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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天人合一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精华，大大早于西方的同类思想。环境意识，是
天人合一思想在今日的重要体现之一。音乐具有不可替代的教育作用，音乐是人与天地相连的

最好形式之一，天人合一也体现在音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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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字满天飞

《现代汉语词典》以 “天”字为词首的条目共

１５８条。天才、天意、天赋、天怒人怨、天崩地裂
……以 “天”居于词句中间末尾词尾的，有多少？

难以精准计数。上天、苍天、青天、春天、冬天、

昨天、明天、西天、呼天喊地、仰天大笑、蓝天

白云、冰天雪地、黄河之水天上来，欲与天公试

比高……

传统中，中国人的家庭正屋里，常供奉着

“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天”字排第一。

中国人时时日日，很少有不说出一个 “天”

字的时候。“今天天气如何”，这句话中出现两个

“天”字，一个是指时间，另一个是空间，关于天

空的某种状态。

小学生们有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训语。

中学生们天天写作文，天天算数学，天天做

体操，还彼此开玩笑，仰天一笑。

大学生们开始更深入地聊天了，举办沙龙，

谈天说地，天文地理，天上人间，无所不及。

年轻人办婚事，先拜天地，后拜父母，然后

才是夫妻对拜。天总是在最上头的。

人活到三十岁，谓而立之年；四十岁谓不惑

之年；六十岁谓花甲之年；七十谓古稀之年；再

老一点就叫做耄耋之年了；而五十岁被称为天命

之年。三十多年前，我们一些五十岁左右的球友，

大多是外国语学院的几位教授，在一起打乒乓球，

设立了一个奖杯，就叫做 “天命杯”。５０岁了，该
提醒一下自己，明白上天所告知于我们的是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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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

