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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首先应当明确和理解 “中国传

统文化”这个概念的内涵。从历史与文化的意义上说，中国是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距今六七千年前，

以河套及中原地区为中心开始出现先民的聚落组织。例如，蓝

田的华胥氏部落、半坡人部落等即将由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

型的早期人类部族，随后便是以炎黄二帝为首领的父系氏族部

落活动在这些地区。距今约四千年前，活动在陕西、河南等黄

河中游地区的部族形成了部落联盟，并进入到中国历史上的禅

让制时代，进而发展成为国家和朝代，尧、舜、禹就是这个时

期的部落联盟首领。此后，历经多次社会演变与朝代嬗变更迭，

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较大影响的朝代有: 夏、商、周、秦、汉、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夏、辽、金、

元、明、清等。记载上述各朝代历史的正史有所谓 《二十五

史》。中原封建王朝与周边各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不断进行经济与

文化的交往，推动了各个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繁荣。此外，

各民族之间也曾经发生对子女玉帛的掠夺和征战。在这个文明

交往与战争劫掠相交替的过程中，生息繁衍在中国版图之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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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多民族，逐渐融合成为现代的中华民族。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究竟包含哪些? 这个问题目前在学术

界还没有形成统一意见。事实上，这个概念的内涵本身也不是

非常确切的。对此，我的认识是 :“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包括从

古到今上下六七千年这个漫长的岁月里，在中国这片广袤土地

上形成的传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结晶。其中主要是思想文

化 ( 包括儒道佛和先秦诸子百家、秦汉至明清时期出现的丰富

多彩的思想学说，以及晚近思想文化) 、典章制度和文学艺术

( 包括诗词、歌赋、戏剧、书法、绘画、建筑文物) ，等等。本

书所讲的 “中国传统文化”主要以历史文化、思想文化、制度

文化和文学艺术等非物质文化为主要内容，而较少涉及文物、

建筑、中医药、饮食、服饰等物质文化的相关内容。

那么，以思想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基本精神是

什么呢? 对于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化，我将在后面的十八次

讲授里做具体介绍、分析和评论，我想在这里简单列举出几条。

一是自强不息、积极进取的精神。儒家文化有积极的入世

精神，认为一个人应当在自己的一生中有所作为; 要求人们从

小要立志，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成就一番事业。如果人们

在这个过程中遇到困难和挫折，就要勇敢面对，继续前进，不

能后退。如果人们不能在社会上自立自强，就不会对社会和国

家做出应有的贡献。所以中国传统文化鼓励人们要不断进取，

成就一番大事业。

二是中庸的精神。中庸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思维方式，就是

西方人所说的“黄金率”。这种精神要求人们做事情不要偏于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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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而是要合理适中。孔子说过，“过犹不及”。即对某件事情

做得过分或者达不到要求都不好，一定要做得恰如其分。例如，

在一次谈判中，签订的合同要双方都能够接受，如果只是一方

满意而另一方不满意，那就不符合中庸的原则。在团体与团体、

个人与个人的交往与合作中，一定要双赢。

三是人与人、与天、与己要和谐。中国古人提出 “天人合

一”“天人感应”的思想，重视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

他们认为，人与大自然是相互沟通的，人必须与大自然和谐相

处。比如，滥伐森林，就会受到大自然的惩罚，发生水土流失、

山洪暴发等自然灾害。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保护环境和生

态的思想，对于今天人们治理环境污染、保护生态平衡、推动

社会可持续发展，皆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人类社会生活中，

每一个人都应当注意与他人和谐相处，一事当前，先考虑别人，

后考虑自己，提倡先人后己。如果与人发生了矛盾，就要先从

自己身上找原因，先做自我批评。每个人无论地位高低，都必

须妥善解决一个问题，那就是要与自己保持和谐，即要保持内

心的平和与安宁。心理的健康和精神的愉悦，也是中国传统文

化特别予以关注的问题。

四是尊敬老人、爱护儿童，关心残疾人。老年人辛苦了一

辈子，为下一代付出了他们的体力和精力，创造了良好舒适的

生活条件。现在的他们已经年迈，身体状况已大不如从前，不

能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那么作为晚辈，就应该给他们多一些

帮助和关怀。人们不仅要尊重自己的父母，还要尊重别人的父

母。中国社会一直以来对于那些不尊重父母的人都持批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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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尊重，那么他就不值得成为

