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岳霖的金岳霖的逻辑之辩逻辑之辩
⊙⊙王厚明 文 弘 艺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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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金岳霖，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
对才女林徽因绅士般的感情。其实，除
了对林徽因“痴情”出名外，他在哲学的
成就也遐迩闻名。金岳霖是最早将逻辑
哲学带到中国的学者，并著有《逻辑》

《论道》和《知识论》，建立了自己哲学体
系，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哲
学家张申府曾说：“在中国哲学界，以金
岳霖先生为第一人。”

金岳霖之所以对逻辑情有独钟，
有一桩往事可以从中品味。有一次，巴
金之妻萧珊问金岳霖：“您为什么要搞
逻辑？”逻辑课的前一半讲三段论，大
前提、小前提、结论、周延、不周延、归
纳、演绎……还比较有意思。
后半部全是符号，简直
像高等数学。金岳
霖 回 答 ：“ 我 觉
得它很好玩。”

“很好玩”，这
句源自热爱
的 诙 谐 回
答，表现出金
岳霖对逻辑学
的偏爱。

冯友兰这么
评价金岳霖：“金先
生还有一种天赋的逻辑
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
16 岁就考入清华的金岳霖，十几岁时
就对中国一句俗语“金钱如粪土，朋友
值千金”发出质疑。他认为这句俗语是
有问题的：“如果这两句话作为前提，得
出的逻辑结果应该是‘朋友如粪土’。”
这和这个俗语的本意正相反。

在西南联大时，金岳霖有个学生叫
林国达，是位华侨。他喜欢提一些古怪
的问题。有一次他问了一个逻辑上不错
而意思却不对的话，请金岳霖解释。金
岳霖想了一想，反问道：“我问你一个问
题：Mr.林国达 isperpenticulartotheblack⁃
board（林国达先生垂直于黑板），这是
什么意思？”一下子把学生问傻了。因为
这句话逻辑上没有什么错误，但林国达
却不能垂直于黑板。

培根说过，“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
修辞使人善辩，凡有所学，皆成性格。”
逻辑作为思维的规律，涉及或然正确的
推理和因果关系的论证，却并不能回应
现实的悖论。金岳霖却巧妙地以其人之
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谬治谬，以悖答悖，
从侧面道出了逻辑之意、逻辑之美。

金岳霖认为，逻辑的实质就是必
然。无论必然的形式如何，一必然命题
总是普遍的。抓住必然这个逻辑工具，
就可以发现客观存在的秘密。抗日战争
中，日本军队经常轰炸西南联大所在地
昆明，人们便常常要跑警报。受金岳霖
的逻辑影响，他教的一位研究生学生便
预先作了一番逻辑推理：跑警报时，人
们便会把最值钱的东西带在身边；而当
时最方便携带又最值钱的要算金子了。
那么，有人带金子，就会有人丢金子；有
人丢金子，就会有人捡到金子；我是
人，所以我可以捡到金子。根据这个逻
辑推理，在每次空袭警报结束后，那个

学生就会到人跑得多的地
方四处搜索，果然捡

到了金子。
在 金 岳 霖

看来，“没有逻
辑，认识就不
能发展”。在
他 内 心 深
处 ，哲 学 和
逻 辑 可 以 质
疑 但 不 容 否

定。胡适早年曾
写过一篇题为《中

国哲学史大纲》的论
文，其思想核心是：哲学是一

门幼稚的科学，是一门没有成熟的、还
没有好的科学。一次，在一年一度的哲
学会议上，胡适征求金岳霖对论文的意
见。金岳霖说：“很好，很好。”胡适当时
很高兴。跟着金岳霖又补充一句：“可是
你少说了一句话，你没有说你是一个哲
学的外行。”胡适一时语塞。

1950年，艾思奇到清华大学演讲，
批判形式逻辑，说形式逻辑是形而上
学。艾思奇讲完之后金岳霖带头鼓掌，
接着他说：“艾先生讲得好，因为他的话
句句都符合形式逻辑。”

“没有逻辑，生活就会变得十分沉
重。”“正是逻辑能够使我们最容易地
生活。”金岳霖如是说。著名作家王安
忆也说，逻辑自有其形象感，就看你如
何认识和呈现。正因为深刻体验到逻
辑的现实力量和形象存在，所以他不
遗余力地维护哲学与逻辑的地位和价
值。如今，1990 年设立的金岳霖学术
奖 ，已成为我国逻辑学研究的最高学
术奖项，也是中国学界享有盛誉的学
术奖项之一。

