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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

在中华民族长达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勤劳勇敢的中国人

凭借自身的聪明才智，创造了曾经领先于世界的古代物质文明，

也创造了处于世界前列的古代精神文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源远流长，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 “土壤”中。

中华文化之所以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原因是多方

面的，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智慧的中华民族，在长期的

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的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和

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文化。

这些是 “中华魂”的一个表现方面，是国学不可或缺的一个部

分，是中华民族伟大而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民族凝聚力和生命

力之所在，是亿万炎黄子孙引以为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我国的传统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此，我们

持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的态度是不对的。而一知半解、信口开

河或以漠然的态度对待我们宝贵的传统文化同样也是不对的。

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巨大的社会实验的验证，我们终于明

白了一个道理：发展并不是一味地摒弃过去，发展的障碍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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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过去的不屑一顾。也就是说，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我们

不能同过去的一切彻底决裂，甚至将过去彻底砸烂；而应该妥

善地利用过去，在过去这块既定的地基上构筑未来大厦。如果

眼睛高于头顶，只愿在白纸上构筑美好的未来，那么，所走向

的绝不会是真正的未来，而只能是空中楼阁。

那么，我们该用怎样的态度去对待我们的传统文化呢？

１．取精华，弃糟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就应该持辩证否

定的态度，就像筛选谷物一样，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就不会

犯 “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错误。研究、

分析中国的传统文化不是过多地探讨古人具体离奇的故事，而

应有选择地学习民族精神中的独特优点和汲取精华部分。

例如儒家的 “三纲五常”，如果依现代人看来，明显是糟

粕，但是 “三纲五常”最初的含义则是要我们对长辈、父母有

一颗感激的心：比如 “父为子纲”是发展到了一种极端的状况，

开始的时候只是一种心灵的活动，父母养育子女，子女应该懂

得感激和回报。这样，双方的心灵就会有一种互动，感受到对

方的心意，这时，“情”才会出来，这就是性情的学问。如果从

这个角度而言也有其可取之处的。再例如 “君为臣纲”，封建社

会要求臣下愚忠于皇帝，但皇帝是封建最高统治者，用皇帝的

“朕即国家”来说，那也是爱国，忠君是糟粕，爱国却永远

正确。

２．淡形式，重内容。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是复杂的：同一内

容，由于条件不同，可以有多种形式；同一形式也可以表现不

同的内容；新内容可以利用旧形式，旧内容也可以利用新形式。

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不是并列的、没有主从之分的，在两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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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内容起着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

容服务，这是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的一般关系。

我们学习传统文化也是如此，“师古不泥古，师古不复古”，

并不是穿汉服、行官礼才是传统文化。学习传统文化要重在领

会传统文化的精神和思想理念，其目的是为了滋养人格，领悟

思想，改善行为。

３．既传承，又创新。创新，是传承基础上的创新，继承也

是创新基础上的继承。继承传统的目的并不是固守传统，而在

于推陈出新。创新是继承中的变革，渐进中的变革。传统文化

要 “古为今用”，弘扬传统文化时要注意传承，更要创新。

４．先要学，后要用。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学习重在

学用结合。只有学用结合，才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成果。与纯粹

的历史学不一样，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有追求现实进步的含义，

是 “扬善”和 “留美”，既要学，更在用，不是 “坐而论道”，

这是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的价值归宿。即使是提倡 “清静无为”

的道学，老子在 《道德经》中也是倡导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

以无事取天下”，而不是一味在书房朗诵 “道可道，非常道”。

如儒家的 “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思想，完全 “古为今

用”。其大致意思是：人的善心应该像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

而不与万物相争，停留在众人都不喜欢的地方，因此最接近于

“道”。最善的人，最善于选择地方，心胸善于保持沉静而深不

可测，待人善于真诚、友爱和无私，说话善于恪守信用，从政

善于精简处理，能把国家治理好，做事能够善于发挥所长，行

动善于把握时机。最善的人所作所为正因为有不争的美德，因

此没有什么过失，也就没有咎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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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也是现代很多企业价值观的核心。

结合现代企业而言，企业所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本身就是服务

于民众，解决社会的一些供求矛盾，而不是单纯的利润追求，

这本身就是为善。当他们在为社会和民众服务得到一定的利润

后，继而考虑把利润中的一部分拿出来继续投入到社会的发展

中去，当然这也包含企业投入成本提高服务的品质或者产品的

科研开发等等，而更重要的是很多企业也把很多的利润拿出来

为社会的公益事业服务。

二

纵观我国古代思想史，最有成就和影响最大的十位思想

家是：老子、孔子、孟子、庄子、荀子、董仲舒、朱熹、王

阳明、黄宗羲、王夫之。他们的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代思想发

展的主要线索。

孔、孟

孔子 （前５５１－前４７９），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伟大的

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他出身贵族却在贫寒中度过了少年

时光，凭着自身的好学上进，孔子成长为一位饱读诗书、学富

五车的文化巨人。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带领弟子周游列

国十四年。孔子正直乐观、积极进取，一生都在追求真、善、

美，追求理想的大同社会。他的成功与失败，无不与他的品格

相关，而他品格中的优点与缺点，影响着几千年来的中国人，

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５　　　　






















































孔子在世时已被誉为 “天纵之圣”、 “天之木铎”、 “千古圣

人”，被后世尊为至圣 （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等。孔子

提倡 “克己复礼”、“仁者爱人”，将 “仁”发展成为贯穿着他整

个思想体系的总纲领，并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 “仁”完善为

一种人本哲学。他开创私学，桃李天下，弟子三千，七十二贤。

他修 《诗》、《书》，定 《礼》、《乐》，撰 《春秋》，为 《周易》作

序。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孟子 （约前３９０－前３０５），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伟大

