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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傳統文化的知識分子

至於有些「知識分子」就不

同了，沒有了天地良心，就甚麼

都可以做，甚麼都可以說了。

追隨中共的郭沫若在五十年

代曾講過：過去學的傳統文化在

今天沒有一點用，還要重新學才

能跟上時代。重新學啥？學習

假、惡、鬥的黨文化。你不這樣

做，就會被中共視為階級敵人，

打倒批臭，甚至被虐殺。

2007年，我在公交車上遇到

一位五十多歲的「知識分子」，

他自我介紹在某市委黨校當教

師，他大談中共的政策如何好，

然後話題一轉：老百姓的生活這

麼好，上甚麼訪啊？給國家添亂，

影響國家這難得的穩定局面。他一

下車，有人馬上說：「狗腿子。」

文 |官筱彤

小的時候，看到穿中山

裝，或胸前別支鋼筆的

人，爺爺會帶著羨慕與

尊敬的眼神說：「文化

人」。父親沒有了羨慕，

會帶著尊敬的眼神說：

「知識分子。」我一直

沒有思考過這兩者有甚

麼區別。

知識分子與文化人之隔

一天，觀看新唐人電視臺

的「今日點擊」欄目，主持人石

濤先生分析了知識分子與文化人

的區別：「中共把讀書人稱作知

識分子，是灌輸，把人當作桶，

土、垃圾等往裡裝，灌輸；文化

人是傳承，傳統文化的繼承與 

發揚。」

我想了想，是這麼回事，不

單單是稱呼的不同，內涵、含義

都改變了。舉幾個例子來說明：

懷持良心的文化人

古代的文化人正好相反，他

們有心法的約束，在傳統文化的

影響下，在道德上有更高的標準

與追求。

比如，〈岳陽樓記〉的作者

范仲淹，無論被皇帝重用，還是

被貶官，總是心繫老百姓，「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做了很多行善積德的好

事，不僅自己得善終，而且福

蔭兒孫後代。有句話「富不過三

代」，而范氏家族興旺了八代，

今天還有范氏後代。

民國時期的文人們更是表現

出了自己的錚錚風骨。例如梅貽

琦，是一位被清華人譽為是「終

身校長」的謙謙君子。

1955年 11月，梅貽琦從美

國回到臺灣考察創辦清華原子科

學研究所及臺灣清華大學，由於

他掌握著數額巨大的清華基金，

所以臺灣的各縣長、市長紛紛接

待他。可是他們哪裡知道，此時

的梅貽琦卻因為經濟拮据，不得

不將已 62歲的太太韓詠華留在

紐約依靠打工獨自生活，自己隻

身一人赴臺。

1962年 5月 19日，梅貽琦

病逝於臺大醫院，享年 73歲。

梅貽琦生前隨身攜帶一個手提皮

包，住院後一直放在床下一個較

為隱秘的地方。兩星期後，在各

方人士監督下秘書將皮包啟封。

當包打開時所有人都口瞪目呆。

原來裡面裝的是清華基金帳目，

一筆筆清清楚楚地列著。睹物思

人，在場者無不落淚。

這就是講天地良心的「文

化人」的真實寫照。有天地良

心在，知道甚麼該做，甚麼不

該做，甚麼環境、地位都難改 

其志。

文︱如一

我的大學同學和大學老師也

有在中央黨校工作的，他們很少

在微信朋友圈發文章，一發文章

都是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之

類的文章。難得聚會，見上一

面，只要一批評到中共，馬上就

拍桌子瞪眼，開罵：「你忘本」、

「誰給你發的工資養活一家老

小」、「吃水忘了挖井人」等。

可是奇怪的是，他們的兒女

上的大學卻不是北大、清華，而

是美國的大學。那時候他們也忘

記了所謂的「美帝國主義亡我之

心」不死，忘記了「國外的反華

勢力」等。

中共對於傳統文化的破壞

於是我發現，爺爺輩的人把

讀書人稱為「文化人」，是因為

他們的思想觀念裡，文化人是傳

千錘萬鑿出深山，

烈火焚燒若等閒。

粉骨碎身渾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間。

——明朝于謙〈石灰吟〉

〈石灰吟〉是于謙於 17歲時

所寫的一首托物言志詩，他以石

灰自喻，除了詠石灰的高潔，也

抒發自己光明磊落的襟懷和頑強

不屈、潔身自好的品格，表達了

他不怕艱險、勇於犧牲的大無畏

精神和為了蒼生社稷不惜「粉骨

碎身」的堅強意志。

這首詩是詩人的人格寫照。

于謙為官清正廉明，為國效力，

但卻被奸臣所害，最終含冤而

死，他用這首詩來表明自己的清

白，就如同石灰無懼粉身碎骨的

結局，只想把潔白的顏色留在人

間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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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文化的繼承者，天地良心的代

