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从事教育事业较早，至今已有整整

30年的教龄，其中他所指导的福建师范大

学的硕士研究生已经毕业了三届。近五年

来，他带着十余名硕士研究生再次冲向他

所钟爱的法学高地。能在繁重的行政工作

和静心的学术专攻之间求得一个良性的

动态平衡，这大概源于他的人生哲学，自

然与他独特意蕴的“心”分不开。“人生就

是一场修行，修的就是一颗心。心柔顺了，

一切就完美了；心清净了，处境就美好了；

心快乐了，人生就幸福了。心宽了，烦恼自

然就少了，日子自然就顺了，人生也就圆

润自在了。在意多了，乐趣就少了；看得淡

了，一切皆释然。”概括来说就是“八心”。

“对待事业，要有恒心；坚持信念，追

求完美”。这是他的第一心。他注重科研，

即使工作压力大仍不断学习新知识，努力

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第二心，“对待专

业，要有信心；刻苦钻研，常抓不懈”。在

言谈中，他谈起自己的专业，脸上声音里

都洋溢着对法学的热爱。他说道：“做学问

就是为提高自己的学术涵养”。爱上自己

的专业，凭借自己的努力，付诸行动，坚持

不懈，就一定会有成就；第三心是“对待工

作，要有精心；敬业爱岗，认真履职”。“中

国梦，江夏梦”，学校的跨越发展牵动着每

一位师生和领导的心，“把学校建设成一

个有特色高水平应用型本科院校也是我

的梦———需要我们每一个平凡的工作者

尽职尽责，身体力行。”身为学校发展规划

处处长，他不仅参与了我校学士学位授权

单位和授权专业评审的申请筹备工作，而

且在学校领导的指导下积极组织承办我

校与福州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战略合作协议签订的相关工作，并为此付

出了大量的心血；第四心为“对待同事，要

有热心；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对于同事

在教学、科研、硕士学位毕业论文写作和

工作方面需要帮助的地方，他总是不遗余

力，经常指导青年教师修改论文。他说希

望能与同事多交流，彼此之间相互学习，

收获不一样的快乐；第五心是“对待学生，

要有爱心；爱护学生，悉心指导”。亦师亦

友———他身上闪烁着儒家优秀师生关系

的光芒。他说学生虽然来自各地，平时很

少见面，通讯工具的点滴联系却可以越过

万水千山，直达灵魂深处；第六心“对待学

习，要能静心；博览群书，注意积累”。正当

壮年的吴教授却显然做好了“活到老学到

老”的准备，这种求知求真的精神尤其值

得广大青年学子和青年学者的学习。他说

自己有时很希望能够在公务轻松点时抱

着书本、论文资料像学生一样泡在图书馆

里。他认为图书馆环境和气氛很好，自己

可以静下心来学习，并殷切希望同学们在

大学学习期间要很好地利用图书馆这个

知识殿堂和宝库，同时，我们学校有一批

很优秀的老师，希望同学们与优秀教师交

朋友；第七心是“对待学问，要有虚心；加

强交流，更新知识”。从求知的层面上说，

这一点算得上是“春心不老”。相对于学海

无涯，我们所学习的知识都只是芝麻饼上

的一粒小芝麻。他总是注意与同行、学者

经常相互交流，积极参加学术活动，以便

了解最新的科研动向和学术前沿，并为

自己的科研寻找新的着力点；第八心为

“对待学术，要有潜心；修身养性，提高

境界”。每逢寒暑假他就异常兴奋，没有

了繁多的行政事务就可以静下心来耕种

自己的“自留地”了，他的很多成果都是

利用寒暑假来完成的。今年暑假，他完成

了司法部法学教材编辑部审定的 《婚姻

家庭法原理与实务》（第三版） 的终校工

作，日前已顺利出版问世；同时，还完成

了由其领衔的一本编著的统稿修改与定

稿工作，已交付出版。

核心提示
日前袁厦门大学法学院和厦门大学知识产权研究院联合

举行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聘任仪式暨导师见面会袁我校发展
规划处处长尧法学院吴国平教授被厦门大学法学院聘任为硕
士研究生导师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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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面对它，满是敬畏。沐浴焚香，赤脚着纱，虔诚的将合十的双手放在胸前，

闭上眼睛，

听它的吐息：

呼，吸，呼，

吸，

呼……生命在于呼吸之间，既然生终逃离不过尘世，为何不像夏花一样绚烂。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生命如惊鸿般短暂，当凝视艳红的太阳

在西边天际时，一天就这样终结。冬日回到生命的起点，在大雪覆盖之下悄悄滋长，春季的苏醒破土，能量在细雨阳光中积蓄，终于等来了夏。 夏是热闹的，夏是繁华的，夏是聒噪的。还正在犹豫什么？将生命的全部力量向苍穹宣告我的存在。展开裙摆

，

旋转

，旋转，哪怕早已头晕目眩，哪怕感觉天昏地暗也要旋转

下去。就像是在刀尖上起

舞，那是生命的绝唱

。

当殷红的血染尽了纯白的舞鞋

，

她仍是

微笑，

笑地灿烂笑地阳光，幸福定格在她上翘的嘴角。因为她绽放过，

如夏花一般。但时间决不为某个人而逗留，那舞蹈再唯美再壮烈也得不到时间的施舍。当人生经历沧桑，过去的甜美成了回忆时，生命便即将达到它的终点。也许是有太多的经历，也许是有太多的曾经。慢慢的我们

