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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希希执导《武训大传》
要与演员到山东体验生活

从2006年开始向《百家讲坛》“靠拢”，几经
周折直到现在，终于才有了正式露脸的机会。
傅佩荣透露称，下月底，他将在《百家讲坛》开讲
《孟子》，一共 9集，年初已经完成了全部录制。
虽然“露脸”的机会来之不易，但说起《百家讲
坛》的“下坡路”现状，傅佩荣毫不客气，他表示，
目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热起来了，但是《百
家讲坛》的传播方式已经不能再适应大众的需
要，问题出在讲坛传播国学“段位”太低。

“《百家讲坛》最初为了招来观众，用故事吸
引人，将学术娱乐化。其实能做到这样并没什
么不好，总比整天去追娱乐明星好。”傅佩荣说，
观众有了兴趣，这才完成了第一步，主讲人第二

步要深入经典，“不要老是讲笑话说书，而要深
入研究经典拿出依据。”现在一些学术明星之所
以受到诟病，《百家讲坛》之所以成为“病人”，就
是因为没有做到这第二步，只是说笑话哗众取
宠。“比如讲孔子，之前的主讲人只提到孔子说
了什么，做了什么，却不告诉大家孔子为何这么
说、这么做。”傅佩荣表示，他讲《孟子》时要做的
就是第二步，哪怕观众不喜欢听，他也绝不哗众
取宠，因为在他眼里，学术终究还是属于小众的
东西。傅佩荣还说，他认为最重要的阶段在于
第三阶段，那就是改变生活，“原来计较的人变
得不计较了，这国学就成功了”。

徐力

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公布

“杞人忧天”传说榜上有名
昨日，省文化厅正式公布第二批河南

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此
次扩展项目共涉及民间文学、传统美术、传
统音乐、曲艺、传统体育、传统医药等门类，
共 152项，合并后为 125项，其中包括中牟
县申报的杞人忧天传说等民间文学14项；
郑州市管城区申报的猴加官等传统美术
12项；兰考县申办的卧拐秧歌等传统舞蹈
23项；武陟县申报的大辫戏等传统戏剧13
项；开封市申报的石锁等传统体育、游艺与
竞技12项，义兴牌匾制作技艺等传统技艺
34项；新密市申报的新密溱洧婚俗等民俗
13项等。 晚报记者 杨宜锦

台湾著名国学台湾著名国学大师傅佩荣“把脉”《百家讲坛》大师傅佩荣“把脉”《百家讲坛》

讲国讲国学学
不能一味说笑话不能一味说笑话
出身哲学系的傅佩荣，曾师从著名哲学大

师方东美，其后远赴欧美，以耶鲁大学哲学博
士身份，给西方人讲了两年《论语》。在台湾大
学哲学系开课17年座无虚席，受教者逾万人。

早在 2006年，傅佩荣曾应邀去《百家讲坛》
试讲两集《易经》，然而由于“有迷信倾向”最终夭
折。后来他又准备开讲《论语》，结果半路上杀出
来一个于丹。“原计划请于丹讲7集，我讲30集，
每一集的题目都已定好，结果于丹的一播出就轰
动了，人家说，你就不用讲了。”再提被PK出局的
旧事，傅佩荣非常坦然，他非常佩服于丹的口才

和辞藻，但两人的演讲完全是两种风格，“于丹
是比较随机的，几句话有所感悟，就用生动的
故事、比喻来加以阐述，一般人看起来喜欢，觉
得有意思；我不是随机选择，而是作整体研究，
等研究有了完整的、系统的理解，再设法把它
用浅显的方式表达出来，这个对比一下就知
道。”傅佩荣说他曾经和于丹见过一面，两人相
谈甚欢：“于丹非常有分寸，她很清楚自己的长
处在文学造诣上，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
想，她只是作为爱好涉及。换句话说，于丹更
吸引人的是她的人格魅力，而非学术研究。”

