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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在您看来，熊
十力在现代哲学史上占据何
种地位？

景海峰：熊十力是“五四”
以来真正具有原创性的少数
几位中国哲学家之一，是现代
新儒家的中心开创性人物，也
是学界公认的20世纪最重要
的中国哲学家之一。

20 世纪的中国哲学处在
转型的过程。受到西方思想
文化的影响，“哲学”这一说法
开始流行起来。熊十力关注
的是，中国哲学在西学影响之
下如何结合传统进行新的创
造。他具有强烈的时代感与
鲜明的现代意识，他的研究和
著作是现代的形态，有自己的
思想体系。

新儒学是从梁漱溟、熊十
力、马一浮这一代开始的。在
民国的新文化运动之后，他们
一直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的立
场，在反思传统的同时，坚持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全
盘西化的价值观区别开来。

羊城晚报：那他最重要的
学术成就体现在哪里？

景海峰：当时，新文化运
动几乎是一面倒地批判儒
家。熊十力意识到，在全盘西
化的思潮之下，中国传统需要
得到保护、适应现代。这种独
立精神，保护了中国传统思想
的血脉。在一个风雨如晦的
时代，能够发出这样一种先
声，正是熊十力的可贵之处。

熊十力的学说是开了先河
的。在20世纪中西思潮交锋的
背景下，熊十力的学说表现出思
想的深刻性与文化的潮流性，从
哲学基础上思考中国传统如何
适应现代的问题，影响很大。

羊城晚报：两 段 广 州 经
历，给熊十力的人生以及学术
生涯带来了什么影响？

景海峰：熊十力比较特
殊，他没有显赫的学历，早年
从事政治，是革命党人一员。
辛亥革命之后，他不愿意在政

界做下去，35 岁才开始往学
术方面发展。他的成才主要
靠自学和天赋，是历史上很少
见的人物，不是循规蹈矩从学
术圈内走出来的。

1917年，熊十力开始跟梁
漱溟有文字往来；1918年出版
的专著，已有蔡元培为之写
序。这等于是他整个人生的转
折点：从一开始名不见经传，慢
慢走入北京大学这个学术中心
的圈子。他的学术成长经历是
不可复制的，绝对不是纯粹的
学院派。他后来的一系列思想
创造也是打破陈规的。

熊十力在短札和读书杂
记中稍微提到了一点他 1917
年的广州经历。那时候，他开
始对佛教感兴趣，在街上坐上
人力车，车夫跑了起来，他感
受到马路如梦如幻。这时的
熊十力正处于找不到出路的
心境，因此逃离军队，“投戎从
笔”，跟他早年的政治生涯彻
底告别了。

不过，他即便脱离军政
界，也不是马上就到学术机构
专心从事学术研究。熊十力
一开始先去中学教书，辗转到
南开中学当国文教员，然后才
去了北大。

1948 年底到 1950 年，他
隐居番禺观海楼，完成了《十
力语要初续》与《正韩》等文稿
的编写。前者要放到《十力语
要》体系中去解读。

熊十力有两本著作比较
关键，一是《新唯识论》，二是
《十力语要》。《十力语要》是书
信、短文、序跋的合集，一共有
四卷。该书是学习新儒家很
好的入门书，不艰涩，其中的
书信主要是解答学生困惑，文
字一流。能写到他这个水平
的哲学家很少，文体半白，文
字凝练，有六朝色彩，又有现
代思想。《十力语要初续》就是
对《十力语要》的补充、延展，
亦是了解熊十力学术思想和
生平的极其重要的文献。

熊十力站在中国文化本位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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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方面也在积极争取
熊十力，希望熊十力北上共
商国是。广州解放后第十
天，熊十力就收到董必武、郭
沫若联名电报，请他迅即北
上，之后他又再次收到了时
任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的
信。渴望重回学堂执教的熊
十力很快便动身北上。时任
广东省政府主席叶剑英受董
必武之托，为熊十力买好火
车票，一路安排人扶持，并亲
自送他到火车站。

抉择背后，是一代知识分
子的坚守。1949 年 11 月 29
日，熊十力在观海楼写信给唐

君毅道明自己北归的原因，一
句话力透纸背：“吾中国人
也。”新中国成立后，熊十力留
在大陆，担任全国政协委员，
陆续出版了若干专著。

熊十力的学生徐复观曾
因去留问题跟老师交恶，到
了晚年，他也逐渐理解熊十
力当年的选择。徐复观在
《悼念熊十力先生》中写道：
“熊先生则是牺牲个人现实
上的一切，以阐发中国文化
的光辉，担当中国文化所应
当尽的责任。他每一起心动
念，都是为了中国文化。生
命与中国文化，在他是凝为

