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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传统文化导读是面向各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我们根据专业特点和学生

未来职业发展的需要编写了本教材。本书分为上编、下编，上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

灵魂、中华文化的载体———汉语与典籍、中国传统的纪时与纪年、中国传统节日及婚丧

嫁娶风俗、中国传统饮食文化５章；下编包括中国古代神话、中国古代寓言、中国古代

诗歌、中国古代散文、中国古典小说５章。本书既有对数千年中国文化的来龙去脉有

一个简要、明晰的梳理，又有对中国地方风俗人情的介绍。旨在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

质，为学校培养高素质优秀人才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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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异常丰富、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有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有

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有嘉惠世界的科技之艺，有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有完备深

刻的道德伦理。我们没有理由拒绝中华祖先珍贵的文化遗产，这些足以让我们应

对各种经济与文化的挑战，足以让我们在国际文化竞争中独领风骚，也足以让我们

在物质享受面前找到思想与精神的慰藉和寄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结过去，承载现在，昭示未来。中国文化以浩大磅礴的气

魄、深沉厚重的传统、绵长不尽的神韵、祥和智慧的魅力，培养、教化了一代又一代

中国人。因此，我们要以理性的态度来认识和认同我们的民族文化，把握中国文化

的脉络，体悟中国文化的精髓。

中国传统文化导读是面向各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我们根据专业特点和

学生未来职业发展的需要编写了本教材。本书分为上编、下编，上编包括中国传统

文化的灵魂、中华文化的载体———汉语与典籍、中国传统的纪时与纪年、中国传统

节日及婚丧嫁娶风俗、中国传统饮食文化５章；下编包括中国古代神话、中国古代

寓言、中国古代诗歌、中国古代散文、中国古典小说５章。本书既有对数千年中国

文化的来龙去脉有一个简要、明晰的梳理，又有对中国地方风俗人情的介绍。旨在

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为学校培养高素质优秀人才服务。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已经出版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参考、借

鉴、引用、使用了其中许多观点、材料等。为行文方便，未能在书中一一注明，在此

一并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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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教材由李红丽主编，郁贤良、唐丽、谢力任副主编，并共同承担了编写任务。

具体编写分工如下：李红丽编写上编３、４、５章，下编第５章；唐丽编写上编１、２章，

下编第４章；谢力编写下编１、２章；郁贤良编写下编第３章。

限于编者的学历、视野，本教材存在不当之处，恳请使用本教材的广大师生和

社会读者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编　者

２０１７．６．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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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

　　导读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保留在中华
民族中间，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中国传
统文化中所蕴含的“和谐”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们今天构建
和谐社会可资利用的重要思想资源，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和谐是
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只有一种声音算不上是动听的音乐，只有一种颜色构不
成五彩缤纷的效果，只有一种味道很难称得上美味，只有一种东西就没法进行优劣
比较。世界因和谐而美丽，国家因和谐而繁荣，社会因和谐而安定，家庭因和谐而
幸福，生活因和谐而美满。让我们走近中国传统文化，品味和谐之美，共同谱写中
华民族的和谐之曲。

　

第一节　倡导和谐的传统思想

一、和谐的内涵

“和”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范畴，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关“和”的人文思想，是
中华文化最为亮丽的瑰宝。数千年来，“和”的观念辐射到中国人生活的各个层面，

００３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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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泛化为中华民族普遍的社会心理。
（一）中国“和”思想的起源
中国“和”的思想最早见于《易经》。《易经》中对“和”有精辟的论述。《乾·

彖》：“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咸·彖》：“天地感，而万物化生。

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易经》中的“和”，有和谐、和善之意。在《尚书》中也有
关于“和”的阐述。《尚书·虞典》：“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把音乐理解为
各种音素之间的协调，不相冲突，目的在于追求“神人相合”。到了春秋时期，开始
出现“和”、“合”二字连用。“和合”一词最早出现在《国语》里。据《国语·郑语》记
载：周幽王八年，郑桓公与周太史史伯在谈论“兴衰之故”和“死生之道”时，首次提
出“和合”的概念。史伯说：“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万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

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
民者也。”史伯认为万物的产生是善于“和合”金木水火土五种自然界的基本元素，

