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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铁山

哲学家海德格尔认为，语言
是存在的家，词语的破碎处，万
物难以存在。承载着五千年文化
底蕴的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世
界文化宝库中的瑰宝，就在于中
华民族造就了典雅语言。

什么是典雅语言？所谓典，本
义指的是“重要的文献、典籍”，引
申为“庄重高雅”的含义；所谓雅，
指的是“正”，合乎规范道义。典雅
语言，是指由中华民族所创造或构
建的诗化、艺术化且富有感染力的
语言，是一种凝练、浓缩了中华哲
学思想、人文精神、思维方式、价值
观念的“正言、美言”。这种语言不
仅规范合宜、表达得体、内容高雅，
还彰显了人良善的德性修养、谦恭
的交往态度、诗意的语言艺术，表
达出含蓄蕴藉、耐人寻味的审美效
果。

作为中华文明重要精神标识
的典雅语言，是怎样产生的呢？
这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
予以诠释。马克思认为，实践是
连接自然界与人的纽带，促使人
成为社会“类”的存在，且学会
按照“美”的尺度塑造自己。中
华民族先祖栖居的地方大多在黄
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自然发展以
农业为基础的经济模式，进而形
成农耕文明。这种文明建构的是
一 种 人 与 自 然 和 谐 共 生 的 世 界
观。在这样的文明背景下，典雅
语言应运而生。它不仅反映了人
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也体现了中
华 民 族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追 求 和 向
往。典雅语言的形成，是中华民
族长期社会实践的产物，是历史

长河中不断积累和沉淀的结果。
蕴 含 着 “ 君 子 安 雅 ” 的 价 值 取
向 、“ 民 胞 物 与 ” 的 诗 意 情 怀 、

“天人合一”的哲学智慧，以及
“比德喻志”的言说艺术，是中华
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文明
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关键所在。

将典雅语言创新性运
用于“中华文明标识”“中国
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建设

就个人修养而言，正如 《周
易·系辞上》 所云：“君子居其
室 ， 出 其 言 善 ， 则 千 里 之 外 应
之，况其迩者乎？出其言不善，
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
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
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枢机。”一
个人的言谈举止直接反映了他的
内心世界，尤其是内在的道德修
养 和 文 化 水 平 。 要 做 到 言 之 成
理、言之有效，关键在于人与语
言散发德性的光辉。贯穿其中的
一条红线就是马克思主义信仰、
共产主义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信念以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个人的语言表达，无论何时何地
通篇闪耀着信仰的光辉、真理的
光辉、修养的光辉。除此以外，
还需要修养谦恭交往的习惯。说
话者与倾听者建构的不是主客体
对立的关系，而是真诚合作、彼
此理解地进行对话、协商的主体
间关系。这种习惯的养成，不仅
要求个体掌握和运用敬辞、礼貌
语的习惯，还要求个体对自己的
语言表达有高度的自我意识。借
助典雅语言，个体可以更好地表
达自己的情感和意图，增强自我
意 识 。 在 语 言 表 达 活 动 中 秉 持

“慎言笃行”的原则，善于控制自
己的情绪反应，避免冲动和不当
的 言 行 。 再 者 ， 习 得 “ 以 诗 言
志、设境兴志、比德喻志”的诗
意语言表达艺术。习近平总书记
就是运用典雅语言的典型代表，
他在诸多场合中巧妙运用修辞、
经典诗句以及大量比喻，形成含
蓄蕴藉、形象生动、直抵人心的

“习式雅言风格”。

发挥典雅语言社会治
理效能，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孔 子 在 《论 语 · 泰 伯》 中
说 ，“ 兴 于 诗 ， 立 于 礼 ， 成 于
乐”。诗是情感的表达，礼是行为
的规范，乐是精神的陶冶。在社
会治理中，通过诗的教化作用，
可以激发人们的道德情感，提升
个人修养；礼的规范作用，有助
于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促进人
际的相互尊重与合作；乐的陶冶
作用，则能够丰富人们的精神世
界，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三者相
互作用，共同推动社会的文明进
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孔子在谈到
诗的价值功能时，还视 《诗》 为
言 说 的 本 体 。“ 不 学 诗 ， 无 以
言”。诗是典雅语言一种主要的表
达方式，其价值不仅体现在“多
识草木虫鱼之名”，更体现在“迩
之事父，远之事君”的社会和谐
治理等方面。这也就意味着典雅
语言有助于人与人更好地沟通和
理解，减少误解和冲突，从而促
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在国际交流中，以典雅
语言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
国故事

