，从1915年刘质平于浙江一师就读期

间因病回老家休养而通信起，直至1942年弘一法师圆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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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得有模有样。当年它被唐朝打败之后，立即派出大批

遣唐使，那时的日本，弥漫的是一股唐化之风。二战结束

后，东京的废墟瓦砾还没清除干净，裕仁天皇就签发了向

美国派出留学生的诏令。所以，明治维新短短的30多年

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并不让人惊讶。日

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

决，清朝怎么能赢？

皮明勇少将的文章《甲午战争：“文化力”的比拼》也

令人警醒。他说，甲午中日两军海陆厮杀，完胜完败，原

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文化

力”的差异。曾经亲历这场战争的英国人泰莱说：“此役

非中国与日本战，实李鸿章与日本战，大多数中国人于战

事尚懵然无知也。”清朝散而不聚，焉能不败？

“战争的精华，却不是胜利，而是在于文化命运的

展开。”西方哲学家斯宾格勒的这句话道出了战争与文化

关系的实质。也就是说，战争不仅仅是武力之战，也是文

化力之战，是思想、观念和灵魂的较量。

发生在120年前的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

道惨痛的伤痕，令人在无法驱散的硝烟中悲不自胜。追根

溯源，甲午之败是文化之败。中国要强大，首先要成为一

个文化强国，因此笔者尤其赞成柳传志所说的：中国90后

的男孩子们如果有一半人喜欢读《甲午殇思》这类的历

史书，年轻的中国人的梦就会不仅仅是挣钱、娶媳妇过日

子，除了浪漫之外还会增加了阳刚之气，中国就有希望！

后的一纸遗嘱止，共九十二通，时间跨度为二十七年。

通观这些书札，禅意和师徒间的情义于笔墨间时

隐时现，虽然所言皆为日常琐事，然字里行间，仍涉及一

些处世待人、修身养性之人生道理。尽管李叔同才气横

溢、艺兼多能，但他却从不恃才傲物，而是温和静穆、春

风化雨。他时常告诫弟子曰“应使文艺以人传，不可人以

文艺传”，并始终忠实于自己的信仰，身体力行，以人格魅

力和严谨自律的人生态度影响着刘质平。从更多的一些

琐事嘱托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李叔同对刘质平的谆谆爱

心，以及他进入佛门前后的心路历程，这些犹如沁人清

泉缓缓流入观者心间。

常言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李叔同和刘质平，一

个是“慧眼识金”，一个是“善根深厚”。他们师生之间

的交往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用佛教的观点说，应该

前世就有很深的因缘，今生才有这样的结果。也许前世

太遥远，我们都喝了孟婆汤，不再记得这些过往，只有今

生如此清晰。李叔同和刘质平情同父子的师生之谊，在

岁月的颠沛流离中凝聚成缓慢的河流，他和他在河的两

岸，相对无言……

一个是“慧眼识金”，一个是“善根深厚”
文 l 欣倍   图 l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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