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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

内容概要

本书是著名文化行者薛仁明的一部文化随笔集，书中多是作者关注文化、生命形态及现实人生的专栏
文章，汇集五十余篇，或读人，或品味生活，或纵论天下学问。薛仁明文章“朴实而有华”，兼具山
林与庙堂之美。文风泱浩，特别有眼下白话文难得一见的平仄顺气的韵律。薛仁明又长于从浅近之处
，推及中华文化的核心。在“礼崩乐坏”的当下，总能以文化的角度切入，化腐朽为神奇，让我们即
使面对劫难，仍处处见到生机。他能将中国文化中人间的兴味，在不知不觉中，给挑拨开来，霍地亮
出一片宁静祥和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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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清宁自在心间文/王传言【《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薛仁明著，九州出版社，2014.4】有人问纯
空法师：“为何出家？”纯空云：“我要回家。”这是你所能见到的最为独特，也最为有玄机和禅意
的自序了吧！是的，“回家”，这应该就是找寻心灵归宿的终点所在。然而，“家”到底在哪里，到
底有什么方向，应该如何回去，这些问题的答案却在每个人的心里。正如法师所言“我要回家”，每
个人都应该找寻到属于自己心灵归宿的那个家，在那里才有这属于你自己的天空，你自己的世界，你
自己的喜怒哀乐。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在这段长河中跋涉，到底什么才是重要的。身体、灵魂
、财富、地位，这些都可以成为人们此生追寻的目标。在这些目标中，心灵的明澈应该是最终的目的
。有鉴于此，对于心灵的明澈描述也就成为众多作者关注的焦点。智者见智，仁者见仁。谁也不能否
定谁的说法，谁也不能指责别人的说法没有道理。也正因为如此，每个人的书写也都有了借鉴的价值
和意义，也值得每个人去细细品读，不断发掘其中的滋味，明白人们在追求心灵明澈的过程中所进行
的探索和思考。台湾作家薛仁明的《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可谓这海洋中的一叶扁舟。作为时常奔
走在台湾和大陆之间的作家，薛仁明的书中充满着对于两岸文化冲突的思考。比如对于同一个历史人
物的不同评价，对于同一个英文名词的不同翻译，对于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看法。这些不同全部都是来
源于文化的差异，尽管中华文化都是两岸的根，但在具体的呈现形式上却远远不同，由此导致这些不
同的出现。所以，如何在异中求同就成为作者思考的问题，而这部看似随笔却又有着极其浓郁寻根色
彩的文集可以说就是一次有益的尝试。抛出天清地宁的原生态气息，更是在于追寻每个人内心的真实
诉求，那就是心灵的安逸。“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是陶渊明内心世界的样子；在瓦尔登湖
湖畔的思索，这是索罗的精神空间；“人，诗意地栖居。”这是荷尔德林所创设的美丽。对于薛仁明
来说，他的世界看似奔波，却又在心灵的明澈上永远努力着。其实，并非仅仅这些历史上人物如此，
生活在凡尘中的每个人都应该有自己的清宁世界，在那里，雪白明月照在大地，你的秘密将会被悄然
打开，不妨就跟着作者的脚步去思考人生，也顺便体验着两岸文化的差异带来的短暂阵痛吧！或许，
你能够找寻到属于你内心的清宁，这份清宁只有你自己知道，也只能你自己能够触摸到。
2、这书的博雅清正我就不多说了，作者娓娓道来，从闲话家常到国学话题信手拈来，言浅意深，以
多篇散文的方式，阐述了中华传统文化、风物人情对现代社会的教化之效与复兴古道的必要。体裁虽
散，篇章与主旨紧密。本书有三点在我看来略嫌不足:1、作者对于现代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弊病的
解决之道认知片面而偏激。认为建立与大学机构分隔开来的“书院”，着力于学生的儒家经学专研，
就能够解决大学教育官僚腐败、学生思想日益迷茫堕落的现状。2、对于胡兰成，作者的溢美之辞堆
砌已经远远超出了艺术范畴，简直到了人格迷恋膜拜的程度。胡兰成的文学艺术造诣能否担当尚且不
论，对一个背叛民族、人生与情感污点不少的汉奸如此篇幅的力捧是否过分？且除了赞美与称道之外
该篇并没有什么含金量的评论，意义又何在？卖安利？3、本书后半部分许多篇章，无论是话题的重
点与行文内容甚至叙述事件都与前文重复甚多。反复强调堪称洗脑。
3、1《大学》里说，先格物，再致知。我们的祖先，凭着直觉，通过修行，契入了全然直观的世界，
