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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林
中华孔子学会理

事、先锋教育督教、河南
省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副
主任、河南儒学文化促
进会副会长、河南省民
办教育协会基础教育工
作委员会副理事长。

郑州晚报：您怎么看待现阶段的中国教育。
任晓林：我们回顾一下近100年的中国教育，从辛亥

革命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社会意识把我国清末科技的落
后归罪于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阻碍，各个阶层逐渐开始学
习西方教育。这100年间，我们全身心吸收西方文化复兴以
来的政治、思想、经济、科技、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成果，并且表
现得非常虔诚和积极主动。

郑州晚报：这种全面的学习存在什么优势和弊端。
任晓林：这种学习成果的优势表现在，我们不断学习

西方的文明成果，推进了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为百姓提供

了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增强了国力。伴随着经济发展、
物质生活的满足，思想层面的人性关怀和尊重得到复苏，
表现出人民开始有了民主、平等、自由的公民意识。

弊端是，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民族是在否定和抛弃
自己文化、割裂民族历史而强大、崛起发展的！如国家命运的
特殊时期，部分大家批判甚至全盘否定中国文化，曾提出废除
汉字，把汉字拉丁化、拼音化。（据资料显示：民国时期，编制注
音字母拼读汉语。新文化运动的一些知识分子曾主张废除汉
字，比如鲁迅等提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的说法。）导致了国
内的思想混乱、文化缺失，生命个体信仰危机、心灵空虚。

上世纪60年代中国传统文化在欧洲兴起

郑州晚报：传统文化现阶段出现了断层，国外则如何
看待传统文化。

任晓林：欧洲关注文化的大都是精英层，社会大众普
遍只关注现实问题，美国的精英层则是站在宗教文明文
化和现代科技文明深层裂痕上进行思考。文艺复兴时
期，大量的宗教组织迫害科学家的事件，造成宗教文化文
明和现代文明不能调和，其实不是西方传统文化文明乃
至宗教有问题，而是部分宗教组织有问题。后期，政府组
织、科学家、社会学家等精英层便开始思考、寻找真正的

人类信仰。
上世纪 60年代开始，中国传统文化在欧洲兴起，三

大标志性事件是，1984年孔子青铜塑像落户纽约唐人街；
美国 1971年立法规定孔子诞辰9月28日为教师节；世界
教科文组织把孔子列为影响世界进程的十大名人之首，将
孔子诞辰定为“世界教师节”。同时，1988年诺贝尔奖得主
齐聚巴黎会议时，瑞典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汉内斯·
阿尔文博士说：“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00年前，到
孔夫子那里去汲取智慧。”

郑州晚报：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积淀较深，如何
做到贯通中西文化。

任晓林：15 世纪，欧洲历史出现了“黑暗的中世
纪”，宗教组织唯神论奴役社会大众，唤醒激发了人文
复兴和科技发展。经历了 300 年至 500 年，从唯神论过
渡到唯人权，社会开始进入崇尚自由平等、无止境满足
物质需求、个人私欲、缺乏信仰和道德底线的时代。中
国则是在改革开放后，全面学习科学技术带来市场经
济的繁荣、物质生活的满足后，社会矛盾开始逐渐加
剧、道德滑坡、仁义缺失。

这个时期，中国传统文化是惟一可让人类在有基本
道德信仰人性的基础上，和现代科技文明协调可持续发
展的一种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周朝就成熟到以人为
本，参天地而化育，注重天地意识和自然规律。以孔孟学

说为代表，孔子“述而不作”，整理了上古天地人和谐的人
类与天地万物共存共荣生存智慧。目前，西方社会是处
于满足一己私欲的唯人权状态，但精英层则是唯神论，两
者无法调和。从唯神到唯人，通过以儒家为首的天人合
一人文思想，儒释道精神融合互为补充，可匡正儒释道耶
回五大文明及信仰的偏差和冲突，抑制现代科技物质文
明发展对人类赖以生存地球及自然的掠夺和破坏。

