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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在中央党校 2009 年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
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等文中引用。

出自【春秋】孔子《论语》句。

原典
【春秋】孔子《论语·为政》
子曰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

则殆。”

点校
罔 ：迷惘而无所得。
殆 ：训为“疑”字，做“疑惑”解
则 ：连词，相当于“就”“便”

创作背景
这句话是孔子对学习方法的总结。

孔子认为 ：“只是学习却不思考就会感
到迷茫而无所适从，只是空想而不学
习就会疑惑不解。”一味读书而不思考，
就会被书本牵着鼻子走，而失去主见，
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即指此意。而
如果一味空想却不去进行实实在在的
学习和钻研，则一无所得。学习与思
考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只有把
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才能学到切实
有用的真知。孔子在《论语·卫灵公》
中还说过：“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
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子夏曰：“博

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这些都是强调学习与思考相结合的重
要性。西方的哲学家康德也说“感性
无知性则盲，知性无感性则空。”这与
孔子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
殆”可以说是惊人的一致。可见，人
类在知识的学习和获取上，不论地域、
种族如何差异，其根本性原则往往是
一致的。

孔子的智慧
孔 子（ 前 551 ～ 前 479 年 ）， 中

国伟大的哲学家，是中华文化思想的
集大成者，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古人
认为孔子曾修《诗》《书》《礼》《乐》，
序《周易》（称《易经》十翼，或称易传），
撰《春秋》。孔子经常被认为是一种宗
教的创始人，这是不正确的。孔子极
少谈论神，拒绝讨论来世。他对鬼神
的说法是 ：“敬鬼神而远之。”他的学
说并不是他所独创的，严格来说，他
只是集中华文化思想的大成者。他是
一位重视个人的伦理道德和行为的哲
学家。

主要成就
1. 道德思想，孔子建构了完整的“德

道”思想体系 ：在个体层面主张“仁、
礼”之德性与德行。2. 政治思想，孔子
的政治思想核心内容是“礼”与“仁”，
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
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
国之道。3. 经济思想，孔子的经济思想
最主要的是重义轻利、“见利思义”的
义利观与“富民”思想。这也是儒家经
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对后世有较大的影
响。4. 教育思想，孔子在中国历史上最
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主
要是因为后天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性
相近也，习相远也”）。因而人人都可以
受教育，人人都应该受教育。他提倡“有
教无类”，创办私学，广招学生，打破
了奴隶主贵族对学校教育的垄断，把受
教育的范围扩大到平民，顺应了当时社
会发展的趋势。他主张“学而优则仕”，
学习了还有余力，就去做官。他的教育
目的是要培养从政的君子，而君子必须
具有较高的道德品质修养，所以孔子强
调学校教育必须将道德教育放在首要地

位。5. 美学思想，孔子的美学思想核心
为“美”和“善”的统一，也是形式与
内容的统一。孔子提倡“诗教”，即把
文学艺术和政治道德结合起来，把文学
艺术当作改变社会和政治的手段，陶冶
情操的重要方式。并且孔子认为，一个
完人，应该在诗、礼、乐修身成性。孔
子的美学思想对后世的文艺理论影响巨
大。孔子在易学中明确提出了“美在其
中”、“见仁见智”等著名美学命题。6. 史
学思想，孔子治史思想是“直”，即研
究历史要实事求是，他竭力反对那些狂
妄不直的人，说：“狂而不直，侗而不愿，
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7. 旅游观念，
孔子一生游历丰富。他从漫长的旅游生
涯中悟出精辟的人生哲理，并形成对旅
游的独特见解。孔子的“游”主要有三
种形式：游览、游学、游仕。也就是说，
孔子在游中问学教学，游中求仕为官，
游中生情怡情，游中悟道传道。8. 人生
观念，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安贫乐道、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直道而行、与人
为善等。 

学
而
不
思
则
罔
，
思
而
不
学
则
殆
。 

楷
书
作
者　

侯
骁
韬

航空画家宫浩钦的绘画艺术
——欣赏《飞虎凌霄》系列绘画作品

 | 文　侯骁韬

航空器虽是冰冷无生命的，但航空绘画艺
术则恰恰要以最大的限度展现人文情怀，把无
生命的飞行器付以生命的情思和韵律。航空飞
行给人一种向上、超越、速度的视觉冲击，而
这种视觉冲击的背后蕴含了人类勇敢、不屈的
意志，顽强忘我、奋发向上的雄心。尤以战机
的残骸，给人带来的是一种对人类战争与生命
的反思、一种悲天悯人的慈悲……只有这样的
航空绘画作品才能真正走进观者的内心，触碰
到观者柔软复杂的情感精神世界。这样的航空
绘画才会具有别样的审美精神魅力。宫浩钦恰
是这样一位有悲悯、情怀的航空绘画画家。

