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一一一  耽耽耽耽  学学学学  堂堂堂堂 

 
 

义  工  手  册 
 

（甲申年秋） 

 
青年人， 

做事要做到大众的前头， 

说话要说到大众的后头。 

 

 

学堂办公室编印 

 
 



 

 

行军告示 

 

我们必须准备走大路、小路、直

路和弯路。 

走过白天是黑夜路，走过黑夜

是白天路，走过天涯还有路！走上

坡路、下坡路、岔路和斜路，还要

准备走绝路，走完绝路，我们再赶

路！ 

我们必须准备走绝路，走完绝

路，再赶路。 

毛泽东 

一九三五年 

 

 



 

 

学学学学    堂堂堂堂    简简简简    介介介介    
 

一耽学堂一耽学堂一耽学堂一耽学堂，，，，致力于学习致力于学习致力于学习致力于学习、、、、体认和推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非盈利性民间公益组织体认和推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非盈利性民间公益组织体认和推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非盈利性民间公益组织体认和推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非盈利性民间公益组织。。。。

2000年 12月 21日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社科院、民族大学、北师大等 6

所院校三十名硕、博学子在北京发起成立，总干事为北大哲学系 1997级硕士逄飞。学

堂成立以来，发动首都各大高校青年，凭着赤诚坦荡的心地，塌实做事的风格，组织开

展了一系列文化传习方面的活动，自利利人，感召人心，开创一股传习文化、弘扬精神

的新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引起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广泛的关

注、认可和支持。 

致力方向致力方向致力方向致力方向：：：：         弘扬传统文化，振奋民族精神， 

改良社会风气，净化个体心灵， 

普及汉语基础，推介中文思想。 

基本定位基本定位基本定位基本定位：：：： 

““““文化文化文化文化+公益公益公益公益+青年青年青年青年””””————————文化建设落实于青年的公益活动，青年在文化指向的

公益层面得到锻炼，公益形式因文化的主题和青年的介入而增加活力。 

做事风格做事风格做事风格做事风格：：：： 

做事第一做事第一做事第一做事第一  静默为主静默为主静默为主静默为主 

已开展的主要公益活动已开展的主要公益活动已开展的主要公益活动已开展的主要公益活动：：：： 

面向小学、社区进行传统文化蒙学义务普及教学； 

面向中学开展传统文化专题（思想史、文学史、文化史共计约 50 个专题）讲

座； 

面向高校和社会开展“人文日新 从青年起”体认传统系列文化讲座； 

不定期组织高校学生参访各种文化单位（如白云观、孔庙等）； 

组织青年学子进行传统文化修习活动（经典研讨、晨读等）； 

组织青年学子前往乡村和西部地区开展文化考察、普及活动等。 

…… 
 
 
 



 

 

 
 
 
 



 

 

总干事讲话摘录 

 

简简简简    单单单单    看看看看    法法法法    

 

■ 二十一世纪是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时代。它的一个越来越突出的必要准备就

是文化的复兴，也就是文化的成长和繁荣。我们这一代年青人的历史重托和

社会职责就是要为它的到来创造一个好的开端。在这个开端里面，有相当多

的工作是如何使我们一代代积累下来的五千年文化成功的传承和过渡，使我

们整个民族和它自身的源头有着活的血脉联系，这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 文化进行的根本方式是血肉和汗水的方式，是刻苦耐劳的方式。往圣先贤就

是这方面的明证和榜样，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的精进德行和实地践

履，学习他们的坚韧不拔和直道而行，这是我们有效地思考和行动的根本方

式。这一方面的不被关注和重视已经很久了，所以现在应当特别地给予强调，

尤其对于我们这一辈的年轻人来说，它更是我们立身行世的根本方面。 

■ 根据我国目前阶段的社会状况和发展需要，文化的基础教育就是文化的基础

建设，参与到文化的基础教育当中就是参与到文化的基础建设当中；任何文

化的创造都是教育当先。我们青年人能参与到基础教育当中，实际上也就是

给了自己一次重新教育与自我教育的机会。这是好事，我们身上的缺陷与不

足是明显的，需要弥补；个人的成长与大众的成长、社会的成长应同步进行。 

■ 生活是智慧的源头，中华文化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在活生生的场景、氛围中，

由活生生的人来进行，所以说实践出真知。一耽学堂目前的主要工作就是给

大家一个实践的平台，让每个人有真实的身心触动。在大众的需要当中和无

私的奉献当中去发现自己、去锻炼自己、去认识自己；只有奉献，才有觉悟。

这样一来，文化有“道”，我们成“人”，所谓“道由人显”。 

 