的绚烂心情在不经意间流失。看雨，细密沉静，那是怎样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看孤鸿日暮，那是难言的苦涩酸楚。曾经的华丽绚烂早已让无情的岁月打磨的粗糙黯淡，过往的激情洒脱早已被尘封的时间冲刷地无影无踪。那是一个

灰色地带。人们无法挽留生命趋向衰落，因为花儿总会凋谢。那么就死若秋叶一般的静美吧。秋色四面，上面是土耳其玉的天穹，下面是普鲁士蓝的清澄。风起时，满枫林的叶子滚动香热的灿阳，仿佛打翻了一匣子的玛瑙。既然夏花终究无法保留，那么就不要惋惜，就像秋叶一样选择仍然美丽的时刻，即便终要归于泥土也要动人的凋落完成一个静美的谢幕。也许死若秋叶之静美没有“重于泰山”的悲壮豪迈，也不会像“轻于鸿毛”的卑微琐屑。但就像那首诗：“蝴蝶计算的，不是月份，而是刹那，蝴蝶仍有充足的时间。”这就是自然的规律，宇宙的法则。耳边响起佛语：一花一天堂，一草一世界，一树一菩提，一土一如来，一方一净土，一笑一生缘，一念一清净，心似莲花开！超然物化，身入泥土，心却升华。 既然生，为什么不生如夏花之绚烂，淡然死，也可像秋叶般静美。(公共管理学院201 1 级行政管理3班王鹤)以前就有读过以《大学》、《中庸》、《论语》为代表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虽然有些地方读不懂，但还是坚持看完了整本书。现在回头来看，原来一些不懂的地方现在已然“豁然开朗”，甚至对先贤的 一些经典论述有了新的认识，比如说“君子论”，真是“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不可避免的要碰到三种人：“圣人”、“君子”和“小人”，而独独君子却是被孔夫子、儒家最为推崇的。对于“圣人”，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的思想中，他都是一个道德上完美无瑕、精神上充满智慧的被偶像化的人，以至于我们的人世间几乎都找不出这样一个人来。比如说《道德经》中就有说到，“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在《论语》中也有，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可见，要想成为圣人是多么难。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圣人”是一位品德与智慧兼备的“全人”，是供后世顶礼膜拜的“偶像”，要想成为“圣人”，很难。再来看看“小人”。儒家所说的“小人”一般指两种人，一种是指道德上有欠缺的人，另一种是指普通老百姓，在这里指前者。《论语》里仁篇就有提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中庸》中也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在儒家的思想中，“小人”是一个无德无义、蝇营狗苟应该被唾弃的形象。与“小人”相对的则是“君子”，对于“君子”的论述，“四书五经”中都有提及，而《论语》中应该算是最为频繁的。据统计，二十篇的《论语》中每篇都有提及“君子”，多则十余处，少则一处。由此可见，在儒家的思想中“君子”的地位何其重要。在孔夫子看来，“圣人”因其苛刻的标准和条件而鲜有人能做到，就连孔夫子也不敢自称“圣人”，而“君子”离我们世俗大众的距离却不那么遥远，可以成为世人学习的楷模与标准。那么“君子”该是什么形象呢？所谓君子，首先应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渊博的知识素养。“子曰：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卫灵公篇）；“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雍也篇）”，君子应该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古语说，“惟贤惟德，能服于人（《三国志·蜀志·先主传》）”，“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周易·系辞》上）”有德别人才会敬服你，听从你的号召；有才才能安定社稷，抚辑人民。有才无德者，难保不会运用自己的才能为谋一己私利而去危害社会，成为社会的祸害；有德无才者，虽有操守，但是难免见识短浅，缺乏经国济世的能力，对于社会和国家的发展、进步有什么帮助呢？君子应当以文润身，以德服人。所谓君子，应该承担起社会发展、进步的责任。“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泰伯篇）”。儒家思想的特色是以人为中心，对世界、历史、文化的关怀，对社会的发展，对人类的进步有一种自然的使命感。儒家一直强调要积极入世，“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子张篇）”，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可以“临大节不变”。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逐步成为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的主流，而随着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庙堂之高还是江湖之远，都成了儒家的天下，同时也正是无数的儒家子弟对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那些“位卑未敢忘忧国”（《病起书怀》·陆游），以天下为己任的人。君子不应该目光短浅，只见己身，而是应该高瞻远瞩、纵览全局、心怀天下、以家国天下为己任，担负起兴国安邦的责任。对内调鼎为霖，对外不辱使命，为实现儒家民心归德、盛世太平的治国方略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所谓君子，应当永不停歇地追求卓越，达到“止于至善”的境地。“子曰：君子道者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问篇）”；“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尧曰篇）”。“仁”、“智”、“勇”是君子的三德，即使像孔夫子这样的人都慨叹说“无能”，可见追求进步、追求卓越是永无止境的。就当前的社会而言，追求进步、追求卓越就是对社会生产力提升的追求，对老百姓生活水平提升的追求，对公平正义的追求，对个人进一步发展的追求。君子对卓越的追求在儒家的另一本经典《大学》中体现的更明显：无论是修己的“明明德”还是化民的“亲民”，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达到“止于至善”这一儒家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所以，君子不应该停留在“明明德”和“亲民”的地步，而是应该不断追求卓越，“止于至善”。“君子论”以其深刻的见解和丰富的内涵，不仅仅是《论语》所阐述的思想的精华，也是儒家关于个人修养的经典学说之一，更是千百年来世人所学习的典范与标准。尽管千百年来能真正称之为“君子”的人少之又少，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君子论”的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历史、传统与文化，更为中国人的个人修养设立了标准、树立了典范。而在当前，物质至上，“道”，“德”得不到伸张的现状已经逐渐演化为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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