在一整天的时间里，一个人不说不思一个

“天”字是很困难的。喜事来了，欢天喜地；悲伤

来了，哭天唤地；大祸降临，犹如天塌下来了；

一切随缘吧，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时会在心

里提醒自己：今天的事情今天做，明天还有新功

课；做好每一天。

生活目标更清楚的人，会有更长远一些的盘

算。一年３６５天怎么安排；今年做些什么，明年做
些什么，更长远的，也有个想法，越长远可能越

模糊，但有个模糊的想法，比没有好。活一百岁，

也就是３６５００天，除掉儿时懵懂时期以及老年时精
力的衰退，七折八扣，可有效利用的时间，也不

太可能超过三万天。

什么是生命，那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时间。

时间花完了，上天也会把你召回去的。“天”希望

跟你合一，你则当自觉地与天合一。

有一首来自台湾的歌，名叫 《童年》，那歌里

唱道：“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

年”。人知晓天地日月的关系颇不容易。教育最好

能让读高中的学生就开始明白天命，明白自己跟

上天 （亦即大自然）的关系，最好还能知晓天人

合一的哲学思想。

就在我写的这短短几页纸中，“天”字就出现

了六七十次之多。这是回过头来去数的，不是刻

意去凑的。“天”字从我心中自然地流淌出来，因

为上天在我心中。

二、中国古代哲学的精华

古中国、古希腊，都是哲学大国，同时也就

是文明大国。

有关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在两千多年前的

中国哲学家孔、孟、老、庄那里都有了。他们的

这一哲学思想，大大早于西方。这里，不妨摘引

几段他们的有关论述。

孔子，这是两千五百年前的一位圣人，他言

道： “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

言。” “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

哉？”“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１］３１０。知天命的思

想正是源于孔圣人的。两千五百年前就有如此深

刻的天人合一哲学。伟哉，壮哉！难怪西方有人

认为，要从孔子那里寻找智慧。

孟子言道：“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

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学问

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１］１１３４。亦乃自我完成。

心、性、命相连，这也是天人合一的一种表现。

孟子的 “无他”实乃无学问外之所求，亦乃为学

问而学问；只求自圆其说，也只听从自己内心的

呼唤。这也应当是学问家的天理良知。

我们引述老子的三句话：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

必作于细”； “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１］４８０。

天、事、人，也是连在一起的。

庄子言：“有天乐、人乐之分……天地有大美

而不言”［１］６４５。美学思想是哲学思想的一部分，这

里，庄子是把天、地、人、乐与美联系在一起的。

古希腊哲学的主流是本质主义、理性主义的，

距离把天与人、大自然与人联系起来的这些，还

比较远。换言之，中国古代哲学既有了理性主义，

又有了非理性主义的内容。欧洲的非理性主义哲

学是在经过了黑暗的中世纪之后的文艺复兴，才

大规模兴起的。由此，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中国

古代哲学的历史更为悠久，更为先进。特别是在

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上，其悠久与先进，都十分

明显。

１７世纪之后，欧洲开始了工业革命，这使得
人类在生产力上有了一个大幅度的提升。同时，

也带来了对人自身、对自然环境的一些负面影响，

亦即带来了人的畸形发展，带来对自然环境的污

染。史上，伦敦曾被称为 “雾都”，即为一例证。

如今，人们已经知道，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

能因为环境的破坏而付出巨大的代价。如今的世

界发达国家，从欧洲到北美，环境已经治理得非

常好了。还是在三十多年前，我从加拿大的温哥

华，经过中部的两个城市，再到东部的蒙特利尔、

渥太华，脚上穿的一双皮鞋，从西到东，一尘不

染。这就是发达国家环境的写照之一。

我们国家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之中，

相信我们已经知道工业化可能带来的对环境的影

响，并采取相应的措施，而不会重复西方国家在

工业化过程中经历过的那些曲折。环境意识，实

乃天人合一思想在今日之重要体现之一。

我的家乡是湖北沔阳的一个小镇。我儿时对

家乡的印象是十分美好的，人文和自然环境都给

我留下了永远的记忆。小镇四面临水，小溪、小

流连云潭，一条小河流向远方，还有月湖。可是，

这一切在近几十年里，渐渐消失了，环境问题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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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相当严重了。当然，我又深信，我的家乡跟自

己的国家一样，会对自然与人文环境日益重视起

来。这不一定是自觉以天人合一的哲学为指引的，

却也会自然地按此去做。或者，这会是人的一种

本能，本能地与天靠近，本能地学会恭恭敬敬地

对待大自然，对待上天。

天人合一，应该是人与天去合，人需要觉悟

到这一点，并且要在明白天意的前提下，努力去

做。大自然 （上天）缔造了人，人需要感恩。人

觉悟到需要感恩，前提是明白大自然有多么伟大，

它把我们人神奇地带到了这个星球上。说神奇，

一点也不为过。至今，我们还不知道地球是如何

把我们孕育出来的，不知道唯有人才有的意识是

怎样生成的，而正是这个 “意识”又让我们创造

出了许多的神奇。

我不知道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一语出自何

人之口，然而，我知道这一句话实在是太意味深

长了。应当有学者、智者把这句话写成一本书，

把这句话的几乎无限的含义揭示出来，并且那必

将是一部体现天人合一哲学的巨著。我估计，写

这样一本书，需要有宇宙史、地球史、人类史、

文明史的丰富知识，当然也需要有天人合一的哲

学思想。“我们只有一个地球”一语所体现的，正

是这种哲学。

现在，我们经常讲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这体现的是一种环境意识，也是对天人合一

哲学的认同。

我生活在湘江之畔，麓山脚下，至少在长沙

市的范围内，这里实可谓绿水青山。麓山周围聚

焦着湖南好几所大学，这里的人们更有可能明白

天人合一的道理，更会珍惜所在的地域环境。喧

哗的城市里的人们，常常去空气更为新鲜的田园，

去那些绿水青山、风景如画的地方去旅游。这样

就能体会到天地之美。体会到不能沉浸在城市里

的喧闹之中，同时也爱护好、治理好自己的城市。

我们的祖先，那些两千多年前的圣哲，他们

天人合一的哲学具有纯思辩的性质。他们不可能

是从今日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恶化出发来论述

的。这一点，正说明了他们的先知先觉，他们不

是在环境日益恶化的情况下才去思考的。他们当

然也不可能料想到自己的思想，对今日的人类有

多么重要，有多么宝贵。这一历史事实也再一次

说明，人类一些先进的思想是永远光芒四射、照

耀人间的。

三、音乐里的天人合一

有一首歌唱道： “如果有一天，我悄然离去，

请把我埋在，埋在春天里。”歌常常是将人之情与

自然之情连在一起的。春天里，时光里，是 “天”