从此格了物，与物隔阂，从此，对这世界心生欢喜，充满好感。于是，他们进一步想了解，想说明，
这就是致知。2分明，我们的祖先感知到了一桩大事：有了文字、这世界固然可以光彩纷呈，但稍一
不慎，也可能光怪陆离，甚至错乱崩解。换言之文字之发明，是福是祸，其实未卜。3中国古代的政
治，是“祭政一体”。主政者，必主祭；为政者，除了以民为本，以苍生为念之外，更须对天地与历
史负责。祭祀，就是对天地的觉知与历史的感激。无论是地方，亦或在朝廷，官员不仅主持政务，同
时也负责祭祀。即使天子，也祭天。天子祭天前，必须斋戒沐浴：祭祀时，则需神清气宁，惟虔惟敬
。4广钦和尚是个行者。他自在，他安然，他在生命中的每个起落，都有着极明晰的自知。他不客观
分析，也不玩弄概念，更不驰骋于抽象世界。他活得具体，活得真实，断一切戏论，故能远离颠倒梦
想。孔子、孟子、老子、老子、庄子，亦或是六祖慧能，无论读书多寡，本质上，他们都是生命的行
者。面对生命的种种状况，他们的通透与力道，才是让后人思之不尽也受用无穷的真正关键，换句话
说，这种通透与力道，才是国学的核心价值。5眼下的小孩，聪明伶俐，似乎什么都懂。但细细一看
，又总觉得少了什么。事实上，他们最欠缺的，不正是一份底气、一份安稳厚实吗？“君子务本，本
立道而生”，小孩在身心安稳之前，都应该浸润在自家的文化传统里。浸润得深，浸润得久，他的底
气才足。有了底气，等长大以后，不管是学习外语，或是接触多元文化，甚至行走于五光十色的花花
世界，因其根基深稳，故可分辨、有拣择、懂取舍，即使暂有混淆，只需稍一回神，仍能慢慢琢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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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安顿的平衡之道。6读书，是对古人谦虚，对书本谦虚，不预存意见，不先带批判，一字一句，
一点一滴，不贪多、不求快，让书本缓缓渗入心田，让生命慢慢从中受益。这样子的读书，是让自己
与书本素面相见，是让自己对这个世界有着最素朴的好意。7事实上，现今两岸的学校教育，都因过
度西化，更因日益物化，故而离“功德”、“礼乐”、“修行”这些词儿，都非常地遥远。因此，两
岸的教育，“努力”了半天，却常常都是反教育。也正是因为如此，家父母虽说文盲，虽说没受过学
校教育，但比起许多的高级知识分子，却更懂得对人世礼敬、对神佛礼拜、对祖先惟虔惟敬不可或忘
、这些礼乐，是他们的修行。他们比多数的读书人更明白，一生为人，自当修行一世。
4、相比较作者的《天地之始——胡兰成》，这本书的内容要散漫一些，都是一些生活中的随笔。说
来话长，书是去年四月份就买了，却一直到今天，因为得到参加薛先生讲座的机会，才在路上匆忙预
习了一遍。幸好只是一本漫谈类随笔集，挺好理解。在车上读完，正好与作者素面相见。对，“素面
相见”这个词两次出现在这本书里，我非常喜欢。书就不谈了，一定要亲手记录一下薛先生今天令全
场捧腹的语录：“到底国学学得好不好，其实我倒是有一个方法可以教给大家。那便是，假如你学了
国学三个月以后，照照镜子发现自己比以前好看了，那么我可以说，你这个学习的方向大致不错。—
—但是呢，这个方法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大部分人都比较自恋，所以使用起来就不那么有效果了
。不如这样说吧，如果你学了国学三个月以后，看你的另一半比较顺眼了，那么大致可以说，你学国
学的方法是没有错的。——毕竟我们心里都很清楚，对于另一半，我们总是越看越不顺眼的了，要是
能看自己的另一本都非常顺眼了，那么国学肯定起作用了。”“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
可以怨，可是，这个道理不能用在现在。比方说我们现在的汉语诗，其他人的诗我们就不提了，就说
说北岛和海子的诗，只要把他们的诗读一读，就有一种强烈的想自杀的冲动。”“文艺青年就喜欢把
自己搞得成天郁闷不乐，否则看起来没有深度。”“梵高的画，如果你看了之后还是乐呵呵，那只能
说明你没看懂。可是呢，你看懂了梵高的话，好处是你的艺术修养得到了提高，坏处是，你也差不多
快要进入癫狂状态了。”“我一个朋友跟我说，把《金锁记》的话剧看了之后，三天三夜饭吃不下，
觉睡不香，只感到人生灰暗无望。”“小乘佛教的佛像看上去苦相深重，中国人最后把佛像改造得圆
润欢喜，仿佛不笑，就不能成佛似的。”——薛老师真是欢喜之人，听他说话，整整两个小时合不拢
嘴，鱼尾纹眼看着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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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