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爱好
和平、知书达理的民族，其民族
性格呈现出温文尔雅的特质，其
文化传统中蕴含着“和为贵”的
理念。一个民族往往是通过语言
归属特定的社会群体，来获得身
份认同和自尊。大力弘扬典雅语
言，无论个体还是群体，可以展
示 自 己 属 于 中 华 优 秀 文 化 和 知
性 雅 致 的 群 体 ， 增 强 群 体 的 文
化 认 同 感 、 自 信 心 ， 提 升 个 体
的 自 尊 心 、 归 属 感 。 典 雅 语 言
在 国 际 交 流 中 的 运 用 ， 不 仅 能
够 展 现 中 华 文 化 的 独 特 魅 力 ，
还 能 够 促 进 不 同 文 化 之 间 的 相
互 理 解 和 尊 重 。 通 过 典 雅 语 言
的 交 流 ， 可 以 向 世 界 传 递 中 国
的 声 音 ， 展 示 中 国 的 发 展 成 就
和 文 化 自 信 ， 从 而 在 国 际 舞 台
上 树 立 起 积 极 、 开 放 、 包 容 、
文 明 的 国 家 形 象 。 同 时 ， 典 雅
语 言 的 运 用 也 能 够 帮 助 国 际 社
会 更 好 地 理 解 中 国 的 政 策 主 张
和 发 展 道 路 ， 为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贡 献 中 国 智 慧 和 中 国 方
案。

回归先秦，感受诸子的儒雅
气度；穿越汉唐，体验盛世的文
雅风骨；立足当下，修养自身的
高雅言行⋯⋯在创造性转化优秀
传统文化并进行创新性发展的背
景下，是时候复活民族语言的高
贵与从容，让典雅语言挺起中国
人的脊梁，谱写新时代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的诗篇。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
目 （23VSZ111） 阶段成果，作
者系宁波大学教授、浙江省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中心研究员］

典雅语言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标识

王厚明

清代 《宋稗类钞》 记载了
一 则 清 官 巧 断 家 务 事 的 故
事 。 宋 真 宗 时 期 ， 有 皇 亲 国
戚 两 家 人 ， 因 财 产 分 割 问 题
起 了 纠 纷 而 互 相 诉 讼 。 宰 相
张 齐 贤 得 知 此 事 后 ， 对 皇 上
说：“这个不是御史台所能解
决的，请求让臣下来处理。”宋
真宗应允了他。于是张齐贤端
坐在相府内，召来诉讼的两家
人问道：“你们都认为对方分的
财产多，自己分得少吗？”“是
的。”双方都这样回答。

张齐贤随即令人把他们的
诉讼请求记录下来，并让他们
详列财产清单，再找两名衙吏
监督，命令将甲家搬进乙家，
乙家搬进甲家，所有的财物都
不 能 动 ， 财 产 文 书 也 互 相 交
换 。 案 子 审 判 结 束 ， 双 方 都
无 话 可 说 ， 不 再 争 讼 。 第 二
天 张 齐 贤 向 皇 帝 奏 报 时 ， 宋
真宗赞赏道：“我就知道没有
你不能解决的难事。”

这则故事传递了古人处理
民 事 纠 纷 的 智 慧 ， 揭 示 了 人
与 社 会 关 系 的 深 刻 事 理 。 当
然 ， 我 们 更 应 以 换 位 思 考 主
动 避 免 冲 突 积 怨 ， 而 不 是 走
向“换舍止讼”的无话可说。

古今中外都不乏换位施治
的 有 效 举 措 。 春 秋 时 期 郑 国
子产“不毁乡校”，通过保留
民 间 议 政 场 所 ， 畅 通 统 治 阶
层 与 庶 民 的 互 动 交 流 ， 新 加
坡 组 屋 政 策 要 求 决 策 者 定 期
体 验 低 收 入 群 体 生 活 ， 日 本