从而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此后，孔子、孟子、荀子、墨子以及老子等诸子百家都对“和”、“合”做了一些阐
释。虽然各家侧重点不同，但总体而言，都认为“和合”是在不否认相互之间差异和
分歧的基础上，在人与人的相互关系中保持求同存异的人伦关系。

（二）和谐的内涵
《说文解字》：“和，相应也。”指唱歌时相互应合，引申为不同事物相互配合的

关系。

和谐概念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是以“和”的范畴出现的。较早的记载见于《国
语·郑语》，西周太史史伯为郑桓公分析天下大势时指出，西周将要灭亡，原因是周
王亲小人、远贤臣，不顾人民的意愿，且“去和而取同”。史伯认为：“和实生物，同则
不继。”这是最早出现的和谐思想。在这里，史伯把“和”与“同”作为对立的范畴列
出，什么是“和”，什么是“同”，它们之间本质的不同在哪里呢？史伯举例分析：“以
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声一无听，物一无文，

味一无果，物一不讲。”从史伯的分析来看，事物是多种因素的集合，它们相互配合，

协调组成新的事物，达到理想的效果。和谐的内在包含多样性、差异性、矛盾甚至
冲突，但是，事物最终会达成更高层次的统一与协调，即和谐。所以用一句话来概
括“和”，就是“以他平他”，即不同的事物构成一个整体，形成多样性的统一。

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和谐概念不断获得丰富的内涵。“和谐”与一切美好的
东西紧密相连，如和平、和睦、和气、和善、和美、和乐、祥和、柔和、温和、亲和等，由
此“和谐”被视为中国文化的审美理想和至高境界。《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

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
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里的“中”是自然人的状态，而“和”是社会人之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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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法度从容自然的理想状态，就是人们追求的和谐状态。

和谐思想要求人们坚持和谐的原则。就是说，要承认事物的多样性、差异性，

甚至是矛盾性。人们不能用整齐划一的，绝对化的思想看待事物。要正确认识事
物，正确分析和解决问题，必须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则。充分尊重事物之间的差异
性，善于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孔子认为能不能坚持和谐的原则是区分和衡
量君子与小人的标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传统的和谐思想对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安定、文明风
尚的养成、人才的造就、政德政风的淳化等，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时至今日，
“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等饱含传统和文化意蕴的用语仍经常出现在
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和”是一种理想境界，是人生的极致，它蕴含了人与自然、

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和谐相处的思想理念，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的道德修
养、哲学思想和政治理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谐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与自然关系和谐。

人与自然的和谐是指人与自然之间处于平衡与协调的状态。中国古代的思想
家们把天地万物视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相互依存，相互支撑，只有处于和谐关
系中，才能各得其所，生生不息。正如《中庸》所说的：“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
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中国传统思想主张“天人合一”，强调人类应当认识自
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法天道，道法自然。”（《老子》第

２５章）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
的基本依归。庄子进一步发挥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
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强调人必须
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与自然保持协调，从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
为一”（《庄子·齐物论》）的境界。道家的这种“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强调主体与客
体的统一，主张有机地、整体地去看待天地间的万事万物。

《易传》在天道观方面继承、发展了道家自然主义传统，在天人关系方面形成了
一套较为系统而健全的天人理论体系。《易传》认为，天、地、人是统一的整体。自
然与人，作为各自独立的形态是有区别的，但是作为一个宇宙生命的整体，则是同
本同根，遵循着共同的变易法则。它们构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天道”与“人道”

之间存在着内在同一性，分开来说，有天道、人道之别，总而统之，又可以谓之“一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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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阳谓之道”，二者是统一的。天人之间具有相参、相成，和谐统一的关系。即是
说，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与合规律的运动。在这样的“和谐”中，天与人，自然与人，

可以超越分别，达到合一，实现和谐和统一。如《文言传》所说：“夫大人者与天地合
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可见，人与自然之间是一种
协调与合作、和谐与统一的关系。

儒家对“天人合一”的思想进行了许多阐发。《礼记·中庸》中说：“致中和，天
地位焉，万物育焉。”强调天、地、人和谐发展。人不是万物的主宰，而应实现天人协
调，“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周易·乾卦·文
言》）。宋代思想家张载在总结前人“天人为一”、“天人相参”说的基础上，首次使用
了“天人合一”四字，并提出了“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命题，指出天地万物本来就
是一个和谐的宇宙家庭，人与人是兄弟，人与物是朋友，相互之间应该亲密无间，共
存共荣。这种“民胞物与”的境界，既是张载广大深厚的宇宙情怀的表现，也是中国
传统“和谐”思想的重要内涵之一。