章节试读

1、《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的笔记-第60页

        音乐最民族，也最特质。比起其他的艺术形式，音乐最直通性情；当四下无人时，单独哼着一段
曲调，那时这人最真性情之所在。

2、《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的笔记-第230页

        （体罚小孩被一时尚女子教育）
如此自以为正义，不禁让我想起了这些年来许许多多的教改人士，譬如“人本”。二十年来，教改人
士秉持崇高的“使命”，不断大声疾呼，以“救救孩子”为名，推动了教改工程。他们的慷慨痛陈，
曾经备受支持，曾经屡获期待。因此，他们掌控了话语权，也垄断了论述权。从此，他们以正义之姿
，不断指责教师与家长，又怀着强烈的优越感，以启蒙者的姿态，扮演了教育政策的指导者。于是，
二十年下来，教改大纛（dao），所向披靡。然而，也就这二十年，他们勾勒的美梦，而今变成了噩
梦，他们的教育理想，也成了教育的灾难。他们以“救救孩子”为名，却一步步毁掉了新世代的未来
。
而今，这些“满怀理想”的教改人士，与那自我感觉良好的官员学者，依旧觉得，教改的“未竟其功
”，纯粹因为家长与教师的顽固与颟（man）顸(han)。然而，不论是“顽固”家长，抑或“颟顸”的
教师，他们站在第一线，每天真实深刻地面对教改“成果”，每天受这“教改土石流”的冲击，完完
全全，另一番点滴在心头。他们不仅看到日趋凌乱的校园秩序、日益不堪的教室管理，而且，还成天
听闻校园霸凌，也不时听说某某教师受辱，甚至被殴。凡此种种，他们的委屈，他们的切身之痛，他
们的濒临绝望，又岂是那高谈理论、自诩爱心的教改人士所能感同身受。
教改人士一向擅长理论，总爱援引西方；他们的理论严密，自成一套完整系统；他们滔滔不绝，其实
，一般人难撄其锋。这些理论，乍听之下，似乎都对。而且，因大家惯于对西方谦卑，面对“国际化
”这样的字眼，也容易就被震慑住。别人如何，姑且不论，单单说我自己，在十九年前刚教书那晌，
就曾经很信服这些教育理论。结果，越是相信，越死心塌地服膺，我却越深感无力。于是，我不免纠
结，不免狐疑，不免陷入了所谓“理想与现实”的挣扎。所幸，我自己乡下出身，民间的底气一直都
在，我幼时所受的熏陶，更始终未曾忘怀，再加上，我接触儒释道三家甚早，多少有了些自觉。因此
，就只糊涂了一小段时间，直觉不对，回过神来，便彻底转身了。
教改人士总说，体罚会造成人格扭曲。这话不算全错。因为过度暴烈的恶性体罚，确实会伤害孩子心
灵。这就好比，暴饮暴食，必对身体不利；这又好比，用药过猛过烈，也必会伤身毁体。但是，不管
如何有弊有害，饮食与药物，终不可废。体罚一事，其实相同。饮食固应节制有度，药物亦须谨用慎
使，至于体罚，问题也只在于如何拿捏分寸、如何适时与适度。若能做到“小惩大戒”，那自然就吉
祥止止。但是，若不分青红皂白，便贸然严禁，那就跟废饮食、禁药物一样，完全是荒谬与错乱。
问题之关键，本在于体罚的合度：一则心平气和，无有盛怒；再则符合比例原则，让小孩心服口服。