“町内会”通过角色互换增进
社 区 理 解 ， 无 不 彰 显 了 通 过
换 位 思 考 实 现 良 政 善 治 的 重
要性。

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同样
需 要 换 位 体 验 的 制 度 设 计 。
明 代 徽 商 在 长 江 流 域 建 立

“ 客 籍 会 馆 ”， 强 制 新 入 行 者
经 历 脚 夫 、 账 房 、 掌 柜 三 重
身 份 轮 转 ； 1929 年 美 国 经 济
大 萧 条 时 期 ， 福 特 汽 车 推 行
高 管 与 流 水 线 工 人 周 薪 互 换
制度；“抖音”传播平台发起
的 “ 银 发 体 验 官 ” 项 目 ， 让

“00 后”程序员佩戴老年模拟
装 置 ， 产 品 适 老 化 改 进 效 率
提升了 4 倍。这些都印证了一
个 道 理 ： 换 位 体 验 是 企 业 赢

得 客 户 、 长 盛 不 衰 的 秘 诀 之
一。

在社会生活中，一些矛盾
和 纠 纷 的 产 生 ， 往 往 是 因 为
缺 少 换 位 思 考 的 共 情 。 有 这
样 一 个 故 事 ： 有 人 请 一 位 盲
人 朋 友 吃 饭 ， 夜 幕 降 临 盲 人
准 备 回 家 时 ， 主 人 为 他 点 上
一 个 灯 笼 。 盲 人 很 生 气 地
说：“我本来就看不见，你还
给 我 一 个 灯 笼 ， 这 不 是 嘲 笑
我 吗 ？” 主 人 说 ：“ 您 看 不
见 ， 别 人 看 得 见 ， 为 您 考 虑
我 才 点 个 灯 笼 ， 这 样 您 走 在
黑 夜 里 就 不 怕 被 别 人 撞 到
了。”

心理学关于共情力的理论
正 是 来 源 于 换 位 思 考 ， 共 情
要 求 不 能 仅 停 留 在 自 己 的 利
益 视 野 中 ， 还 要 学 会 从 他 人
的 立 场 和 角 度 去 审 视 问 题 ，
充 分 考 虑 对 方 的 感 受 ， 体 谅
他 人 的 难 处 ， 从 而 减 少 不 必
要 的 误 解 与 对 立 ， 以 寻 求 彼
此 接 受 的 方 案 。 正 如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世 界 文 化 多 样
性 宣 言 》 指 出 ， 对 话 需 要

“ 设 身 处 地 理 解 他 者 ” 的 胸
怀。

现实中，绝对的公平和均
等 是 不 存 在 的 ， 如 果 锱 铢 必
较 、 互 不 相 让 ， 只 能 激 化 矛
盾 、 刀 枪 相 见 。 解 决 之 道 古
已 有 之 ， 关 键 要 有 发 自 内 心
的 谦 让 之 心 、 友 善 之 情 。 当
我们抱着 300 多年前六尺巷相
互 礼 让 、 以 和 为 贵 的 谦 恭 ，
就 会 悄 然 化 解 怨 恨 过 结 ， 绽
放 “ 和 羹 之 美 ， 在 于 合 异 ”
的人性光辉。

“ 乐 人 之 乐 ， 人 亦 乐 其
乐 ； 忧 人 之 忧 ， 人 亦 忧 其
忧。”真正的格局，源自我们
对 他 人 、 对 世 界 的 深 刻 理 解
与 包 容 。 这 也 是 换 位 思 考 的
内 涵 和 境 界 所 在 。 当 换 位 思
考 转 化 为 一 种 人 格 品 质 ， 不
仅 是 一 份 己 所 不 欲 、 勿 施 于
人 的 体 贴 ， 更 是 一 份 将 心 比
心 、 以 心 换 心 的 善 良 。 在 这
个 价 值 立 场 、 生 活 背 景 、 成
长 经 历 、 行 为 动 机 多 元 各 异
的 时 代 ， 不 妨 多 一 些 换 位 思
考 与 理 解 包 容 ， 去 寻 求 美 人
之 美 、 美 美 与 共 的 灵 魂 共
识 ， 释 放 求 同 存 异 、 互 利 共
赢的开明豁达。