里，人去后还在 “天”里。

中学时写作文，我曾写过这样的句子：“春雪

不拦路，却寒透了人的心”。国文老师张国魂在我

的这个句子旁画圈，从头画到尾。我想，这就是

情景相融。那篇作文肯定不只这一句，不过，其

他的也记不住了。我最尊敬的国文老师张国魂也

去了西天。文章的好坏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自然而

优美地把情与景融合。景是 “天”的，情是 “人”

的。我们说这也是天人合一，相信一点也不勉强。

音乐里、艺术里普遍存在着。

《黄河颂》里唱道： “我站在高山之巅，望黄

河滚滚，波涛万丈”，这写的是 “景”。其后又唱

道：“我们要学习你的榜样，像你一样的伟大、坚

强”，这又是 “情”了。

《黄土高坡》中有：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啊，

大风从坡上刮过……不管是八百年还是一万年，

都是我的歌”。黄河、黄牛、黄土高坡 （“景”），

都是我的歌 （“情”）。人无限的情寄托于无限的

景。人总是这样自自然然地与自然融为一体。音

乐把它唱出来。

施光南的不朽歌曲之一是 《在希望的田野

上》，这个歌名本身就是情与景的合一。施光南的

歌似是特别有节奏感、跳跃感的。这位天才的音

乐家在４９岁时回望了人间最后一眼，而他留下的
音乐却会永远回荡在人间。聂耳，这位来自云南

玉溪的天才为中国人留下了永远传唱的 《义勇军

进行曲》，并成为了我们的国歌。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也是情与景融为一体的美

妙旋律。

《泉水叮咚》是一支十分优美的情歌。 “泉水

叮咚，泉水叮咚响，弹着琴弦，唱着歌儿流向远

方”。这是一首爱情歌曲，亦必是借景表情的。

“大雁听过我的歌，小河亲过我的脸，山丹丹

花开花又落，一年又一年”，这是 《信天游》中的

词。这些词用音乐表达出来，味道就更深远，更

优美。在人类所有活动中，没有一桩的普遍性可

与音乐相比的。音乐跟自然科学一样，没有国界。

美声起源于意大利，民歌则存在于世界各国。

３５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总第１９１期）

德国的古典音乐家代表巴赫、莫扎特、施特劳斯

的贡献已超出了音乐世界。维也纳是音乐之都，

那里的音乐节总能吸引世界的目光，显示音乐的

力量。音乐的教育作用也是巨大的。ＭＩＴ曾为学生
开出８０门音乐课，三千多学生修读，实在壮观；
这也是 ＭＩＴ的一项壮举。他们深知音乐的力量。
这种力量是由于把艺术与智慧融合在一起而迸发

出来的。古希腊 “七艺”中就有音乐，而今，音

乐教育已存在于各级各类的教育中。

我能唱的歌有一千三百首以上，没有详细统

计过。但不会低于这个数字。有一个音乐盒，里

面有 ２２２２首歌，我大部分都能唱。还有一个含
３００首歌的音乐盒，每一首我都能唱。十分感谢音
乐，它教了我很多，让我看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由于我明白音乐的不可替代的教育作用，所

以在任校长期间，我为学校音乐学院的建设和发

展做了不少事。当年音乐学院的声乐教师、器乐

教师，我几乎全都熟悉，年轻的稍微生疏一些。

最年长的音乐教授储声虹曾教我如何发声。

我有幸写出了一本 《音乐与人》，碰到的困难

比写 《体育与人》大得多。好在我能经常请教颇

有才华的，从事音乐理论研究的吴春福，他常常

打球，我便趁打球的机会请教他。

在念中学时，我就参加了武汉市汉阳区的合

唱团。大学念书时，又参加了省大学生合唱团，

担任男中音领唱。我所在的班还有一个男声合唱

队，巫干文任队长。有一支歌的印象特别深。其

中唱道：“夕阳斜照东山坡哟，我们歌咏队唱起歌

哟，唱得挑担的舍不得回家转，唱得太阳舍不得

下山坡。”

