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诗经》是儒家经典，是对中国古典文化的高度凝聚。 其

不单单是古代诗歌的总汇，其中更是包含了先儒的价值准则

和理念。 而 《诗经》当中所记载的礼文化，对于提升当代大学

生的人文素养意义重大。 中国自古以来是礼仪之邦，礼仪之中

包含了各式样的文化内涵。 礼仪与文化内涵的结合，又构成了

中国所独有的文化现象和礼节现象。 礼仪本身是一种道德规

范和行为准则，对与人文素养和精神情操的培养拥有重大的

意义。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变革，礼仪便赋予了各种各样的全

新的内容。 等到了当代社会，传统礼仪渐渐为人所疏忽。 重新

研究千年前的经典礼仪，能够培养当代大学生的诗书气息。
而礼仪的承载方式， 又需要经由多种的途径。 其中茶文

化，便是一种礼仪的传承。 茶文化的内涵，就是中国文化的一

种具体表现形式。 现代意义的茶文化， 指的是通过沏茶、赏

茶、 闻茶、 饮茶等习惯， 将中国的文化内涵同饮茶相结合。
“茶”是“礼”的承载方式。 同时，“茶”在古时还有苦的意味。 这

种“苦”，才是茶道与茶文化的精髓。
一、《诗经》中的“茶”和“礼”
茶的本意即是苦，品茶即品世间之苦，人生之苦，人情之

苦。 “茶”字古代写作“荼”，在《诗经》中有多处记载。 《诗经》中

的“茶”还未曾发展成现在的意思。 在诗经当中，“茶”更多的

是“苦中作乐”的意思。 《诗经》当中的诗篇，距离而今已有三

千年历史。 取其中的一处来看，便可以明白，《诗经》中的“茶”
多是“苦”的意思。 其中有“谁谓荼苦？ 其甘如荠。 ”又有“民之

贪乱，宁为荼毒。 ”后来文人参与了进来，有了文化的内涵，有

了勤行俭德的茶道精神，亦有了先哲的思想，和先哲的气韵。
“礼”在诗经当中亦早有体现。古来诗歌与礼乐不分家。礼

乐文化在古时是正统文化。 古时便有 “大礼与天地同节”之

说。 古时认为，人的行为需要“礼”来规范，言行之间需要恭

敬。 而人的精神需要用“礼”来进行升华，精神气质之中需要

表现出和谐的感觉来。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便

是说，礼能叫人立身明达。 在《诗经》当中，对于礼做了全面而

深度的解析，而且周王朝又是一个礼乐文化极为辉煌的盛世

年代。 而在《诗经》当中，所强调的礼，还是围绕“德”字展开，
要通过“礼”的方式，使人归于正道。

茶是一种博大的情怀，礼是一种优雅的情操。 茶，体味的

是天下之苦，将世间沉浮纳于心间。 礼，升华了个人品格，借

儒雅风尚涤身之所修。
二、大学生人文素养的现状

高等教育的建设速度太快，带来了一些麻烦。 而这其中

至为关键的教育弊端便是大学生的人文素养降低。 过于宽松

的监管环境，学业压力的轻松，舒缓的学习氛围，使得大学生

总体上来讲，松懈于自我修养，而多了一些散漫之气。 总体来

看，大学生人文素养的降低，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分别

是：性爱现象的泛滥，心态的浮躁，信仰的缺失，以及对古典

文化的漠视等。
2.1 大学性爱现象泛滥成灾

西方思潮对于我国沿海城市的价值冲击是巨大的。 而大

学校园作为高素质人群的聚集地，较容易的受到了西方文化

的侵染。 性文化和性解放思想，冲击了校园文化。 性爱，回避

不得，也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大学生恋爱虽然是正常的生理

需求，也是正常的社会现象。 然而，大学生性爱行为的泛滥，
却反映出了对欲望不知节制的心性来。 同时，恋爱和性爱的

泛滥，必然会导致大学生对学业的疏忽。 象牙塔内的教育的

最主要的目的， 还是应当要以理论学习与实践学习为主，而

不应该将过多的时间浪费在性爱和情感上。
性爱的泛滥， 还带来了另外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 那就

是大学生堕胎现象。 且不从伦理道德的层面来批评大学生堕

胎，光就从生理、心理角度来看，大学生的堕胎几乎都会留下

深刻的心灵创伤。 这个问题，是每一位学者都不得不面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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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的。 泛滥的性爱现象与大学生的人文要求确实形成了实