现阶段，人类正在因无限贪欲不停对自然进行掠
夺和破坏，如石油开采、碳排放量加剧等。美国前副
总统戈尔曾在演讲上说，“近 10 年科技发展对自然的
破坏相当于人类历史上 40 年对自然的破坏，近 40 年
对环境的掠夺相当于历史上 2000 年对地球环境的掠
夺。”全社会太需要天地和谐，保持物质文明和科学
技术在人性和道德指导下的和谐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传
承的简易之道

郑州晚报：中国传统文化
的传承有什么切实可行的方
法。

任晓林：任何一个国家的
文化传承都是教育为先，《礼记·
学记》第一句就提到“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建立一个国家，让
国民安居乐业、人人君子，首要
任务是教学，这两个字是分开解
读的“教”和“学”。教育的使命
如果只单纯的做到传播知识和
技能，是舍本逐末，应是起到传
播文化、传承文明的作用。中原
文化复兴，也只有靠教育才能把
文明的道德精神落实到实处。

目前，社会特别流行打造学
习型社会，学习型政府，可如何
让社会各个阶层学习为人之道，
做事之道？学，不仅仅是学知
识，更重要的是学礼义仁智信的
君子。中国有两千年不变且最
简易的教材，以《四书》为代表的
儒家经典，字数很少，简单易学
却博大精深。

郑州晚报：推崇传统文化
和常规教育并行，会不会加重
孩子的负担。

任晓林：先锋教育 15年的
探索，是在一线当中接触中西教
育，以教育这种载体弘扬以儒家
为主的中华文化。尊重孩子生
理规律，与现代社会科技知识教
育相融合。让孩子从幼儿时诵
读经典，不但不会增加孩子负
担，反而能开发学生智力，是建
立国际化人文素养最简单的方
法。我们的教育模式，弥补了现
代社会中西教育中重知识、重科
技、忽视人性教育的缺失。

中原地区可以率先打造一
个中西文化融合，人类天地和谐
崭新的教育体系、教育思想和社
会模式，把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
为本的人文思想与现代科技教
育有效融合，将会启动人类文明
教育的新纪元。

先锋教育
小学部首届英
语广场比赛

郑州晚报：中原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起到怎样的
作用？

任晓林：中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从表层看，
它是一种地域文化，从深层看，它又不是一般的地域文
化，而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在中华文化
发展史上占有突出地位。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政治、宗教、
经济科技文明的同时，中原文化也在不断汲取世界的前沿

文明成果，比如我们已经吸纳了很多500强企业。如何与
几千年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打造中华文明共有的精神家
园，应还是以人为本。西方文化需要本土化，中原文化需
要现代化，让源远流长、内涵丰富、光辉灿烂的中原文化成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新摇篮和新起点，最重要的是找到文化
根源，发掘对生命、人性、天地万物的尊重和终极关怀，这
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目的。

去 年 9 月 28
日，国务院出台《关
于支持河南省加快
建设中原经济区的
指导意见》，明确将
打造“华夏历史文
明传承创新区”作
为五大战略定位之
一提了出来。这是现
阶段全国出台的按区
域性功能发展的规划
中，中原经济区有别
于其他经济区特殊之
处，同时也是我们国
家在主题功能区域当
中惟一明确了它的
传承文化使命和功
能的经济区域。

作 为 文 化 传
承的实践者、新儒
者，先锋教育督教任
晓林创立的倡导国学
理念为主导的学校
教育，其教育方法和
内容多与常规不同，
但学生趋之若鹜。
已成为国内乃至华
人圈弘扬传统文化
的一面旗帜，也是国
内首家最大的传承国
学的基础教育机构，
对于中原历史文明
传承的深远意义，他
与本报进行了一次
探寻历史背景的
深层次对话。

记者 王翠 文/图

问道儒家教育传承华夏文明
——访国学教育实践者、新儒者、先锋教育督教任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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