“换舍止讼”的智慧

陆 铭

近段时间，DeepSeek 的爆
火引发热议，一些地方发文反
思为何当地没有诞生如此现象
级的创新企业；公众热议“杭
州经验”，期待培育属于各地
的 “DeepSeek”。 我 认 为 ， 创
新没有模板，越是前沿创新领
域，创新的偶然性和未知性就
越强，只有企业家通过不断地
试 错 ， 才 能 够 发 现 创 新 的 机
遇。从这个意义上说，其他的
城市真正要学的，并不是在某
一个赛道上去重复杭州经验，
而 是 要 学 会 杭 州 的 “ 放 手 ”，
尽量不对企业的发展方向进行
干预，把创新空间留给企业和
企业家。与此同时，城市要通
过生活来留人，把城市的生活
品 质 打 造 好 ， 消 费 场 景 打 造
好，就有利于促进创新，吸引
人才。

城市在创新当中所起的作
用可以说至关重要，因为现代
创 新 需 要 知 识 的 积 累 以 及 创
造。于是就产生了城市创新的
四个特性。

一是城市的创新有某种偶
然 性 。 创 新 是 事 先 不 可 预 期
的，它突然地在人和人的交流
中，产生了某种奇妙的知识和
知识的组合。人和人之间的互
动交流，更高概率发生在城市
里，尤其是发生在城市人口高
密度的场合。

二是城市创新还有某种累
积性。历史上很多创新都不是
凭空而降的，而是某种产业的
发展或者知识积累的延续，比
如深圳的无人机产业，依赖的
是早期一些与轻型材料有关的
产业的发展，如羽毛球拍和钓
鱼竿的生产，这些都是创新的
累积性特征的表现。

三是城市创新的未知性。
这意味着创新的方向和路径难

以预知。很多我们事后看来的
创新，在事前没有计划，而是
某种知识的突变的结果。这种
突变的概率，更加可能产生在
那些长期有知识积累和人口集
聚的城市。

四是城市创新的集聚性。
由 于 需 要 人 和 人 之 间 进 行 交
流，创新就高度集中在城市，
并且特别集中在大城市，又特
别集中在大城市的中心城区。
尤其是一些以服务业为主的城
市，它的创新更加高度集中在
中心城区。

一 个 城 市 如 果 想 促 进 创
新，在城市中提供大量的第三
空间非常重要，但这往往会被
城市的建设者所忽视。

那么，创新是在城市的什
么地方产生的呢？大家很容易
想到的就是在实验室里、在教
授的办公室里。这当然也是对
的。但由于人和人之间的交流
对于创新的重要性，城市需要
有大量的第三空间 （如咖啡馆
等），让人们在交流的过程中
产生思想的碰撞，成为创新的
策源地。

因此，一个城市如果想促
进 创 新 ， 那 么 在 城 市 中 提 供
大 量 的 第 三 空 间 非 常 重 要 ，
但 这 往 往 会 被 城 市 的 建 设 者
所 忽 视 。 创 新 不 只 是 给 科 学
家 提 供 实 验 室 或 者 公 租 房 ，
还 要 打 造 更 多 吃 喝 玩 乐 的 场
所 ， 让 年 轻 人 在 吃 喝 玩 乐 的
过 程 当 中 促 进 交 流 ， 促 进 创
新 。 从 这 个 意 义 上 说 ， 消 费
也 具 有 了 生 产 性 。 所 以 ， 城
市 要 通 过 生 活 来 留 人 ， 把 城
市 的 生 活 品 质 打 造 好 ， 消 费
场 景 打 造 好 ， 就 有 利 于 促 进
创新，吸引人才。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为上海交大安泰经

管学院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
究院执行院长）

让第三空间
成为创新策源地

吴启钱

我在宁波地铁上观察到一个
有趣的现象：上下班高峰期，尽
管地铁车厢里常拥挤不堪，却相
对安静，这主要是因为乘客以年
轻人为主。而在非高峰时段，车
厢里乘客寥寥无几，却异常“喧
闹”，原因在于少了年轻人。这种
现象，在更加拥挤的杭州、上海
等地的地铁车厢中同样明显，甚
至在城市 CBD 的电梯里也大同小
异。