一体，在无数惊涛骇浪中，屹
立不动。”

著名学者郭齐勇也作如
此总结：“熊十力作狮子之吼，
为挺立和重塑中华民族精神，
创造了融合西方思想、继承东
方精髓的《新唯识论》思想体
系。他以人文的睿智，重建了
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即使到了 21 世纪，熊十
力对当代价值的影响依旧很
大，新儒学的知识脉络在他门
下得以代际传承。而位于番
禺化龙镇的观海楼，也在沧桑
之中，为岭南保留下了一代大
儒不断奋斗的不朽足迹。

熊十力的学术之路，如同
他的个性一样，不可复制。
没有显赫学历的他，靠着天
赋和苦功，自学成才。少年
时代，熊十力投身革命，直到
35岁时才开始往学术方面发
展。早年在广州停留的半年
经历，正是促使熊十力从革

命转向哲学研究的转折点。
1917 年 11 月，熊十力来

到广州，在孙中山大元帅府任
参谋，于次年5月离开。“护法
运动”失败后，他返回德安，决
心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十力
语要》中也记载了熊十力转变
的心路历程：“吾亦内省三十

余年来，皆在悠悠忽忽中过
活，实未发真心，未有真志
……于是始決学术一途，时年
已三十五矣。此为余生之一
大转变，直是再生时期。”

31 年后，再度来到广州
的熊十力又面临着人生的重
大抉择：是留在大陆，还是浮
海他往？这个难题并非熊十
力一人面临，当时的不少知
识分子都在思考何去何从。

“解放后将何往？此吾所
欲一商者。可苟活以不去义
为主，义不可活方一了之。”
在《熊十力全集第八卷》的书
信里，他也提到这段经历。
当时很多人都动员他前往港
台或者海外，熊十力也曾动
摇过。但他倾一生心血于国
学，而国学的根基就在大陆，
他无法割舍，遂打消了离开
的念头。

蛰居观海楼时，熊十力已
是年过花甲的老人。总体来
说，他在观海楼的生活还算平
和，大多数时间都是青灯黄
卷、埋头写作。随行的养女熊
仲光则抄写文稿，学习佛典。
平日里，男工陈金海负责照料
老人的饮食起居。在众人的
帮助下，熊十力在此完成了
《十力语要初续》与《正韩》的
编辑和补充写作。

《十力语要初续》是《十力
语要》的续编，沿用前者体例，
辑录书札、论文、杂文等总计
42 篇，是了解熊十力学术思
想和生平的一本极其重要的
文献。该书基本上反映出抗
战胜利后至 1949 年之间，熊
十力在北平、杭州、广州等地
的学术活动与主要思想，其中
一个主题是围绕《新唯识论》
作出阐释和发挥，答疑解惑。

熊十力在兵荒马乱的年
代还能安心写作，自然离不开
学生黄艮庸的帮助。熊十力
在《增订十力语要缘起》中说
明：“乃取积年旧稿复阅一过，
多为番禺黄艮庸所选存。”书
中篇幅最长的文章是《新论平
章儒佛诸大问题之申述（黄艮
庸答子琴）》，是黄艮庸代熊十
力回答邓子琴对《新唯识论》
的质疑。

黄艮庸在学术上为老师

付出，在生活中对熊十力也处
处照顾。每到星期日，在中山
大学任教的黄艮庸都回到乡
下，陪同熊老到田间散步。梁
漱溟称赞黄艮庸温和忠实，唐
君毅则把黄艮庸比喻为孔门
的颜回。

平日里，熊十力只靠书信
与外界往来。在学生黄艮庸、
张北海的牵线下，他也与广州
社会有一些互动。当时广州
《中央日报》所办的《岭雅》周
刊，便因张北海的关系，刊登了
熊十力的一篇旧作《漆园记》。

彼时恰逢岭南心学奠基人
陈白沙诞辰520年，陈白沙后
人陈应耀便通过黄艮庸的关系
请熊十力为之撰文，《陈白沙先
生纪念》由此而生。熊十力研
究专家、深圳大学教授景海峰
认为，熊十力对陈白沙的把握
非常精要，笔力不一般。后来
许多学者研究陈白沙，都绕不
过熊十力的这篇文章。