若能如此合度，依照我在校的经验，学生其实都能接受，且多半能从中受益。如此合度之体罚，不仅
维系了团体该有之秩序，对小孩的人格与学习，也是利多于弊。不但无损于身心健康，反倒增加了心
灵容受度。有此容受，便不易自我为中心，更不易性情乖戾。换言之，不仅不会扭曲人格，反而会有
所帮助。我以前教书，便清楚感受到，家长越是标榜在家不体罚，他们小孩性情乖戾、自我中心的比
例反倒越高。性情最好的小孩，通常是成长于管教最合度、既不太过也无不及的家庭。
再者，教改人士又总说，体罚只能有短暂的吓阻作用，不能有根本性的改变。此话诚然。因为，不管
是体罚，或是奖励，或婉言相劝，或循循然说理，总之，任何的教导方式，究极说来，都只能是一时
之效，都极难有根本之改变。事实上，真要根本改变，谈何容易？那除了建基于长期积累，还有待于
时节因缘，更尤其有赖于执教者强大的生命修为。凡此诸事，岂能率尔达成？别说体罚，其他的任何
方式，也都断乎难臻此境。
教育，本积累之事。任何有效的方法，但凡合宜，即使只是一时之效，都不该偏废。任何手段，都应
全面权衡，更该因人而异、顺时而变。较诸其他手段，对于大部分的年幼者、无知者、轻率蛮横者，
体罚这方式，特别可收戒惧之效。“小惩大戒”，孩子若能知所戒惧，便多有敬畏，多有虚心，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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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改变，也才庶己可能。若因难收根本之效，便轻率言废，那么，若非浅薄无知，就只好是好高
骛远、不切实际了。
遗憾的是，“教育部”不知是天真或愚蠢或受制于教改之士，总之，他们全面禁绝了体罚。从此，固
然免除了校园内少数恶性体罚之弊，却招来了全面秩序之荡然。结果，今天中学的教学现场，管理日
趋瘫痪。休说基层教师充斥着无力之感，即便是那高唱爱心的教改人士，真让担任导师或训导人员，
恐怕，也多会望而却步吧。更别说，那层出不穷的师生冲突、霸凌事件，早已让校园宛若原始丛林。
这时，教师与学生，人人但求自保，导师与行政人员，也不时相互卸责。至于“教育部”因迫于舆论
，也只能四处举办各种“友善校园”、“反霸凌”等活动。但是，这些活动，其幼稚，其可笑，其荒
谬错乱，连学生都觉得匪夷所思，直说那是现代版的国王新衣。
就这样，“教育部”一边高举“严禁体罚”，一边掩耳盗铃；一边满口爱心，一边又将教育推向绝境
。问题是，身为教师与为人父母者，又岂能坐视不管？即使再如何悲观，又岂能完全绝望？事实上，
台湾社会赞成适度体罚者，一直就如同主张维持死刑者，从来都是社会真正的多数。只不过，他们的
声音一直被压抑，一直隐而未现罢了！另一群人，虽掌握了话语权，垄断了论述权，但是，他们毕竟
是少数！而今，因为不愿意绝望，因为起码的公道，隐性的台湾必须发声，沉默的大多数也应该表态
，但凡赞成合理管教的你我，都有责任明明白白、理直气壮地公开表述：体罚乃正正堂堂之事，我们
赞成适度体罚。