（二）世界是一个和谐的整体。

世界是一个和谐的整体，这一思想萌芽于我国最早的哲学经典《周易》，它构建
了一个贯穿阴阳相互作用的和谐宇宙模式。它告诉人们，世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
和谐的整体。“易”是变易，也内在的包含着和谐的含义。它认为，立天之道曰阴与
阳。就是说，日月的变化、寒暑的交替等自然现象，都由阴阳两方面构成，都必须遵
循阴阳变易的法则。阴阳二性具有本源性和功能性，乾坤（阴阳），既构成自然万物
的生成之本（“元”），又构成自然万物的生成之因（“生”“成”）。总之，《周易》认为，

阴阳与刚柔的和谐作用孕育了生生不息的宇宙生命。

这一思想在后来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谐概念被政治家用来处理政治关
系，他们认为建立和谐的政治关系对于统治者维护统治至关重要。比史伯晚２００
多年的齐相晏子继承了史伯的和谐思想并加以发展。据《左传·昭公二十年》记
载，晏子在回答齐侯“和与同异乎”的时候，晏子以做羹和音乐为喻揭示了“和”与
“同”的区别。晏子认为厨师做羹要用各种不同的味来调制，才能得到美味；乐师要
融合不同的音乐元素，协调不同特色的声音，才能创造出美妙的音乐。他联系到君
臣关系说：“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

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可见，晏子的和谐思想针对性更
强，提升到了实践层面，成为一种政治理念。他要求君主治国理政要更合理更科
学。君主治理国家要坚持和谐的原则：制定决策，发布命令，要善于多方倾听不同
的意见，正反两方面的意见都要听，兼听则明，使君臣之间在更高水平上达到和谐
的状态。

在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影响下，统治阶级在处理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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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上，也主张“协和”而非“征服”，即在平等基础上，和平共处、亲善和睦。《尚
书·尧典》中说尧对九州的政策采用“亲”，对百姓的政策采用“平章”，对万邦的政
策采用“协和”。《周易·乾卦》中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即主张万邦团结，和睦
共处。这一点在后来的儒家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如孔子也提出“四海之内
皆兄弟也”（《论语·颜渊》），又说“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论语·季氏》），主张以交往感化外邦，反对轻率地诉诸武力。孟子则提出“仁者
无敌”（《孟子·梁惠王上》），主张“以德服人”（《孟子·公孙丑上》），提倡王道，反对
霸道。

（三）人际关系和谐。

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中国传统和谐思想主张“和为贵”，宽和处世，从而创造人
际和谐的社会环境。《尚书·尧典》中，就有人与人之间应当如何和谐相处的记载。
《尚书》说：“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
于变时雍。”强调首先把自己的宗族治理好，使之团结和睦，上下一心；然后治理自
己的诸侯国并协调各诸侯国之间的关系，这样一来，天下臣民都友好如一家。这是
一种十分理想的社会形态，家庭和睦，国家安宁，人人各得其所，各尽其能，彼此没
有冲突。正像《礼记·礼运》中描述的那样：“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
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

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
守，天下之肥也。”这真是一个和谐的人类社会，一个美好的人间乐园！

儒家思想也倡导和谐的人际关系。孔子一生都在研究人际关系，不但提出了
“和为贵”的价值取向，而且提出了忠、孝、诚、信、敬、爱、仁义、道德等准则。孔子
说：“君子和而不同，人小同而不和。”（《论语·卫灵公》）可见，孔子所提出的理想人
格是善于以宽厚处世，协和人我，从而创造和谐的人际环境。孟子也十分重视人与
人的和谐关系，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并以他
的“性善论”为基础阐述他的“人和”思想，认为只要把人的先天本性推及于每个人，

就能建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的和谐社
会，从而实现“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礼记·礼运》）的大同社会。孟子的
“人和”指人民的团结，人民齐心合力团结一致是取得胜利的决定性条件。