熊十力虽然没有专门研
究岭南心学，但在自宋代以来
心学和理学的分界中，熊十力
是偏向心学的。“余因白沙《禽
兽说》，顿悟吾生之真，而深惜
无始时来，一切众生都不自
觉。”在那篇纪念文章中，熊十
力如此感慨。身处不同时代
的两位智者，平生都只为一个

“真”字。

岭南冬日，午后的暖阳消
磨了北风，斜照在街心村用红
砖橙瓦筑成的牌坊上。羊城晚
报记者走进街心村，穿过几座
错落的民居，拐进福深巷，一道
斑驳狭窄的石梯横亘足下。“这
就是当年留下的石梯。”番禺的
老文化人屈慎宁领着羊城晚报
记者一行，一边走一边介绍周
边的环境。顺着石梯上行百余
米，一栋充满历史感的建筑映
入眼帘——“观海楼”，熊十力
当年就隐居在此。

1948 年时入住观海楼的
熊十力已是中国举足轻重的
哲匠。不过，这并不是观海楼
迎 来 的第一 位大 儒 。 早 在
1928 年，另一位著名哲学家
梁漱溟也曾在此居住。屈慎
宁表示，该镇地处番禺交通要
处，整村人都比较注重文化。

邀请熊十力来此隐居的黄
艮庸，正是该村族人中最早接
受西式教育的文化人。黄艮庸
是熊十力的学生，也是梁漱溟
的侄女婿，家族产业颇丰。据
介绍，观海楼当年是村里的“豪
宅”，站在二楼书房窗前放眼望
去，可一直看到珠江口，故曰

“观海”。楼中空置的房间曾开
放给村童读书学习，还得了个

“村中国子监”的别称。
如今，观海楼的屋顶和外

墙绿藤盘绕，墙体老化，有部
分坍塌，角落结着蛛网，大厅
置放着一些杂物，地上铺着历
经年月的枯枝败叶。同行的
村干部解释，观海楼为黄氏族
人三家所分，因产权模糊荒置
至今，尚未修缮。

屈慎宁指着一楼右侧的
房间告诉羊城晚报记者，那就
是当年熊十力起居的房间。
抬头看去，房门顶部墙壁上的
雕塑融合中西元素，可辨认出
蟠桃和貔貅等纹饰。走进一
楼里屋，北面墙体上还刻着熊
十力亲题的“仁宅”二字，笔力
苍劲利落，落款“十力”。

所谓字如其人，宁拙毋巧
自天真。正如其弟子牟宗三所
说，熊十力的生命是一个“真生
命”。牟宗三的学生蔡仁厚也曾
评价熊十力：“他是真人，是野
人，是大人。”这种个性在熊老的
学术风格中也得到淋漓尽致的
体现，另一位哲学家金岳霖也曾
言：“熊十力的哲学中有人。”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孙磊 实习生 陈晓楠 通讯员 唐盛（除署名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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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广州番禺化龙镇街心村的旧宅观海楼，历经沧桑，如今大部安好。这栋旧宅，曾

在1948年秋日的烽火中迎来20世纪中国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新儒学泰斗——熊十

力。其后一年多时光中，熊十力在此静观世变、修养心性，也不忘著述，一度计划在此安度

晚年。1950年，他又从广州北上，回到新中国首都北京，重新执教于北大哲学系。

熊十力一生漂泊不定。广州这个南国之都与他不过是萍水相逢，却先后见证了这一

代哲人的两大人生转折点：1917年，他到广州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失败后决意

专心从事哲学研究；1949年，面临去与留的诘问，他最终选择留在大陆，北归执教。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创者，熊十力与马一浮、梁漱溟并称现代儒家“三圣”。早在1932

年，47岁的熊十力出版《新唯识论》文言本，宣告其思想体系的成立，震动学界，后成为二十

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哲学家之一。他的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继承其学术路

向，新儒学在海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而观海楼，也为岭南保留下了一代大儒的足迹。

特立独行的个性，让熊十
力在番禺留下了不少趣闻。

“熊十力很怪。”屈慎宁将至
今仍在流传的熊十力“乡间
传说”娓娓道来：熊老的“怪”
处，一是他从不吃白米，只吃
糙米，觉得这更有营养；二是
他极度热爱吃鸡。

村里每逢大事都会大摆
宴席，黄姓男丁可以任吃任
喝。熊十力虽然不姓黄，但作
为深受尊重的“大人物”，也受
邀前往。据说，在饭桌上，他
会不顾旁人而大口啖肉，一个
人把一整只鸡都给吃了。在
他看来，珍惜自己的生命，才
能传道、救国、救世。熊十力
真诚地相信，这不是自私，恰
恰是大公之心。这不是常人
所能理解的。