中国的酒文化源远流
长，是喝酒好还是不喝酒
好，是多喝酒好还是少喝
酒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莫衷一是。但在闽南地区却
流传一句“小酒补人身，大
酒误性命”的俗语，看来还
是比较符合科学道理的。因
为据李时珍在《本草纲目》
中阐述：“酒，天之美禄也，
少饮则和血，壮神御寒，消
愁遗兴；痛饮者则伤神耗
血，损胃盲精，生痰助火。”
看来喝酒因量而异，各有利
弊，只不过是闽南人把喝

“大酒”（酗酒）的坏处说得
严重一些，上升到“误性命”
的高度，这种说法也是基
本符合客观现实的。

《三国演义》描绘的
关羽与张飞都是刘备手
下 的 勇 将 ，号 称“ 万 人
敌”，但两人的“酒风”却
截然不同。关羽恪守“小
酒补人身”。十八路联军
讨伐董卓时，还是无名小
卒的关羽主动请战欲斩
敌军勇将华雄，差点被眼
高手低的军阀袁术赶出辕
门，知人善任的曹操却倒
上一杯热酒为他壮行。关
羽说待我斩下华雄之头再
来喝这杯酒，果然不到一
刻工夫，他便提着华雄的

头前来报功，那杯热酒还
在冒烟，终而一战成名，演
绎了一出“温酒斩华雄”的
壮举。他据守荆州时左臂
中了毒箭，神医华佗欲对
他动刀剜肉，他说无须麻
药，一边饮酒弈棋一边任
其刮骨疗毒，令华佗“惊为
神人”。即使是东吴都督鲁
肃欲讨回荆州邀他单刀赴
会，他依然“小酒”佯醉把
鲁肃耍了一番后又安然返
回荆州。张飞却经常狂饮，
醉酒后又经常鞭挞部下，
不但误事最后还误命。在
事业草创初期，刘备令他
固守徐州，他因醉酒鞭打
部将曹豹，令曹豹怀恨勾
结吕布偷袭了徐州，事后
他悔恨莫及差点自刎。建
成基业后关羽因大意失荆
州为东吴所杀，他痛不欲
生又在酒后鞭挞部下，终
为部下所害，酿成了他人
生的悲剧。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
中，因酒误事、因酒误命的
事也层出不穷，所以闽南
俗语“小酒补人身，大酒误
性命”，更多的是在规劝人
们不要嗜酒，不要酗酒。由
此又不禁想起《增广贤文》
的一句格言：“若要断酒
法，醒眼看醉人。”

长泰素有“海滨邹鲁”之遗风，重视
教育，崇尚文明的习俗沿袭不衰。宋理学
家朱熹及弟子方壬、陈淳等曾多次莅临
长泰讲学。在明代，出现兴文重教的鼎盛
时期，人文丕振，甲科蝉联。经统计，长泰
历代有进士 71人、举人 292人、贡生 396
人，英才辈出，俊彦纷呈，出现“一榜三进
士”“祖孙进士”“明代三解元”“一榜七举
人”等科举传奇。

长泰在明清两代兴建的一些建筑物
中，增加了与科举文化有关的元素，科举
考试虽已于清代末年废止，但如今，在戴
时宗祠堂、封侯龙凤宫等古建筑及民间
木雕家具中还遗留有与科举文化有关的
遗物，这些遗物所呈现的是古代百姓喜
闻乐见的生活情景，是对往后美好生活
的期许与祝福，富有生活情趣，文化意蕴
十分丰富。

一、戴时宗祠堂的石柱础雕刻

“祖孙进士”是指戴时宗及其曾孙戴
燝。戴时宗（1484-1558），字宗道，长泰
彰信里人，明正德九年（1514年）进士及
第，官至都御史。戴时宗被诬回籍后，居
家修先茔，建家庙，辑族谱，修社学，立乡
约，希望后裔子孙应勤耕苦读，金榜题
名，重家教，守乡约，家庭幸福美满，家族
兴旺发达并长盛不衰。

戴时宗祠堂，又称戴中丞祠堂，始建
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清代重修，
现位于武安镇陶然园内。该祠堂于 2018
年9月，被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在戴时宗祠堂天井两侧的过水廊道
共有四件青石柱础，每件柱础的四个面
均为长方形，在委角框内各浮雕一幅图
案，有鲤鱼跃龙门、三阳开泰、鲲鹏展翅
等十六幅，琳琅满目，主要由各种动物、
景物等构成一幅幅对科举及第、幸福生
活和忠孝伦理等的反映和期盼，是民间
广为流传的神话故事或典故，其构思精
巧，雕工精湛，栩栩如生，让人叹为观止。
现介绍其中二幅与科举文化有关且比较
有代表性的石柱础雕刻。