质的对立。
2.2 大学生普遍浮躁，与社会严重脱节

大学生的状态普遍浮躁，与“生存”和“社会现实”严重脱

节。 大学生严重缺乏社会生存经验。 而且，在中国还有一个极

其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大学生的学费和生活费几乎都是由父

母供给的。 许多农村父母尽管本身收入并不高，却依然选择

了供养大学生。
衣食的无忧， 使得大学生的态度较为浮躁。 而且大学生

的学业大多困守在象牙塔内，对于外界的社会真实状态的不

够充分。 而且其生活单调，环境简单，缺乏社会的考验与锻

炼。 加之学校的课程设置又常常偏重于理论，而远离了实际。
这便使得大学生与社会脱节，并且缺乏实际生存的能力。

人文素质当中最重要的素质大概是自我生存的素质。 大

学生连自我生存的素质都不具备，自然会产生这样那样的问

题和状况。 况且大学生自杀，大学生堕落的社会现象屡见不

鲜。 大学生的迷茫与彷徨，早已经成为了一个热闹的心理学话

题。 而其对自身的定位不准确，亦成为了大学生所需要克服

的困难。
2.3 大学生信仰缺失

信仰的缺失， 是大学生面临的另外一项问题。 就当下的

中国国情而言，包括公务员体系在内的整个中国社会，全都

面临着信仰的危机。 信仰的缺失，已经是一个老旧的话题了。
而大学生为国家的未来发展承担了重任。 包括科研与科学的

发展，社会和文化的进步，都需要由大学生来推动。 没有信仰

的支撑，年轻的大学生恐怕很难完成这样的任务和使命。 “文

死谏，武死战。 ”这是古时的信仰。而到了今时，那些为科学而献

身的人物更是永载史册。 便是到了当代的商业社会，企业家

亦有企业家的信仰。 很难想象，没有信仰要如何去成就事业。
没有信仰便很难有多大的建树，这几乎是不需要过多论

述的。 而大学生对于信仰的缺乏，自然也会从行为、精神气质

和人文气息上表现出来。 古人云：“成大事者，非唯有盖世之

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 ”其中所言的，便是信仰的重要性。
2.4 大学生不注重读古书，缺失传统价值

传统价值对于民族的文化传承拥有重要意义。 四书五经

当中所记载的，非但有做人的准则，更有做事的谋略。 唐诗宋

词之中的宇宙观和价值观，使其穿越千古而不朽。 古书承载

了中华的历史，是社会的根基之所在。 而到了今时，大学生反

倒不再学习古文了。 其之结果，便是古典道德的丢失。 而这份

道德的丢失，使得年轻人之间，再也难现谦谦君子之风。 同

时，也使得年轻人拥有了更多的迷失。 甚至便连《论学》、《大

学》这样的经典古籍，也少有大学生去读。 生在大学，而不读

《大学》，当代大学生的精神缺失与文化贫瘠，可见一斑。
“书中自有言如玉”，古典文化当中所包含着的非但是语

言的魅力，而且还有安身立命的生存智慧，是源远流长的民

族历史。 大学生对于古典文化的漠视，便似浮萍一般，飘摇而

浮躁。 古典当中所传承着的思想文化，绝不是呆板的行为规

范，也不是过时的说教，而是成功的智慧，和浩瀚的人生财富

与人生真谛。
三、经典文化对大学生的教育意义

以数千年前的儒家文化和传统经典文化，来看待当前大

学生的性爱现象，那实在是不能预料的。 虽然时代的发展导

致了性文化的开放，这是不可逆转的大趋势。 然而，依然还是

应当要有所节制才是。 而且，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冷漠的态

度，更助长了他们的傲慢的姿态。 其结果往往是其社会适应

能力低，难以实现自我定位。
传统文化能够为道德修养提供一个自我约束的方向。 通

过对儒家经典文化的学习，可以节制泛滥的性爱行为。 在我

国古代，便有“坐怀不乱柳下惠”之说。 虽说发展到了而今社

会，不再需要大学生有如此这般的行为准则。 然而，这并不妨

碍《诗经》中的文化理念穿越千古，为当世之人提供道德的标

杆与方向。 同时，传统文化能够发扬文字的魅力，彰显文字的

价值。 汉字是中国所独具的语言。 其中高度凝聚了先哲们的

思想与智慧。 读《诗经》，了解《诗经》中的思想，了解民族数千

年来的文化底蕴。
传统文化能够为让大学生懂得修身养性。 传统的儒家文

化所强调的是“非淡泊无以明智，非宁静无以致远”的高妙心

性。 而文字当中所蕴含的意境，对于当代大学生自我情操的

陶冶，以及人格的完善，拥有重要意义。 使得大学生能够反观

内在，主动利用传统的文化来制约自我。 过快的扩张又使得

大学的整体的建设速度过快。 在大学课程和大学文化的建设

方面， 都显得略微粗糙。 而传统文化正好能与其相互补充。
《诗经》中的传统文化，讲究的是“静”与“慢”，带着“和谐”与

“恭敬”的特征。 当代社会的特征是“快”与“噪”。 大学校园介

于物质的社会和上层的文化中间，拥有两者的特质。 将中国

的传统文化融入到校园的建设当中，自然能够让大学生躁动

的心稍微安宁一些， 从而建设起大学校园所独有的文化精

神。 从而将古典与现代，文化与社会完全的融合在一起。 大学

生人文素质的提高，还需要从大学校园的整体文化建设上着

手。 而校园的文化建设，又离不开对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的

继承与发展。
四、结语

《诗经》是儒家经典之一，其中既包含了“谁谓荼苦？ 其甘

如荠”的 忧 国 忧 民 的 情 怀，又 包 含 了“兴 于 诗，立 于 礼，成 于

乐”的立身思想。 概括起来讲，《诗经》当中的思想，既有胸怀

天下的包容，又包含了对自我人格的升华。 以《诗经》当中的

文化来影响和教育当代的大学生， 对培养大学生的人格情

操，坚定意志，完善品格，皆有着巨大的意义。 以《诗经》中的

传统文化来进行当前大学生的人文素养的建设，必然能够取

得意向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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