大儒“无鸡不欢”，村宴
的鸡肉远远不够。1949 年 9

月，熊十力在一封信中写道：
“吾自去年来粤，未买半只
鸡。只小女来，见其病弱，买
一只鸡为彼下蛋，未买得好，
无蛋，遂杀之。只此一次，外
此两个年头未见鸡肉。”言下
之意，似乎吃村宴的鸡都不
作数。

与友人的书信往来中，熊
十力也常愁眉莫展，流露出
真实的不安与嗟叹。他一愁
水土不服，提到番禺气候闷

热、观海楼西晒直入，便自认
老年残躯，加上神经衰弱，

“真是没有精神”；二愁物价
太高，用钱骇人，他曾有四个
月没有买过猪肉，只吃青菜，
生活简朴至极。

在村人看来，熊十力是一
个大人物，也是一个怪人。
确实，他不像一般学者那样
温文尔雅，反而有一点朴拙
之味，为人也并不循规蹈矩，
但着实可爱。

熊
十
力
：

临巨变 一代大儒蛰居番禺
开新派 观海著书阐扬心学

大
儒
亦
怪

朴
拙
可
爱

熊十力（资料图）

如今，观海楼的屋顶和外墙上绿藤盘绕

熊
十
力
亲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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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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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华、通讯
员粤卫信报道：近日，“广东省放
射工作人员线上培训与考核平
台（试行）”正式上线，与传统的
线下培训模式相比，线上培训与
考核平台提供了一个方便、灵活
的培训途径。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放
射科主治医师毛家骥在接受羊城
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放射
工作人员一般每两年要接受一次
培训，包括9节课、16个课时。以
前是线下培训，一线医务人员临
床工作繁忙，只能在周末抽空参
加，比较疲惫。现在‘线上培训与
考核平台’可以让我们灵活安排
学习时间，真的是减轻了我们的
工作负担。平台上安排的课程还
能即时测评，效率高”。

据了解，自从《放射工作人员
职业健康管理办法》颁布实施以
来，广东省放射工作人员培训一

直以线下面授模式为主，授课专
家多为放射卫生检测与评价方面
的专家。疫情发生后，这一培训
模式、培训课程及核心内容面临
着新的挑战。时常有医疗机构工
作人员反映，其所属放射工作人
员的培训周期即将到了，可疫情
反复，线下培训时有受限，导致放
射工作人员培训出现停滞。

为此，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根
据全省放射工作人员培训实际
需求，于 2020 年 11 月推动线上
培训平台建设。平台于 2021 年
10 月正式启用。省卫生健康委
邀请国家级或省级放射卫生专
家坐镇主讲，精心制订教学内
容、制作 PPT 课件，精心设计出
适合放射工作人员口味的“精神
大餐”。完成规定学时后即可进
入考核，做到学测结合。截至11
月 26日，全省共有16293人参加
线上学习。

羊城晚报讯 记者余燕红，
通讯员白恬、张迅恺摄影报道：

“好激动，居然能进手术室”“故事
太感动了，医者仁心”“医护人员工
作真不容易”……12 月 2 日至 8
日，建院122周年的广州医科大学
附属第三医院分别对手术室、产
房、急诊科、胎儿医学中心开展了
四场医学线上直播“云”体验活动，
近25万网友在线“云游”互动。

产房原来不像电视剧
让人既好奇又有些害怕的产

房，到底长啥样？近日，羊城晚报
记者通过线上直播感受了一回。
原来，产妇并非一到产房就能生。
很多产妇可能进了产房两三天，连
产床都还没上。生娃要开到“十

指”，产房根据每个产妇的产程
（即开指的程度）进行了分区，开
“三指”以下，待在待产区；“三指”
以上，就要进入“分娩区”。

只有“分娩区”才有产床。
有些产妇可能很快就开“三指”，
而有些可能疼上一两天，却纹丝
不动！因此，产房内每个区域都
有助产士，她们时刻紧盯产妇的
产程变化，随时应对。一旦产妇
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手术，即可在
手术室就地手术，高效又快速。