 

 

 

 

 



 

 

为为为为    学学学学    四四四四    要要要要    

 
1 问学目的端正。“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忧国忧民，而有

肩负民族的时代使命和世界的历史职责之自觉，务求自觉而觉他，自

利而利他，尽此一生，奉献众生； 

2 修学心态开放。无预设固然之假拟，无门派路数之管见，无党同伐异

之私心，无口是心非之虚矫；博采广纳，以发明天性，应机切磋，而

培植慧种，使所在尽皆为甘霖雨露矣； 

3 进学次第平实。能用一段真性情，真血肉，于幽微处曲折婉转，必定

彰明，在平常上煅打锤炼，好要塌实；沉潜涵咏，生动体味，平易心

境，笃实践行；根基深牢，自然精进； 

4 讲学感情真挚。虽一词一言，无不发乎良知端底，既举手投足，都不

忘于圣贤叮嘱；诲人子弟，传教古训，责重于天，可不慎言慎行，如

履薄冰！亦师亦友，当坦诚平等相待。 

 

义工参与学堂活动步骤义工参与学堂活动步骤义工参与学堂活动步骤义工参与学堂活动步骤 

了解并认同学堂相关理念→下载、填写和提交“义工报名表”→学

堂发出确认信并通知培训信息 

→参与义工培训会→参与学堂组织的传统文化学习活动[晨读、观影、

讲座、其他] 

→义工分流→参与一线公益活动[正式成为文化义工]  

 



 

 

总干事在学堂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总干事在学堂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总干事在学堂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总干事在学堂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我们这些年轻人聚到一块，首要的就是做事。做事是第一位的。我们都怀着同

样的热情，也都有着同样的关怀，我们愿意以公益的形式来为国家、为社会、为大众来

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希望通过我们的奉献和担当能为中国文化的复兴和建设添砖加

瓦，并且希望能够以此感染和影响周围更多的人，使其自觉地参与和介入到这样一种公

共的事业当中来。我们必须携起手来，共同赶路。我们自己首先要会走路，并且必须要

走出路来。 

 

我们的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中的国家和这个时代中的人民，无论是从民族复兴

的整体角度，还是从个人心灵的实际需要出发，都应真正的关心和介入到民族文化灵魂

的重塑和培养当中，不只是在知识的层面上，而更应是在行动的层面上，道由人显，我

是指血肉、汗水、声音中活动的文化方式，每个人都应实际的出力，投身到建设大众福

祉的洪流当中. 

 

我们学堂的目标,作为文化上的一种理想，它是公共的和开放的，是所有活在这

个时代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年轻人共同的历史使命和职责，我们一起来为社会风气的

好转而做一点事情，让更多的人感觉到、了解到我们的社会风气正在好转，有人正在埋

头苦干，正在努力前行，这该让人感到多么的振奋和鼓舞呀！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

我们的朋友一定会越来越多。 

 

“第一，如果你们心里有一种你们自认为是值得珍视的信念或理想，那么，好，第

二，你们就要为这个信念或理想而行动，至少是付出与这个信念或理想在你们个人心灵

当中所占比例相对等的时间和精力，这样，你们才对得起自己”；“如果你们在座的每一

个人，每一个以文化的职责和使命而自诩的人，每一个都觉得自己的思想高超其余且堪

为社会发展的标度的人，你们每一个这样的个体，如果不能为着文化的共同的建设而走

到一处团结起来，互相学习协同工作，那么，每一个人都将是彻底失败的，你们的那些

原来的清高的想法也终将是不值一提的，务请各位深思，文人不能做事是个耻辱”； 

 