1、鲤鱼跃龙门图
图中部雕刻有一座牌坊式龙门，门

上方有舒卷的云朵。在龙门前有两条鱼
逆流而上，跳出水面,正跃向龙门。龙门
后有一条小龙（由鱼变成的小龙）腾出水
面正望着门前的鱼。

鲤鱼跃龙门，据《埤雅·释鱼》记载：
“俗说鱼跃龙门，过而为龙，唯鲤或然。”
另据《辛氏三秦》记载：河津县（今山西省
河津市），又叫龙门，因水险浪高，鱼难以
上游，凡能跳过去的鱼，就称“龙”，故有
鱼跃龙门的说法。古时常用“鲤鱼跃龙
门”，比喻寒门子弟通过苦读考取功名
后，改变了自己及家族的命运，说明科举
高中这条路曲折、艰难（录取率非常低），
也比喻做事遇到挫折时，要有迎难而上、
勇攀高峰的精神。

2、雁塔题名图
图中两只大雁穿越高塔，向远处的

关山（一座座山）飞去。比喻大雁不畏艰
难险阻，一路前行。而此图的本意是，用
大雁、塔组合成一个成语——雁塔题名，
意思是在大雁塔内题名，是旧时考中进
士的代称。出自五代王定保《唐摭言》卷
三：“进士题名，自神龙之后，过关宴后，
率皆期集于慈恩塔下题名。”唐中宗神龙
年间（705-706年），进士张莒游慈恩寺，

一时兴起，将名字题在大雁塔下。此后新
科进士纷纷效仿，把雁塔题名视为莫大
的荣耀。历代在雁塔题名的人当中，数白
居易是最出名的，他 27岁时一举中第，
按捺不住心中喜悦的心情，写下了“慈恩
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诗句。

大雁塔，位于唐长安城晋昌坊（今陕
西省西安市南）的大慈恩寺内，又名“慈
恩寺塔”，是现存最早、规模最大的唐代
四方楼阁式砖塔，造型古朴、美观。如今
还依稀可见塔壁上有题刻的字迹。雁塔
题名不仅说明是新科进士的荣誉，而且
说明进士科很受唐朝人重视和进士科考
试难度很大。古代的雁塔题名就相当于
现在的用微信发朋友圈，广而告之自己
蟾宫折桂了。

二、封侯龙凤宫的石柱雕刻对联

龙凤宫，现位于枋洋镇枋洋村封侯
社，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
而在清康熙版的《长泰县志》中，已有封
侯社的记载，社里历史悠久。

龙凤宫的石门框、石柱共阴刻有 8
副清代对联，字迹清晰，其中有多副与科
举文化有关，如“万载英光垂雁塔，千家
景福振龙宫”“龙从雁塔题名旧，凤宿封
侯焕彩新”“秋报春祈修千年俎豆，龙蟠
凤逸亘万古封侯”等。

龙凤宫题联中的“雁塔题名”“封
侯”，表达了古人对科举及第、光耀社里
的希冀，即封侯社成为涌出许多人才的
宝地。清代时，该社王清光（道光二十四
年举人）、其子王吉人（同治十二年举人）
分别任漳州芝山书院、丹诏书院的山长。

三、清金漆木雕封侯挂印
鲤鱼跃龙门纹板

雕于清代，在方形木板中间的圆形
凹框内刻一条鲤鱼跃出水面，岸边的一
棵树上有一只猴子坐在树枝上，一只手
抓着树枝，另一只手拿着一根木棍捅着
一个挂在树上的蜂巢（外形像古代官
印），旁边有一只蜜蜂在嗡嗡地飞舞着。
猴子摆弄蜂巢，因“蜂”与“封”、“猴”与

“侯”谐音，画面寓封（蜂）侯（猴）挂印、功
成名就之意。鲤鱼跃出水面象征鲤鱼跃
龙门，寓科举及第之意。从构图上看，画
面由上下两部分组成，树上的部分构成
封侯挂印，树下的河里构成鲤鱼跃龙门，
这两部分很自然地过渡和组合在一起，
都是为了表达一个中心事件：科举及第
成名、加官晋爵。

长泰留存的这些与科举文化有关的
历代石刻、木雕等遗物，内容丰富，目前
在长泰不多见，是宝贵的艺术珍品。明清
两代工匠们极具巧思，把动物、景物等雕
刻得活灵活现，以鲤鱼、龙、大雁、猴子、
蜜蜂等动物为主角，以河流、龙门、塔、树
等为配角，互相组合雕刻而成，主角与配
角之间交相辉映，不仅为主题增添了色
彩和情趣，而且把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
体现了雕工高超的想象力和精湛的雕刻
技艺，也寄托着人们祈盼富贵荣华的美
好愿望，匠心独具的艺术效果饱含着博
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
如今，这些当年特地雕刻的与科举文化
有关的遗物，所表达的寓意，大都已不适
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取其精华，有的
仍具有很好的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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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阿忠 文/供图