羊城晚报记者通过镜头看
到，产房内有一名已经破水的产
妇站在病床旁做扭胯运动，感觉
十分轻松。在助产士的帮助下，
这名产妇还坐在一个大大的分
娩球上，一弹一弹的，好不惬

意。广医三院分娩室副护士长
沈健对此进行了解释：“在助产
士的评估下，分娩前完全可以进
行适量运动，比如坐分娩球、扭
腰等。这可以帮助产妇减少腰
骶部疼痛、促进胎儿下降。”

直播时，一名产妇正躺在产
床上等待分娩。除了音乐，产房里
听不到像电视剧那样的嘶喊声，安
静得让人想象不到这是产房。

医者有委屈也有幸福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医

生现在在给孕妈抽羊水，这个是
完全无创的，也是无痛的。”12月
8 日，广医三院胎儿医学中心副
主任李志华在直播中担任主播
兼“医学体验官”，为网友在线解

说一台胎儿手术，不少围观的网
友大呼“长知识”。

急诊科医生胡峻岩则在 12
月 2日的直播中，分享了一则急
诊被投诉的故事。一名 18岁的
溺水小伙曾在急诊进行大抢救，
当时所有医护人员都忙于救治，
在和家属沟通方面有所欠缺。
患者在全力抢救下被救活了，转
入 ICU 治疗。出院时，患者给
ICU写了封感谢信，却投诉了急
诊。“急诊的救治就像急先锋，为
后面的救治争取机会。但急诊
的工作好像并没有被患者所看
到。”胡峻岩有点失落地说。

有失落但也有幸福。产房
副护士长沈健回忆，19 年前，她
接生了一名宝宝。产妇非常感

谢沈健，每年都会带宝宝来看望
沈健，沈健和这家人逐渐成为了
朋友。今年，孩子顺利考上了大
学，报考的还是医学专业，沈健
和孩子的家人一起送孩子去上
学。沈健觉得特别幸福。

羊城晚报记者了解到，自
2013年以来，广医三院就积极开
展“医患角色互换体验营”。广
医三院党委副书记刘丹介绍，往
届体验营活动只有少数市民志
愿者能够真正进入临床科室体
验；这次实时直播则将真实的医
疗操作、医疗规范、医务工作者
展现于数十万大众眼前：“我们
亮出‘家底’，就是为了让市民走
近医院、了解医者的真实工作，
增进医患了解与信任。”

广医三院通过直播带网友探秘医院里“患者止步”的神秘世界

近25万网友云游手术室产房
广东省放射工作人员线上培训与考核平台受好评

万人线上云培训

梁漱溟亲题广雅中学校训

延
伸

广东广雅中学的前身是两
广总督张之洞于清光绪十四年
（1888 年）创办的广雅书院，至
今已有 133 年历史。古朴宁静
的校园中端坐着一尊人物铜像，
铜像下方刻有一行金色的大字
——“梁漱溟校长”。

1928 年至 1929 年，中国现
代哲学家梁漱溟也来过广州，
担任广东省立第一中学（今广
雅中学）的第 23 任校长。南下
之前，梁漱溟曾在北京大学任
教授，已发表了《东西文化及其
哲学》一书，阐发其“东方精神
文明论”和新儒家思想，在学术
界颇有影响。那次南下，梁漱
溟还带来了一批北京大学、北
京师范学院的学生。

“我到广东来，自己抱着
一点意思，是想试着去作我的
乡治的主张。”1924 年，梁漱溟
辞去北大教职，到山东菏泽办

高中，又创办了山东乡村建设
研究院，发表《中国民族自救
运动之最后觉悟》《乡村建设
大 意》《乡 村 建 设 理 论》等 著
作，推行乡村建设运动。

抱着通过“乡治”替民族
开 路 的 希 望 ，梁 漱 溟 来 到 广
州 ，开 启 了 他 的 民 族 改 革 之
路。梁漱溟提出“自觉教育”
的主张，希望学生拿出他们的
心思、耳、目、手、足的力量，去
亲身经历，用自己的心思才力
去求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学
问。该主张深受他个人哲学
观念的影响，是他哲学观、生
命观在教育领域的体现。

梁漱溟在广雅中学虽仅任
职一年，但后来他在广雅中学
百年校庆时亲笔题写的“务本
求实”四字，已成为校训并延
续至今，被郑重地刻在校门照
壁的背面。

百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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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直播抽羊水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