主张无为而治的道家更是强调人际和谐，避免冲突，实现社会安定、太平。《老
子》不仅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人与人之间“无欲”、“无为”、“无争”，彼此和谐，宽大为
怀，人人“甘其食、美其衣、安其居、乐其俗”（《老子》第８０章）的理想社会，而且提出
了“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第７７章），以及“去甚、去奢、去泰”、“知止”、
“知足”等主张，要人们效法天道，“有余以奉天下”，而不要“损不足以奉有余”，以实
现社会的相对均衡，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庄子则提出：“与人和者，谓之人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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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和者，谓之天乐。”将“和”视为取得快乐的根本，有“和”才有乐，人与人之间、人
与自然之间和谐无间，那么就会其乐融融，怡然自得。荀子则认为人之所以“最为
天下贵”，是因为人能“和”，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人与人之
间和睦协调就能团结一致，团结一致，力量就强大，力量强大，就能战胜外物。

（四）人与自我身心和谐。

人与自我身心的和谐，在中国古代，也称人的神形合一，主要是指人生在世，要
保持平和、恬淡的心态，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和人格，以实现人与自我身心的和谐。

儒家要求人们三省吾身，反求诸己，尽心知性，自我修养，从而进入一种高尚而
又和谐的人生境界。故此，儒家十分重视修身作用，认为普天下的人都应以“修身”

为本。其中对于“君子”，即儒家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形象，更是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以孔子的“君子”标准为例，他提出君子有“三戒”：“少之时，戒之在色；及其壮也，戒
之在斗；及其老也，戒之在得。”（《论语·季氏》）君子又有“四绝”：“毋意、毋必、毋
固、毋我。”（《论语·子罕》）君子又有“五美”：“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

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君子又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

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颖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论语·季氏》）

道家主张“冲气以为和”、“和其光，同其尘”，要求人们擦去世事纷争落在自己
心灵上的俗尘，以一颗淡泊明净的心灵看待外物与自己。老子说：“载营魄抱一，能
无离乎？”（《老子》第１０章）“塞其兑，闭其门，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老
子》第５６章），强调人之形体与精神的合一，这样，就能“削除个我的固蔽，化除一切
的封闭隔阂，超越于世俗偏狭的人伦关系局限，以开豁的心胸与无所偏的心境去看
待一切人物”。从而达到人与自我身心的和谐。

　

第二节　儒家的伦理道德

一、儒家思想简述

儒家思想由孔子创立，是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自汉武帝以后，它成为统治阶级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理论基础。儒家
思想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一）儒家思想
儒家，在先秦时是和诸子地位平等的，是诸子中较有影响的学派之一。“儒”本

是鄙称，儒家这一称号不是孔子自家封号，而是墨家对孔子这一学派的称呼。在秦

００８　　　 中国传统文化导读



始皇“焚书坑儒”时受到重创。汉武帝为维护专制统治实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政策，儒家由此成为正统思想。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
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

孔子第一次打破了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私人讲
学”，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
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
（《荀子·王制》）。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和礼。仁就是以“爱人”之心推行仁政，使社会成员都享
有生存和幸福的权利；礼就是用“正名”（即道德教化）的方法建立社会的道德秩序，

使社会成员对自身的社会地位有稳定的道德认可和道德定位。社会成员普遍享有
生存和幸福的权利，就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社会的道德秩序，遵
守符合自身具体情况的道德规范，造反作乱就没有道德依据（即没有意识形态基础）。

社会成员既没有造反作乱的必要，又没有造反作乱的意识，社会就可以长治久安。

总之，儒家思想属于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宝库。不管你对儒家思想的评价如何，

了解这个极其丰富多彩的传统一定会使得你的生活更加丰富。
（二）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

１．孔子
孔子（约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子姓，孔氏，名丘，字仲尼，祖籍宋国栗邑（今河南省

商丘市夏邑县），生于春秋时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
曲阜市）。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大教育家。孔子
开创了私人讲学的风气，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孔子曾受业于老子，带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十
四年，晚年修订六经，即《诗》、《书》、《礼》、《乐》、
《易》、《春秋》。相传他有弟子三千，其中七十二贤
人。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
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
典《论语》。

孔子一生以好学著称，并被当时人称赞为“博
学好礼”。孔子一生的言行论著总结起来可以分为
三大类：政治思想、教育思想和美学思想。

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是“礼”与“仁”。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

人道主义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

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但是对于当时的社会秩序和
制度来讲，体现其秩序的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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