思想的起点不是在很高的地方，而是在很低的地方，从实际生活的状况和需要

入手，这是我们学堂和文化建设、民族复兴共同的生命线。 

 

专业人员用专业术语研究专业问题，这是一个容易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闭锁的圈子，

只要是真诚的，经过思考的和提炼的谁都可以来发言，不需要讲求他的身份和背景，并



 

 

且另外的，思想的传递方式也应是简单的、平易的、有效的，我们学堂现在就倡导一种

讲学的风气，让我们的博士、硕士和本科生到中小学里去锻炼。 

 

思想面对的是生活的全部而非部分思想面对的是生活的全部而非部分思想面对的是生活的全部而非部分思想面对的是生活的全部而非部分，这种生活不是某一部分人、某一个阶层或某

一种方式下的生活，我的出发点可能是特异性的，如我的喜好、气质、禀赋、背景，但

是我的思想经过提炼、升华、锤铸、不断的反复酝养，之后的东西就应该是开放性的，

起点的特异在终点是要发生变化的，“内涵越深，外延越广”，民间心态和学术的民间化

是必要的。 

    

民族复兴民族复兴民族复兴民族复兴，，，，它的前题是文化复兴它的前题是文化复兴它的前题是文化复兴它的前题是文化复兴。我们这一代人，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出生

的，先天不足，与国学的根源不如上一代人那样紧密，少有家学，少有从小的学习和熏

陶，古文涵养较差，不成系统；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在国学方面是有缺陷的，但我们这一

代人的好处是可以觉醒自身的不足，并且这种发现是在中、西文化深入交流的大背景下

开始的。 

 

中国文化的魅力就在于它以个性化的方式来进行，以血肉的和声音的方式以血肉的和声音的方式以血肉的和声音的方式以血肉的和声音的方式来进行，

因此它是有弹性的，这就是中华文化的根本性的魅力这就是中华文化的根本性的魅力这就是中华文化的根本性的魅力这就是中华文化的根本性的魅力，，，，它不因为文字和掌握文字的人它不因为文字和掌握文字的人它不因为文字和掌握文字的人它不因为文字和掌握文字的人

的消逝而消逝掉的消逝而消逝掉的消逝而消逝掉的消逝而消逝掉，，，，它的根子在活着的人的心里它的根子在活着的人的心里它的根子在活着的人的心里它的根子在活着的人的心里，在人生而有之而且是人所共通的情感

当中。人皆有父母，就要孝亲，这个感情是自然的，它不需要靠什么来保证，。其实，

就是这一点才使我们彼此之间乃至于我们和我们的先人紧紧的联结到了一处。人皆有父

母，就要孝亲，这个感情是自然的，是最底色的。 

 

中国文化是讲境界的中国文化是讲境界的中国文化是讲境界的中国文化是讲境界的，，，，是通过一个场景来呈现的是通过一个场景来呈现的是通过一个场景来呈现的是通过一个场景来呈现的，    

这样才能嵌在心里几十年，每次想起时都记忆犹新，仿佛再次沐浴其中。孔子圣言就是

先说出来，有个声音的东西，有个整体的界面呈现，然后经过时间的过滤留下的。正因

为经典是这样创造出来的，所以我们要体会经典，也必须经过这样一个原初的阶段。文

化这个东西，给年龄越小的讲难度越大，怎么把这个东西不失其原味的潜移默化的传潜移默化的传潜移默化的传潜移默化的传

递递递递给他们呢？第一个要借助的就是声音，抑扬顿挫，跌宕起伏，动静疾缓，回旋曲折，

使一切有形的知见如涓涓溪流融入其间，化于无形，运乎细微，弥散虚空，无所不至。 

 

文化的东西首要的是彼此的沟通和交流，爱情是一种方式，友情也是一种方式，精

神总是要流动起来才好，精神不从“此”到“彼”就不是精神，而没有精神生活的人是

不能存在的。进入公共事务是个体生命的标志进入公共事务是个体生命的标志进入公共事务是个体生命的标志进入公共事务是个体生命的标志。不同心态的生存是不一样的。我们希

望通过努力，能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文化的事业属于每一个人，是每一个人的分内之事，

是他的权利，也是他义务。 



 