有人可能会说，这并不奇怪
啊，毕竟年轻人都在低头玩手机
呢。但事实上，如今的地铁车厢
里，几乎每个人都在使用手机。
关键的区别在于，大多数年轻人
戴着耳机，静静地听音频或轻声
交谈。而其他年龄段的乘客，相
对来说较少使用耳机，他们看视
频、打电话、聊天时，都既放任
自己大声说话，也“放任”手机
高分贝播放。

是的，区别就在耳机。
如果说，地铁车厢内的安静

与喧闹反映了文明程度的高低，
那么相较于其他年龄段的乘客，
年轻人显然表现得更为文明。而
这种文明的“缔造者”，竟是一副

小小的耳机。
吵闹可以被视为一种“城市

病”。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现
代城市中的噪声问题日益严重。
无论交通拥堵时的喇叭声，还是
建筑工地上的机械轰鸣，抑或夜
晚娱乐场所的喧嚣，都让城市居
民深受其扰。

长期处于嘈杂的环境中，不
仅会让人感到烦躁，影响情绪稳
定，还会对身体健康造成负面影
响。科学研究表明，持续的噪声
污 染 会 导 致 血 压 升 高 、 心 跳 加
速，增加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同
时，噪声还会干扰人的注意力，影
响工作效率和学习效果。哲学家叔
本华在《论噪音》中提到：“无法忍
受噪音的人，都是思想者。”

因此，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
渴望乡村生活，既为了亲近自然
的山清水秀，也为了逃离城市的
喧嚣嘈杂，成为一位“思想者”。
然而，对于大多数需要上班的人
来说，除了周末可以安排“乡村
一日游”，平时不得不与噪声“共
存”。

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
择戴上耳机。一方面，他们通过
戴耳机来降低自己发出的声音，
减少对他人的干扰；另一方面，

耳 机 也 帮 助 他 们 屏 蔽 周 围 的 嘈
杂，为自己创造一个相对安静的

“小环境”，即便在拥挤中也能保
持适当的个人空间。这既是对个
人的关怀，也是对公共空间的温
柔划分，体现了年轻人的自我意
识，更展现了对他人的尊重，是
文明素养的体现。

当然，“耳机文明”不仅仅体
现在安静上，还包括年轻人注重
隐私保护的现代意识。在日益繁
忙和复杂的现代社会中，隐私已
成为每个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 分 ， 它 关 系 到 个 人 尊 严 和 自
由。在地铁车厢等公共场所，无
论观看视频、微信语音聊天，还
是打电话，虽然带来了便利和效
率，但也存在严重的隐私泄露风
险，这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
的麻烦和纠纷，甚至可能引发安
全问题。

“隐私是文明的产物，它随着
文明的进步而发展。”相较于老一
代人，当代年轻人更加重视个人
隐私。在家中他们都不愿意让他
人轻易进入自己的房间，更不用
说 公 共 场 合 的 隐 私 保 护 了 。 因
此，他们选择戴上耳机，意味着
虽然无法完全屏蔽自己的声音，
但手机中的音频内容属于个人隐

私，他们不希望被无关的人“偷
听”。于是，有了在广场舞大妈们
坦然地外放 《最炫民族风》 的时
候，Z 世代的年轻人却连微信语
音都要转成文字再阅读这种“代
际差异”。这背后，是保护隐私的
现代意识，是尊重他人的文明素
养。

上世纪八十年代，索尼的工
程师发明随身听时，绝不会想到
这个娱乐工具会演变成文明的标
志。当年的东京地铁曾发布“耳
机礼仪”手册，劝导乘客“用音
乐构建私人结界”。如今，在宁波
的地铁线上，通勤的年轻人已经
习惯了“双声道生存”。正如科技
伦理学家凯文·凯利所说：“我们
创造工具，然后工具塑造我们。”

文明史学者常说“礼仪是冲
突的缓冲带”，耳机就是数字时代
的一个礼仪符号。它让巴赫与喊
麦在同一空间和平共处，让私人
叙事与公共秩序达成微妙平衡，
并重构都市文明的声学秩序。

当然，文明是一个多维度的
概念，涉及言谈举止、公共道德、环
保意识等多个方面。但是，从“耳机
族”的增多，从“这里的车厢静悄
悄”，我们分明听到了当代年轻人
自觉追求文明的脚步声。

于无声处听见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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