被于丹“挤”出讲坛：我不如她感性

评《百家讲坛》：不能光是娱乐化

《 百 家 讲
坛》可谓大红大
紫，但鲜为人知
的是，登坛亮相
的主讲人其实
都是从诸多学
者 中 PK 胜 出
的 ，而 当 年 被

“学术超女”于
丹“斩落马下”
的就有台湾著
名的国学大师
傅佩荣。昨日，
应山东卫视邀
请，傅佩荣在北
川中学和杜甫
草堂设坛开讲。

著名导演高希希将执导由作家瞿旋创
作的《武训大传》改编而成的同名电视连续
剧。昨日，正在执导《三国》的高希希接受
记者电话采访。“几天前，在拍摄《三国》的
繁忙中把《武训大传》看了，因为作品写得
很扎实，很好看，所以不累。武训的身上体
现了中国文化的很多侧面，有深度也有难
度。同时，武训的家乡和山东人的性格都
很迷人，急公好义而又豪爽直率，经常有饿
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故事发生。”至于演员
的选择，高希希表示，“他要脚踏实地，与我
一起去山东体验生活，要把影片做透，体验
山东给我们带来的东西。”

日前，新版《三国》剧组在浙江永康杨
溪水库拍外景，因留下大量生活垃圾和油
污被管理部门紧急叫停。对此，高希希昨
天解释说：“现在国家环保总局联合省环保
局和地方上的环保部门共同调查后，出具
了一个检测报告，证明水源没有受到污
染。”高希希称剧组也已经在4月21日撤出
了景区。高希希称这次闹出“环保事件”是
件好事，因为当地水源附近原本就有很多
小餐馆，水里乱扔啤酒瓶、垃圾等，媒体曝
光会促使有关部门对其进行整治。

晚报记者 杨宜锦

抨击现行学术制度——

易中天：
学术作假，管理体制有责

“高校像个养鸡场。”易中天此言近日
在网上广为传播。昨日，为第十九届全国
图书博览会助阵的易中天，称“这句话源头
不在我这里”，“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很早以
前就写过一篇文章《学校不是养鸡场》”，只
不过易中天本人是这个观点的拥趸者之
一。“高校对学术论文也量化管理，实在有
点可笑。这就像定期数数母鸡下了几个
蛋，还规定好你下在哪个窝里。”

学术管理不能“逼良为娼”
之所以认真“澄清”观点“源头”，易中

天戏称是为了规避“剽窃”嫌疑。现在高校
论文剽窃、学术作假的消息，时不时进入公
众视野。这在易中天看来，“现行学术管理
体制，难辞其咎”，义愤之余，他甚至用了

“逼良为娼”一词。“你规定每个人在多长时
间内得发多少论文，得发在什么级别的刊
物上，这跟办养鸡场，数母鸡下蛋没什么区
别。这是‘地主老财’似的思维。”

易中天说：“写论文，得先有研究，有心
得，后才有论文。”他理想的状态，是“这段时
间暂时没有心得，就不要硬写论文。否则，
你要人怎么办？最坏的，当然是‘剽窃’；还
有一种可能有人觉得不怎么坏的，就是‘平
庸’；还有一种是人文领域的人干的，不剽
窃，还标新立异，颇有‘创见’——那就是

‘胡说’”。言及旧语“板凳要坐十年冷，文
章不写半句空”，易中天不无苦涩：“你天天
数着鸡下几个蛋，还说你怎么不下个创新
型的蛋？”

不要怕教师在学术上“混日子”
理想的学术管理体制与学术环境，在

易中天眼中当属“蔡元培时代”。“得先有
宽松的学术环境，后才能言学术成果。在
这一点上，我绝对推崇‘无为而治’。蔡元
培当年怎么办北大的？独立之志向，自由
之精神。留过洋的‘海龟’，没留过洋的

‘土鳖’，等同视之。他数过鸡蛋吗？学风
不是监督出来的，是呵护和培育出来的。
真正的学术人才不是所谓的机制打造出来
的，能不被扼杀就是万幸。”

易中天甚至称：“高校要有一种胸怀，
不要怕教师在学术上‘混日子’。教师是干
什么的？上课是基本要求。上好课，别的
他不想做就不做嘛。泱泱大国，现在也都
是‘泱泱大校’，有人在学术上偷偷懒，你就
这么容不下？别为了这些人，把真正想做
学问的人空间也给弄没了。真正意义上的
学者，就会有学术抱负，就会有学术自觉，
他们完全用不着督促和监督，你不要他们
搞研究都难啊。” 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