 

 

我们这一代人的开风气不是一个简单的弘扬传统文化的关系，而是说要和它的源

头活水发生内在的、本源的联系，我们这一代人做不到的话，也会打下一个好基础，使

下一代人有可能，如果我们这一代人不来做这个垫脚石、这个梯子的话，那么一，传统

文化可能要进图书馆、博物馆，二是下一代人再来做这件事，困难可能会成倍增长，所

以我们现在要特别强调这种传授方式，只有这样文化才能进入一种正常的发展，像古希

腊的库萨的尼古拉在《论有学识的无知》中所说，父亲死了，儿子就是他在人世间的代

表，一粒种子死掉了，会有许多新的籽粒生出来。文化的命脉同样如此。 

 

现行的教学方式受工业革命、技术革命的影响，它以普及固定模式下的确切知识

为目标，理工科的学习确是应该如此，而人文则恰恰相反，在鲜活的心灵开始思考之前，

没有所谓的知识没有所谓的知识没有所谓的知识没有所谓的知识，，，，没有现成的知识没有现成的知识没有现成的知识没有现成的知识，，，，知识的发生是后来的。 

 

大家事，大家做。大家一起前进。文化的道路是众人走出来的文化的道路是众人走出来的文化的道路是众人走出来的文化的道路是众人走出来的。走快的有时候要

停下来慢一点，后面的人要往前紧赶几步。 

 

从传承与弘扬做起从传承与弘扬做起从传承与弘扬做起从传承与弘扬做起。。。。    

需要实际地行动需要实际地行动需要实际地行动需要实际地行动。。。。需要具体地干事需要具体地干事需要具体地干事需要具体地干事。。。。    

思想往往有两个往往不太被意识道的毛病思想往往有两个往往不太被意识道的毛病思想往往有两个往往不太被意识道的毛病思想往往有两个往往不太被意识道的毛病：：：：自托老大和惟我独尊自托老大和惟我独尊自托老大和惟我独尊自托老大和惟我独尊，，，，前一个是除去前一个是除去前一个是除去前一个是除去

了行动的真实性了行动的真实性了行动的真实性了行动的真实性，，，，后一个更是除去了思想自己的真实性后一个更是除去了思想自己的真实性后一个更是除去了思想自己的真实性后一个更是除去了思想自己的真实性，，，，都是错误的都是错误的都是错误的都是错误的，，，，自相矛盾的自相矛盾的自相矛盾的自相矛盾的。。。。

文人习气的许多弊端是非要除掉不可的文人习气的许多弊端是非要除掉不可的文人习气的许多弊端是非要除掉不可的文人习气的许多弊端是非要除掉不可的。。。。    

    

脚踏实地脚踏实地脚踏实地脚踏实地，，，，一是从民族的思想的源头中出发一是从民族的思想的源头中出发一是从民族的思想的源头中出发一是从民族的思想的源头中出发，，，，二是在个体的心灵的生机处着手二是在个体的心灵的生机处着手二是在个体的心灵的生机处着手二是在个体的心灵的生机处着手。。。。    

往圣先贤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明证和榜样往圣先贤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明证和榜样往圣先贤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明证和榜样往圣先贤在这方面给我们做了很好的明证和榜样，，，，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我们要向他们学习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学习他们学习他们学习他们

的精进德行和实地践履的精进德行和实地践履的精进德行和实地践履的精进德行和实地践履，，，，学习他们的坚韧不拨和直道而行学习他们的坚韧不拨和直道而行学习他们的坚韧不拨和直道而行学习他们的坚韧不拨和直道而行，，，，这是我们有效地思考和行这是我们有效地思考和行这是我们有效地思考和行这是我们有效地思考和行

动的根本方式动的根本方式动的根本方式动的根本方式。。。。    

    

我们是承接者我们是承接者我们是承接者我们是承接者，，，，也是受用者也是受用者也是受用者也是受用者，，，，落实多少落实多少落实多少落实多少，，，，便受用多少便受用多少便受用多少便受用多少。。。。    

奉献之后奉献之后奉献之后奉献之后，，，，就有觉悟就有觉悟就有觉悟就有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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