3、《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的笔记-第230页

        作为一个老师，以后还会作为一名家长，同意的不能再同意了。
（体罚小孩被一时尚女子教育）
如此自以为正义，不禁让我想起了这些年来许许多多的教改人士，譬如“人本”。二十年来，教改人
士秉持崇高的“使命”，不断大声疾呼，以“救救孩子”为名，推动了教改工程。他们的慷慨痛陈，
曾经备受支持，曾经屡获期待。因此，他们掌控了话语权，也垄断了论述权。从此，他们以正义之姿
，不断指责教师与家长，又怀着强烈的优越感，以启蒙者的姿态，扮演了教育政策的指导者。于是，
二十年下来，教改大纛（dao），所向披靡。然而，也就这二十年，他们勾勒的美梦，而今变成了噩
梦，他们的教育理想，也成了教育的灾难。他们以“救救孩子”为名，却一步步毁掉了新世代的未来
。
而今，这些“满怀理想”的教改人士，与那自我感觉良好的官员学者，依旧觉得，教改的“未竟其功
”，纯粹因为家长与教师的顽固与颟（man）顸(han)。然而，不论是“顽固”家长，抑或“颟顸”的
教师，他们站在第一线，每天真实深刻地面对教改“成果”，每天受这“教改土石流”的冲击，完完
全全，另一番点滴在心头。他们不仅看到日趋凌乱的校园秩序、日益不堪的教室管理，而且，还成天
听闻校园霸凌，也不时听说某某教师受辱，甚至被殴。凡此种种，他们的委屈，他们的切身之痛，他
们的濒临绝望，又岂是那高谈理论、自诩爱心的教改人士所能感同身受。

4、《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的笔记-第39页

        古人曾说，唱曲一事，讲究的是「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历深镕琢，气无
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

5、《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的笔记-第14页

        大体完好的民间传统，才是台湾人情温厚的真正根源。
说到底，问题关键，在于祭祀。
祭祀，形速了万民的性情。比起教育，其移风易俗之效，其实更深、也其实更远。正因为如此，论语
才会说，为政者「所重民食、丧、祭」。

6、《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的笔记-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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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死而不亡者寿。

《生气与不生气的中国人》
孔子生冉求的气。
真正的温润，是古人所说的“暖暖内含光”。那既不张扬，也不耀眼，所有的力道与能量，尽可能都
含着蓄着，甚至是藏着掖着。这样的光华内蕴，在平静淡然的外表下，自然有番不与人同的眼界，必
定也胸中另有丘壑。
文王一怒安天下。
孔子：不在其位不谋其政。
行于所当行，止于所当止，这就是礼。
有这样的节制力量，在行止间，就会有个分寸，有了分寸，纵使凡事关心，也不容易有情绪的纠缠与
惑乱。

7、《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的笔记-第1页

        中国的神，有若无、实若虚，简单清洁到真要仔细推敲，似乎都有那么一点不着边际。譬如天子
祭天，民间也拜玉皇大帝，但都不像西方的上帝那么明确且多有意志。中国人的神，其实是个“如”
字，那是孔子说的，“祭神如神在”。

高跟鞋下楼梯的那种声音简直受不了，那里面有一种炫耀，有一种特别固执的强调自我存在的东西，
不论是声音还是形体都不能接受。

8、《这世界，原该天清地宁》的笔记-第65页

        但中国人读《史记》，读的是天人之际；看《庄子》，看的是游于大化；至于《孟子》，则喜爱
他讲王天下时的神采奕奕，佩服他谈人性本善之气象岩岩。这些书，当然可以是历史，可以是哲学，
当在中国人眼里，更多的是风光。因为风光无限，才能读之不倦，也才可以是千古文章。——这一段
看中国学问的角度很阔大，做事情，做人，读书，都应该心存一股气，浩然之气，如此，才能包罗万
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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