宫浩钦画航空绘画也并非偶然，2007 年，
他获得了清华大学工业设计专业博士学位，同
年进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业设计系执教。他
的设计专业自然涉及了大量的交通工具设计，
所以飞机及其他交通工具对他毫不陌生，当然
这时交通工具的绘制，只停留于效果图的绘制
层面，这并不是航空绘画艺术（效果图注重的
是产品设计的空间立体表达，不是绘画艺术）。
但设计专业立体造型严谨的结构训练为他日后
的航空绘画审美和造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常
人眼里飞机是冰冷的机器，而在设计师眼里它
是有生命、有性格的产品。艺术家必须有敏锐
的审美直觉，而这些直觉源自艺术家的生活体
验和人生机缘。

非常巧合的是 2007 年被分到了北京航空
航天大学工作，宫浩钦非常清晰地讲述了他开
始画航空绘画机缘，刚到北航的那年，恰逢大
学航空馆改建，飞机被临时停放在教学楼下的
空地上，让他获得了太多和飞机亲密接触的机
会。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雪，使他目睹了晴空丽
日之下这些钢铁精灵的惊艳瞬间——残破的机
翼机身，锈迹斑斑的蒙皮，被白雪衬得圣洁、
庄严而又神秘。岁月的痕迹从每一处残损的肌
体，每一块锈迹上显现出来。它们一个个倔强
地高昂着头，巨大的螺旋桨顽强地伸向天空，
一股阳刚之美扑面而来。这些飞机像饱经风霜、
个性十足的生灵，述说着生命的尊严与苍凉。
是这一切深深地打动了他，于是他很激动地画
了一组《冬天里的童话》，尝试着从生命的角度
来解读这种生命的苍凉之美。从此，他开始了
航空绘画的创作历程。

宫浩钦历时五年完成的《飞虎凌霄》主题
系列绘画作品，此系列共计 30 幅作品，是纪
念二战飞虎队援华作战的历史绘画专题。每幅
画面都有着真实的历史故事。为了完成这一历
史主题的航空绘画巨作他阅读了大量文献资料，
约计 20 部图书、资料，和大量的档案，文字不
下 200 万字。如《国家记忆 ：美国国家档案馆
收藏中缅印战场影像》 《抗战飞行日记》《陈纳
德回忆录 ：我在中国的那些年》《驼峰航线 ：抗
战中国的一条生命通道》《飞虎队的老头子陈纳
德》《飞虎队在桂林》《飞虎将军陈纳德》《二战

时期美国援华空军》，等等，已被他翻得烂熟。
在建川博物馆、昆明飞虎队纪念馆等处收集资
料，还得到了陈应明、黄树年、李裕等老先生
的帮助和指导。

为了画好这批画，他尝试了各种材料和手
法，最后选择了用棕色炭精捧以素描那种写实
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画。画面看上去带着
历史照片的影子，因为这批画是根据史实照片
绘制的，他希望观众看到画的同时能够想到那
个真实发生的历史故事。他还巧妙选择平实而
微小的点滴来表现那些历史真实的情感。所以
一块飞机残骸，一朵路边的小花，一个名不见
经传的小人物，简单抽烟“借火”……这些真实、
亲切的细节，非常打动人，令人难忘。

为了深入刻画好这些场景，他通过学习、
走访老兵加深理解时代、史实，虽依据照片但
必须进行大量的艺术处理才能成为画作，这项
工作的艰辛也只有画家才能理解。他在一幅画
中常用的手法是同时呈现多个场景来烘托主题，
采用蒙太奇手法多视角、多时空集中呈现事件
情节，不仅增加了更多的细节，也使画面更耐看。
为增添绘画的趣味性，画前他在素描纸上用棕
色水彩做了浅浅的肌理，斑驳的纹路使画面更
具历史的沧桑感，这个办法效果非常好。这种
水色淋漓的绘画味道是一个特别值得认真研究
的艺术语言，形体在混与清、虚与实中产生了
极强的艺术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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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神系列

1973 年出生于湖北随州，
2007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获
文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工业设计系
执教，现任教于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机械学院工业设计系，
副教授。2016 年 1 月 ~2017 年
2 月，曾在美国瑞德福大学，
高级访问学者。出版设计专
著 ：《家·国·天下——清代
宫廷室内陈设研究》《产品设
计表达》《工业设计概论》。

10 多年来，设计工作之
余，专心致力于航空绘画艺术
创作，已成为中国当代颇具影
响力的航空绘画画家。已出版

《仰望星空 ：宫浩钦绘画作品》
《徜徉的笔触 ：北航校园风景
绘画·宫浩钦作品》《学院派
精英·宫浩钦》《画布上的中
国航空：宫浩钦绘画作品》《飞
虎凌霄 ：宫浩钦航空绘画作
品》等作品集。并在国内外
多次办展。

发表论文《课程改革何
处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设计艺术硕士研究生课程培
养情况的调查报告》《科技引
领时尚——航天服设计的功
能要求和形式特点》《工业设
计专业素描训练方法》《清代
宫廷紫檀座椅纹饰的社会成
因分析》《清代宫廷朝寝空间
室内陈设的设计社会学解读》

《从历史角度看飞机造型的流
变》等。

腾冲街头，一个美国大兵向一个中国农民借火。▲

陈纳德的印记

修机场的中国人

修机场的中国儿童

被中国军民营救的美国飞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