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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干事寄语：
———说出那应当做的！———做那可以行的！———行那天下共通

的大道！

高举“义”的旗帜！集合“义”的勇气！走成“义”的大路！

回头看看这五年零九个月，我们觉得，这是一条可以走的路，这路

上可以走许多的人，这许多人在这条路上可以越走越近，这样子的一

条路，走起来一定越来越宽广、越来越亮堂！

二千五百年前，孔夫子说：“君子义以为上。”又说：“君子义以为质。”

孔夫子想到在九夷居住。有人说：“陋，如之何！？”孔夫子说：“君

子居之，何陋之有！？”“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天下的事情，只要看怎样地符合道义，便怎样地去做！

学堂的义工就是在做义的事情！就是在做一个君子所应当去做的

事情！对祖宗尽孝心，对国家尽忠诚，对自己尽责任！有信义、有谦诚，

事无不可言，言无不可行！有股子农夫的气概和血性，结硬寨，打呆

仗，用笨功夫，一个锄头一个坑，身无分文，心忧天下……

雄鸡越唱越明，大路越走越平；人人做义工，大家一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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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有当今中国社会之发展

进步，而有中国特色之公益事

业；有中国特色公益事业之发展

进步，始有未来中国社会之全面

的发展进步。它直接的服务于民

族复兴的时代主题，它的一切理

念与体系，乃至操作的形式等

等，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二、迫切的现实需要（民族

气质、自信，公共生活的道德感，

单个人的尊严与荣誉等）和空前

的历史资源 （古典的与近现代

的，中国的和西方的）在“人的心

理层面集聚起来”迸发出巨大的

化合力，并要以自觉自愿的形式

走成“时代必经的路口”；

三、民众的大实践、大觉悟

使得公益事业“最广泛、最充分

地激活一切积极因素”，引起全

体社会普遍的认同，普遍的参

与，自我净化，自我塑造，崭新的

社会生活面貌、崭新的民族精神

气质、崭新的时代文明特质都在

这个过程当中诞生出来；

四、这样的公益事业，是我

们实际需要而且是越来越需要

的，它的重要作用将在经济社会

的过渡阶段、发展阶段、提升阶

段越来越突出，主要功能表现

为：淤社会内部的心理修复于优
秀文化的活化传承盂先进文明
典型要素的一体化结构生成；

五、这样的公益事业，不只

是作为一个“第三部门”发挥着

“某种特定做为组织”的作用，更

是作为一种“公共的文化原生态

的开放性的自组织成长平台”，

实践着“道德的感召和民众的教

化”，对构建“和谐社会”发挥着

全局性的战略作用；

六、公益的形式是文化的最

主要、最根本的形式。一切文化

的学习、传承和创新、发展，只有

在公益的形式之下才能够有最

充分、最彻底的实现。以公益的

方式进行文化建设符合我国国

情，将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

设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七、若干年内，已经和将要

出现的民间公益团体，不论何种

背景（宗教的、学派的、观念的，

甚至个人志趣），不论何种诉求

（如扶贫、环保等），不论何种规

模与程度，都将自觉或不自觉地

以“民众教化的改造和参与”为

其活动的核心主线；

八、为此，我们迫切需要一

个“老百姓”的文化的教育的公

益事业的平台、体系、风格；为

此，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老百姓”