音乐把我们与许多事情联结起来，由于音乐

的独特作用，使得这种联结特别有力。音乐把历

史与未来连接起来，把传统与现代连接起来，把

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连接起来，把我们与古人连

接起来，把我们与天地日月、与世界连接起来，

把我们自己的情与意连接起来，将自己与故乡连

接起来，让天与人一起在我们心间涌动。这种连

接的特殊在于，它是通过旋律而实现的，于是，

其情其景更能长留心间。儿时唱的歌，七八十年

之后仍然记忆犹新，词曲连在一起，特别不易

忘怀。

音乐伴我一生，我伴音乐一生，须臾不可分

离，临终时也会有哀乐低旋。我想自己作词应该

没有问题，很遗憾，我没学会作曲。在古丈爬五

里坡时，灵感来了，哼过几句，未曾想到要记载

下来。灵感的东西，不记下就会消失，再也找

不到。

音乐、舞蹈一类确实是人与天地相连的最好

形式，它们甚至可以引领我们去开发自己的智慧。

舞蹈是空间艺术，音乐是时间艺术，它们填满了

我们的时空，美化了我们的生活。人创造了它们，

它们又来帮助我们创造，提升我们的创造力。

人最早听到的音乐，应当是母亲的摇篮曲。

由此开始自己的人生，人生路上又会有一片歌声

相随。一路地歌，一路地唱，唱过那唐古拉山，

唱过青藏高原，从世界屋脊飘向全世界。每个地

方都有白天和黑夜，但音乐不分白天与黑夜，随

着地球的转动而永不停息。当西半球安歇下来时，

我们这里正歌舞升平；当我们安歇下来时，那边

的歌声又会响起来。整个地球不会停歇，日日夜

夜歌唱着。不为别的，就为通过歌声而与天地日

月联系在一起，与江河湖海齐声歌唱。

《现代汉语词典》中，以 “天”字起头的条目

达１５８条之多。数目之众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
对 “天”的认识之丰富。这１５８条还未必穷尽了
所有。例如，“天塌地陷”这一词没有， “天路”

一词也没有。“天路”是藏族同胞对修到了他们家

乡的铁路的称呼，还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天

路》。可见，“天”字起头的条目还有一些。

第一个字之后有 “天”的词，就没有单列了。

这一类的词也不少，例如，今天、明天、昨天、

前天、春天、夏天、秋天、冬天、苍天、上天、

晴天、雨天、阴天、先天、后天、白天、青天、

蓝天、仰天一笑、伤天害理、无法无天、丧尽天

良……我们汇集了这样一些第一个字并非 “天”

而含有 “天”字的词语，无非是进一步说明 “天”

在我们心目中的分量。换个角度看，这么多含有

“天”字的词汇，充分说明人对天的思考，人与天

靠近，以达至天人合一。

我们对天的理解，有一类是相对较虚的，例

如把太阳系视为天，进而视银河系乃至整个宇宙

为天。能将这种天也装在胸中，实在是虚怀若谷

了，胸怀天下了。从小学到大学，我们从知晓家

乡开始，知晓祖国，知晓天下。受教育的过程，

在很大程度上是 “天”的概念不断扩大的过程。

从胸怀家乡，到胸怀祖国，再到胸怀天下，是一

个飞跃。

天人合一，也就是从 “乡人合一”、 “国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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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楚廷：天人合一哲学及其他

一”一步步发展来的。中小学写作文，要有情有

景，景是属于天的，情是属于人的。好的作文的

情景合一，就是在天人合一路上的起步。他们经

过多方面的教育，渐渐地把 “天”放在心中，达

至天人合一。

知识太贫乏，“天”很难置于自己心中。知识

多了，“天”也不一定进得了心。这与知识有关，

但又不完全是知识问题。现在，我们开始重视生

态教育、环境教育。爱护天，从爱护环境做起；

与天合一，从与环境合一开始。学生从中小学起

就开始知晓自己与环境的关系，是教育的神圣责

任。明白自己与环境的关系，是教育中不应忽视

又比较困难的事。同时，这需要从点点滴滴做起。

如果说到更实处，当知人与文的合一，人与

坟合一；更细微之处，还有人车合一，人球合一。

山山水水，附近的一切，都是与我们共命运的。

政府对环境治理负有特别的责任，这种责任中包

括加强学校的环境教育、生态教育。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人文科学的教育与自然科学的教育

是从不同的角度承担环境教育责任的。从天人合

一的高度去认识，可能是大学高年级的教育项目

了。人类通过联合国组织把环境的保护视为己任，

这是人类的觉醒，又必然同时伴随着对破坏环境

行为的扼制。这都需要我们联合起来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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