别人的朋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儿童

是社会的未来，对儿童的关爱充分体现中华民族扶老爱幼的心

理品质。同样，残障人士是社会的弱势群体，是健康人的兄弟

姐妹，他们需要社会的理解和关心，需要社会的救助与安抚。

五是和而不同的精神。孔子认为: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

而不和。”一个有修养的人，能够与他人保持和谐的关系，但也

有自己独立的意志，不会人云亦云、随波逐流，更不会与坏人

沆瀣一气。在几乎所有问题上，都有个人独到的见解。这种见

解经过自己大脑的独立思考，而不是不负责任地附和他人之见。

但是，小人则与此相反，他们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缺乏主见，

而在与他人的关系上，却往往不和谐，有意制造事端，矛盾

重重。

六是重义轻利的精神。在利益与道义的关系问题上，中国

古人主张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甚至是舍生取义。中国传统文

化提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于那些不符合义的利，宁可断

然舍之。财是身外之物，而道义永存心里。重义轻利和先义后

利的精神对于矫治某些严重的社会疾患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那种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风气在中国古代遭到了人们的抵制与

唾弃。重义轻利的精神产生巨大的社会正能量，可以激励人们

为担当社会责任，扶助困难人群而积极贡献力量。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出现了学习与研究传统文化的

热潮，文史哲等人文学科的学者们，纷纷转向对传统文化的研

究。这是继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的新文化运动之后又一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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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热潮。一个民族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没有文化传统的民族是

浅薄的，甚至是没有前途的。人类的生活丰富多彩，单纯的经

济建设与发展，可以极大地提升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却会使

社会生活变得单调和乏味，以至于走向唯物质主义、拜金主义

的泥沼。形象一点说，我们除了需要牛奶和面包以外，还有诗

和远方。也就是说，作为人类，不仅仅要满足自身衣食住行之

需，还要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还要抚慰我们自己的心灵。一个

民族，如果国破家亡而文化之根犹存，那么它就一定可以重新

崛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样的情形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屡

见不鲜。反之，一个民族，如果国在家存却失去了文化之根，

那么这个国家迟早会走向衰落以至于消亡。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文化热潮，也催生了高等学校的

国学学科与专业。据我所知，有的大学设立了国学院，有的大

学招收国学班或人文科学实验班，吸引了很多有志于学习和研

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青年学生，也受到学术界、媒体以及社会大

众的广泛关注。不仅如此，我在国内的许多地区，了解到一些

有识之士创办了国学班或国学书院等机构，专门研究和宣传中

国传统文化，这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壮举。

我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有 40 多年的时间，在高等学校研

读和讲授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也有 30 多年时间了。我时

常沉醉在传统文化的精神滋润之中，并且感受到它对自己在观

念和行为上的那种巨大影响。因而深深认识到，学习和研究中

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是历史赋予当代人的使命，是一件十

分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据悉，各地有不少的中小学已经开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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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我和我的同事们也多次到省内外的

高等学校、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讲授中国传统文化; 也先后

到一些地方的中小学讲《弟子规》，这些讲座都收到了很好的效

果。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和下下一代，我们内

心感到非常光荣和自豪。

学习和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我的学习体会是重点抓住 “两

头”。“一头”是先秦，特别是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 另 “一

头”就是清代，特别是清末民初时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源

头在先秦，或者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创时期在先秦和秦汉时

期。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所有思想学说和秦汉创设的典章制度，

在后代几乎都有流传。到了清代，特别是到了清末民初，沉寂

了两千多年的诸子学说复兴，包括墨家学说在内的各种学术流

派和社会思潮迅猛复兴和发展，这是特别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当时的学术界开始自发

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总结性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学术水平之高，是今人无法比拟的。那个时代涌现出很多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师，很多学术研究在今天已经几乎失传。把

握住了先秦和清代这“两头”，就理清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线索，

也就把握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

下面，为了便于学习和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我们要分析这

样几个基本概念。首先是 “文化”的概念。所谓 “文”，其实

就是“一本书”，即记载古代典章制度的书籍。按照古人的说

法，自夏商周以来所形成的典章制度都记载在这些图书里。《论

语》里有所谓“文以载道”的句子，意思是这本书承载着尧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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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大道”。众所周知，中国古人特别重