的民间的自发的充分一线实践

经验。没有这些，我们就无法主

动地引领社会力量的进步，导致

社会资源的无序与耗损；

九、公益，正在成为普遍的

生命态度和伦理选择。转型期的

中国特色公益事业正是这一深

刻内涵的充分实践，它为公民教

育、国民教育提供了最好的契机

和舞台。而成熟的人本的义工升

级系统则是团队乃至公益事业

灵魂与生命力的直接体现；

十、在中国特色公益事业舞

台上，即将上演一个古老民族文

化重生的凤凰之舞与各种文明

相会交融的和谐之舞———这个

“宏大历史与现实”背景映衬下

的大节目，将给不同的“世界观

众”带来愉快而又充实的收获，

并因此而具有典范的意义。

第一个，知道“相信人”———

1.对人有信心，人是好的；
2.有美好的期望于人；
3.对人的说话和作为有信任。
这是最大的前提。信了人，

才有一切可信的。信人是根本。

人只在对人的信任中。

第二个，知道“对自己用功

夫”———

1.有求进步与觉悟的志愿；
2.肯在事情中间学习；
3.有心念上的反省和检校。

这是最根本的立脚。自己没

有进步，事情断然是死的和没意

义的。事情的有所成，全在对自

己会用功夫。

第三个，知道“现实世界的

可爱和美妙”———

1.赞美与热爱；
2.人情事理上的宽容与顺承；
3.诚恳，谦敬，感恩。
这是最基本的心态。对于所

遇的一切，永远开放、乐观、积极。

生活所要达到的，就在生活之中。

荫目前这股子国学热，大概
始于零四年下半年。在它之前，

还有一种所谓“读经热”，在媒

体上闹了三年。

荫所谓“读经热”，只见有
“热”，而未见“读经”。这股热搞

的是“请法、卖书、当师爷”运

动。大概是这三类人在喊话。

荫真正下边想做事的人苦
闷难言。无名无份的小老百姓最

可怜，裹夹其中涮来涮去。有人

说要给他演一出戏，他就不只要

捧场，最后还得他去收场。

荫说话越界，行动失位，情
绪大于理智，理想脱离现实。整

体感觉就是情绪热。
荫希望我们的一些媒体、官

员、学究能够好好的检省。

荫天高日暖照，风吹尘尽
去。留下的最真实的就是老百姓

的真情实感和美好愿望，他们关

心教育，他们期望国家进步、社

会和谐、民族繁荣，盼望生存环

境、道德人心越来越好；他们的

朴素和善良，他们的真诚和执

著，是国家之本、社会之基、民

族之源，我们必须好好的善待和

珍视！

荫国学热有“热”可言；这个
“热”与“国学”、或者更明白的

说是与“国”与“学”与“国和学

的关系”密切关联的。

荫国学热的实质是通过现
实反思“国”与“学”的关系，而

达成一个正在上升发展民族的
历史自觉：一百余年的奋斗努力

使我们今天可以有资格、有能力

看清这个问题，回答这个问题！

这是非常必要的！一百年前的提

问，今天可以来回答了。

荫一百余年前，我们国不
国，学不学，国衰落到极限而几

不为国，学衰落到极限而几不为

学，“国”无资于“学”，“学”无主

于“国”，生民涂炭，家园零落。

族群生命、个体生命皆失掉其信

仰形态，族群成了一个空散的概

念，没有精神，没有凝聚，没有

力量，个体成了一个无根的飞

尘，没有方向，没有着落，没有

生活。危机时刻，志士挽狂澜，

忠贞扶大厦，不论实干救国，亦

或反思致学，亦不论救国之法如

何不同，学问之路怎样差异，溯

本源流大都真心努力，其要大抵

由国而至“学”，或由学而至

“国”，使族群与个体真成一个

活的相谐相济的有机体，有国民

气质，有社会信念，可以自强自

立。所以有邓实的那句“国以学

而存，学以国而昌”。

荫那是一个古老文明在面
临失去任何存在形式的危险之

下的本能爆发！“国学”之名，乃

志士良知之勇毅坚忍！“国学”

之实，乃强国强学之兴邦立命！

“国学”之提出，乃生死之际之

绝地反抗！“国学”之回答，乃百

年复兴之今日中华！

荫国学热的意义是我们的
民族开始具有历史感，而历史感

是一个民族真正开始自信的起

点。它提示我们要认识历史，而

且首先是认识这一百余年的历

史，在这一个“自己造成的崭新

空间”里来更好的认识自己、看

清自己，有所自觉，同时更加努

力地进行崭新生活的实践。

荫怎样回应“国学热”，决定
我们下一步前进的方向。

荫应该以全社会的普遍生
活实践为基础。从群众性的生活

需要和满足中找到它的方向。每

一个人都是一种回应，都是一种

解决，每一个人都努力的在他自

己生命经历之内来思考和行动，

谁也不比谁更多价值，真的具有

了平等的尊严，恰恰在这里就有

了生命共同体的孕育、养成和塑

造。

荫我们一百多年来都在为
此而准备；这种回答证明我们的

社会确实进步了而不是退步了，

证明我们的历史真是一贯的而

不是断裂的！黑夜路走成白天路

了！天光真要亮了！

荫我们现在的某些学人，仅
仅把国学热看成某一种学问之

热，好象是终于该轮到我说话了

的意思，从观念到观念，从理论

到理论，从学派到学派。这未免

太轻轻飘了，未免太自作多情

了，未免太糟践那些他们还津津

乐道的前辈学者了，也未免太无

视那些爱国志士、革命先烈百年

来的壮志牺牲了！

荫目前的国学热活动比较
单纯侧重在某一方面文化的宣

传鼓动，而往往忽略了国学概念

提出之初的一些历史情境和真

实含义。同时，没有思考它的现

实的形式；把它当成了一个物

件，一个不需要反思的、死的物

件来摆弄，这是不对的。老实

讲，我们不需要报头新潮，不需

要壮观街景；我们不想赶场，只

想真实、实在的生活。

荫在“国学”这个名词下的
公众精神的专注、期待以及社会

上种种名目忙忙碌碌的活动大

概二三年就会消退，转而为其他

的更加深入的一层努力；这是一

个相对较短的周期，就象是此前

那阵子尘土翻卷自己为自己激

动不已的所谓“读经热”一样。

荫这是一个有待过渡的阶
段，这个阶段必将被更深入的发

展阶段所扬弃，留下它合理的成

分：普通人的参与意识、自觉意

识，社会公共心理氛围的原始胚

胎，民族精神气质的适度活跃与

自我感觉，等等。这算一个准

备，而帷幕还远没有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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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十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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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做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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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学热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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