据文化媒体报道，近日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
学中心发布《2022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
2022年中国主要网络文学平台营收规模超230
亿元，网络文学海外市场规模突破30亿元，海外
用户超过1.5亿人……

为什么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红海外，向世界
传播中华文化，展示着中国的世界形象，中国故事
越来越被世界人民所了解，中国网络文学越来越发
挥着其对世界的文学影响力和文化影响力？

中国网络文学在20多年的发展中，累积了
大量的作家、作品。网络文学作品，情节生动、注
重设置悬念，文学语言生活化，尤其关注当下人
们的精神世界，特别适合大众阅读。在中国网络
文学发展中，类型丰富、题材多样的生态逐步建
立，细分类型
目前已超过
200 个，这正
是中国网络
文学能够吸
引海外读者
的重要因素。
尤其这些年
来，中国网络文学扬帆出海的步伐更加坚实，从
数量增加到品类丰富，从内容出海到平台出海，
网络文学产业链不断延伸，中国网络文学国际影
响力持续扩大。

我们有深远的历史渊源，有博大深厚的文化
资源，这是我们文化自信的依据和基础，这也是
中国网络文学创作发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矿
藏。在中国网络文学走红海外的过程中，那些展
现出中国传统文化之美的作品，对海外读者具有
强烈的吸引力。例如《天道图书馆》，这部网络文
学作品，2016年11月1日发书，2017年被翻译至
起点国际，随后连续霸榜，成为2017年起点国际
上最火爆的小说。截至目前，《天道图书馆》在起
点国际上的粉丝数为272.2K，排行全站粉丝数第

三，观看数1.77亿，排行全站观看量第三，160万
收藏。现在《天道图书馆》被业内视作“网文出海”
标杆之作，已被翻译成英文、法文、土耳其文等多
种语言。《天道图书馆》的作者“横扫天涯”说：

“《天道图书馆》持续火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作
品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师道传承文化。”这正像有
文化评论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
人文精神和审美境界，具有穿越时空、跨越国界
的魅力。中国网络文学扎根中国传统文化沃土、
讲好中国故事，为国际文化交流打开了一扇窗。
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海外读者表示，他们通
过阅读中国网文，了解了中华传统文化和当代中
国的时代风貌。2022年，在网络文学走红海外中，

“中国”相关单词在评论中累计出现超15万次；

在读者相关讨论中，提及最多的中国元素包括道
家文化、美食、武侠、茶艺和熊猫等。网络文学已
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一支强劲力量，甚至已成
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文化现象。

有的网络文学作者谈到创作网络文学作品，
尤其是网络文学作品走向海外的体会时说，他们
能够迈出“出海”的第一步，靠的是海外读者的喜
爱。最初，一些作者的网络文学作品是被海外读
者出于阅读热情，自发翻译成外文的。随着海外
关注度越来越高，这些网络文学创作者意识到，
现在写作网络文学作品应该具备国际视野，自觉
地用文艺作品沟通心灵、引发共鸣，这样才能使
作品走向海外并取得良好传播效果。

我国大量的网络文学作品能够走红海外，被

世界人民所认同接受，使我们对中国网络文学、
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真正走向世界充满了信心和
自信，这更促使我们思考现在该怎样做好我们真
正的“文化输出”……

这几年，中国文化怎样“走出去”，一直是文
化媒体热议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文学界曾为中
国文学怎样“走出去”有过讨论，我们的共识是中
国文学应该牢牢扎根于我们的土地和人民，中国
文学应该带着我们的语言、历史和经验的文学传
统特色，坦然地加入到世界文学的行列之中。

所以，在中国网络文学走向国外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不断丰富作品中世界观、人类观和宇宙
观，具有人类所普遍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的诉求
和内涵，不断提升靠近世界文学、世界文化的文

学标准，讲好
中国故事，体
现出当代中国
主流文化，发挥
提升和发展我
们民族的文化
软实力的作用。

中国网络
文学走红海外的这种信心和自信，就是我们在跨
文化传统中，能够面向世界，适应全球大势，与当
代世界接轨，以天下为己任，又不忘初心，而这一
切文化思想、价值和精神，中国文学、中国网络文
学都肩负着重要的传输职责。

还有，从国家的文化软实力角度来说，我们
现在是文化资源大国，但还不是文化强国，在文
化创新力、文化渗透力、文化感召力方面，还有差
距。这反映了我们国家在文化软实力发展方面的
欠缺。现在比较迫切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当今在
传播中华文化时，我们要表达一个什么样的价值
观，有没有为民众广泛认同的核心价值，拿出什
么文化来，去影响世界，去树立我们的国家形象
和民族形象？

中国网络文学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许民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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