表，人們看文化人的眼神裡有尊

敬與羨慕。

到了父親輩，受中共一系列

政治鬥爭的毒害，天地良心的感

受不強烈了，從讀書人身上看到

的是假、惡、鬥，所以接受了中

共的「知識分子」稱謂。

到了我們這一代，儘管從老

人們那裡還繼承點傳統文化的皮

毛，但是也沒有，也不可能真正

去思考文化人與知識分子的不同

之處。

再到下一代，會發現他（她）

們根本不相信這世上還有天地良

心的存在，完全是一副反傳統、

反文化、反天地的模樣，好勇鬥

狠，把黑社會頭子當作崇拜的

偶像，甚至把住監獄當作光榮的

事，把人的生命根本不當回事，

甚至含辛茹苦的父母也成了可有

可無，把父母當作免費的僕人。

文化人和那些追隨中共的知

識分子，兩者都是讀過書的人，

看上去沒有顯著的不同，實際上

一個是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另一

個是對傳統文化的變相摧毀與破

壞，最終破壞掉的是人的善念與

良知。

有人說，中共不是在大力建

廟宇，學生課本加大古詩詞數

量，在海外大建孔子學院，國內

大演古裝戲嗎？正如石濤先生所

講的，沒有了傳統文化，就如離

開水的魚。

對傳統文化的變相糟蹋與破

壞，對人心的破壞更可怕，連寺

廟道觀成了亂發「信仰財」的地

方，方丈做起了 CEO，寺廟也

要打包上市，裡面的和尚還有政

治地位呢，科級、局級，還發工

資配小車呢！據報導西安一個老

闆手裡有七、八個廟，一年收入

幾千萬。

講天地良心的文人們得到的

是福報，不講天地良心的中共知

識分子得到的只能是惡報。這是

每個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中國人

最需要明智的選擇。要福報？還

是惡報？就在自己的一念中。

要留清白在人間
公有領域

兩袖清風的于謙

于謙是個鼎鼎有名的大人

物，不僅僅因為他是明朝名臣，

更因為他那人盡皆知的「兩袖清

風」故事。

自幼仰慕愛國英雄文天祥

的于謙，從小苦讀詩書，志向高

遠，二十四歲時考中進士，不久

就擔任監察御史。明宣宗很賞識

他的才能，提升他為山西河南巡

撫。雖然身居高官，但于謙依然

過得非常儉樸，吃住都十分簡單。

明朝中葉以後，官場風氣逐

漸敗壞。凡是外官欲入京述職或

朝覲者，均須準備地方土產或禮

品給京中官員，以做為贄見之

物。而這些餽贈之物，多是向百

姓派徵而來的，致使民眾不堪其

擾。有人建議于謙也買些蘑菇、

絹帕、線香之類的土產孝敬權

貴，但于謙不這麼做，他甩了甩

兩隻寬大的袖管，說：「我就帶

兩袖清風！」

于謙為官廉潔正直，深受百

姓愛戴。明英宗時，瓦剌入侵，

英宗親征瓦剌，遭遇土木堡大

敗，全軍覆沒，皇帝被俘，于謙

極力反對南遷，率領軍民死守京

城，保住了大明江山。于謙清正

廉明，立大功而不居功，但他卻

被奸臣陷害，最終含冤而死，死

後家無餘財。

要留清白在人間

石灰是古代建築的材料，製

作過程非常艱辛，必須經過千萬次

錘鍊，以及熊熊烈火的焚燒才能製

成，但石灰無懼生死，只想在人間

留下清白，因而將此看作是尋常

事，一心只想成為有用之材。

于謙以石灰作比喻，表達自

己為國盡忠、不怕犧牲的意願，

以及堅持清白的決心。于謙為官

清廉，也曾親自上陣抵禦外敵入

侵，救民於水火，這首〈石灰吟〉

可說是于謙人格的真實寫照。

作為詠物詩，若只是事物的

機械實錄而不寄寓作者的深意，

那就沒有多大價值，而這首詩的

價值就在於作者以石灰自喻，除

了歌頌石灰，也表達出于謙對堅

守高潔情操的自我期許。

羊續懸魚拒禮

東漢時期，有個叫羊續的

人，他為官十分清廉，他的故事

或許也可為「要留清白在人間」

這則名言佳句做個很好的註解。

羊續長期擔任南陽太守，南

陽在當時可說是富饒之地，而南

陽太守在時下官僚眼中更是「肥

缺」。雖說此地富饒，但羊續卻

是「富差事窮當」，過著儉樸的

生活，因為官清正廉潔，因此深

受當時人們的尊敬，稱他是「清

廉太守」。

有個郡丞看到羊續的生活十

分清苦，便拿了幾條鮮魚給他，

請他品嘗。羊續很為難，他想，

如果不收，就掃了郡丞的面子；

如果收下，又怕其他官員效仿。

於是，他靈機一動，很客氣地將

魚收下，不過既沒吃也沒送人，

而是將魚「懸於庭」。

那位郡丞不久後又送魚來，

羊續指著庭院中的那條魚說：「你

上次送的魚，我還沒吃完，怎好

再收？」郡丞一聽便明白了。

南陽境內的其他官員和富豪

經常打聽那條魚的情況，希望能

送魚給羊續「略表心意」，但是

直到那條鮮魚變成乾魚，魚還依

然掛在庭院中，郡中官吏十分震

驚，從此，再也沒人敢送禮了。

羊續的行徑成為後代官員廉潔的

榜樣，而「羊續懸魚」也因此成

為了後人所津津樂道的成語故事。

現代知識分子的差異
古代文化人與

公有領域

梅貽琦先生被譽為清華「永遠的 
校長」。

于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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