视读书，就是要从中受到教养。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往往以 “耕

读传家”为荣，无论贵族官宦子弟，还是富商巨贾子弟，抑或

是贫寒人家的子弟，都要送到学堂里读书。在那个社会，所谓

的“书香门第”是很多人求之不得的。文化的 “化”是一个动

词，有消化、融化、感化的意思。所谓文化，就是人们通过读

书学习，被记载典章制度的书籍所规范、感染和驯化，摒弃了

那些粗鄙、野蛮、虚浮的思想杂念，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净化，

一言一行都能中规中矩，符合礼的要求。礼就是规矩、规则、

规制，这是对人们的基本要求。

对于“文化”一词，现在人们在使用时主要有这样几种含

义: 一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

富的总和。在大多数情况下特指精神财富，如哲学、科学、教

育、文学、艺术等。二是考古学用语，指在同一个历史时期的

不依分布地点为转移的遗址、遗迹和遗物的综合体，这些出土

文物具有同样的制作技术及特征等，是同一种文化影响下的产

物。例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二里头文化，

等等。三是语文、科学等学科知识。识文断字或有科学常识的

人往往被称为文化人。我还有这样的认识: 反面的东西不应归

入文化范畴。在大多数人的意识里，“文化”是正面的词汇，有

文化就是指人有一定的素养。“反文化”不是文化; “亚文化”

也不是文化。因此，我很不赞同什么 “赌博文化”“娼妓文化”

和“土匪文化”的提法。这些社会黑暗丑恶现象是对文化的亵

渎，而不是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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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明和文献的概念。“文明”的概念，据说，已经有几

百个。有人说，“文明”是和 “野蛮”相区别的一种物质和精

神生活状态。文明是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显著标志。对

于“文明”的这个界定，我表示基本赞同。事实上， “文明”

这个概念的内涵，在人类历史上是不断演变的。也就是说，文

明不是某一种固定的模式和形态。比如，有人说，中国是农业

文明，而欧洲是工业文明; 中国是典型的黄土文明，而欧洲是

典型的海洋文明; 等等。这些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当中国社会

处于旧时代，农业是社会经济的主要生产部门，那就必然是典

型的农业文明。但随着工业化的到来，认为中国还是农业文明，

那就不合时宜了。

现在，我们国家提出建设五种文明，一是物质文明，二是

精神文明，三是政治文明，四是社会文明，五是生态文明。我

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就是上述这 “五位一体”。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就有 “文明”这个范畴，这是非常

必要的。中国近现代以来，发生了那么多次的运动，几乎没有

一次是关于建设文明社会的运动。可见，我们要提高社会文明

程度，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那么，所谓 “文献”是什么意思

呢? 我们在写文章的时候，一般会有“参考文献”，所谓文献的

“献”，是历史上的圣贤以及他们说过的话。

我们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要学会梳理其基本线索，还要理

解和认识它的主题。在我们看来， “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

题。中国传统文化流传了几千年，必然有一个主题，使其绵延

不断，代有传人。一个恶的文化传统也许会影响一时，但无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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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是不可能久远传播的，因为惩恶扬善是人类历史发展的

规律。

有必要提及的是，在我的认识上，中国传统文化向上追溯

的时间应该是距今六七千年前的时代，最晚也要自炎黄时代算

起。因为在那个时期，我们的祖先就已经逐渐进入到文明状态，

这并不是说，把我们的文明计算得越早越好，而是因为这样的

认识有丰富的考古发现做佐证。二里头文化和偃师文化遗址，

就已经证明了夏王朝的存在。从那个时代向前追溯一两千年，

就是文明产生和初步形成的时期。众所周知，史传的文献资料

可以作为人类文明的证据，考古发掘出土资料同样是非常有力

的文明佐证。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

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这里从表面而言，

首先，在于个人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涵养自身的文化气质，

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崇高精神境界的人，成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

味的人，成为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人。其次，学习

传统文化，还有一个重要价值，就在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民族

自尊心，培养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怀。我相信，在新的历史发展

时期，学习和吸收传统文化的营养，将会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伴随我们的社会不断走向文明、富强、民主与和谐，让

我们每个人都能成为有理想、有信念、有良善之心的高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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