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儒家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孟子

三岁丧父，在母亲的教导下，他刻苦努力、博览群书，成为继

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又一位代表人物，被尊为 “亚圣”，并与

孔子合称 “孔孟”。孟子曾游历齐、宋、滕、魏诸国，宣传先王

之道。因不为采纳，故归而与弟子讲学著书，作 《孟子》七篇。

孟子维护并发展了儒家思想，提出了 “仁政”学说和 “性

善”论观点。孟子从孔子的 “仁学”思想出发，把它扩充为包

括思想、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施政纲领，即 “仁政”。

孟子的思想体系，对两千年来的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产生了

异乎寻常的影响。

自汉武帝后，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

的正统思想，长期占据了支配地位。

老、庄

老庄学派创立了 “天道自然无为”的自然哲学体系。老庄

创立的道家思想往往作为儒家思想的补充，在长期封建社会中

始终作为主流思想而存在着。

老子 （传说前６００年左右－前４７０年左右），姓李名耳，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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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阳，又称老聃。他是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是道家学派的始祖，

著有 《道德经》，他的学说后被庄周发展。他的思想主张是 “无

为”，他的理想政治境界是 “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

死不相往来”。史载孔子曾学于老子，道家后人将老子视为宗

师，与儒家的孔子相比拟。在道教中，老子是一个主要的神仙，

被称为太上老君，尊为道祖。

庄子 （约前３６９年—前２８６年），名周，字子休 （一说子

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

的代表人物。他是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

学派的创始人。庄子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但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

“老庄”，他们的哲学为 “老庄哲学”。

庄子一生淡泊名利，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在他的内

心深处则充满着对当时世态的悲愤与绝望，从他哲学中蕴含的

退隐、不争、率性的表象上，可以看出庄子是一个对现实世界

有着强烈爱恨的人。正因为世道污浊，所以他才退隐；正因为

看到了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现象，所以他才与世无争；

正因为人生有太多不自由，所以他才强调率性。

庄子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

化。他认为 “道”是 “先天生地”的，从 “道未始有封” （即

“道”是无界限差别的），主张 “无为”，放弃生活中的一切争

斗。他又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因此他否定知识，否定一

切事物的本质区别，极力否定现实，幻想一种 “天地与我并生，

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从而

倒向了相对主义和宿命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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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

荀子 （约前３１３年—约前２３８年），名况，字卿，后避汉宣

帝讳，改称孙卿。他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政论

家，儒家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对儒家思想有所发展，提倡性

恶论，常被与孟子的性善论比较。他对重整儒家典籍也有相当

的贡献。

荀子是先秦思想的综合者，对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学术思

想领域出现的 “百家争鸣”进行了历史的总结，他通过既批判

又继承的方式，对先秦诸子的片面性加以揭露，对百家之长加

以汲取，体现了思想发展的趋势。

荀子曾经传道授业。战国末期两位最著名的思想家、政治

家———韩非、李斯都是他的入室弟子，亦因为他的两名弟子为

法家代表人物，使历代有部分学者怀疑荀子是否属于儒家学者，

荀子也因其弟子而在中国历史上受到许多学者猛烈抨击。

荀子的思想偏向经验以及人事。他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

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孔子

中心思想为 “仁”，孟子中心思想为 “义”，荀子继二人后提出

“礼”，重视社会上人们行为的规范。他以孔子为圣人，但反对

孟子和子思为首的 “思孟学派”哲学思想，认为子弓与自己才

是继承孔子思想的学者。荀子认为人与生俱来就想满足欲望，

若欲望得不到满足便会发生争执，因此主张人性本恶，须要由

圣王及礼法的教化，来 “化性起伪”，而后才能 “向善”，从而

使人格提高。

董仲舒

董仲舒 （前１７９－前１０４），是中国汉代思想家，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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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汉代孔子”之称。他把孔孟儒家思想加以神秘化，论证了

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世界观，使孔孟思想在封建社会长期

处于独尊地位。他以 《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

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

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

对当时社会所提出的一系列哲学、政治、社会、历史问题，给

予了较为系统的回答。

朱熹

朱熹 （１１３０－１２００年），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又号

晦翁、逐叟，别号紫阳，谥号文公。祖籍徽州婺源 （今属江

西），南宋时期思想家，中国近古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理学

集大成者。朱熹的研究触角涉及到儒家经典的所有领域，在哲

学、经学、政治、史学、教育、文学上都卓有建树，在书法、

音律、经济思想甚至自然科学上也有很高的造诣。朱熹历仕高

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庆元六年卒。嘉定二年 （１２０９年）

诏赐遗表恩泽，谥曰 “文”，寻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

理宗宝庆三年 （１２２７年），赠太师，追封信国公，改徽国公。朱

熹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在文化思想领域中学问最广博、影响最

深远的学者。在中国儒学史上，他是地位仅次于孔子的一代儒

学宗师；在学术成就上，他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和宋明理学

最突出的代表；在历史地位和社会影响上，他是中国古代学者

中屈指可数的几位伟人之一。

王阳明

王阳明 （公元１４７２－１５２８年），名守仁，字伯安，浙江余

姚人。因晚年筑室读书于故乡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后世皆敬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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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为 “阳明先生”。王阳明文治武功，勋业卓著，堪称一代名

臣，万世师表，被誉为古代十大全才之一。他一生以坚强的意

志与病魔游走决战，以旷达的心态来对待官场中的排挤打压，

在入狱遭贬、遭遇险恶的境遇后，创立了 “阳明心学”，成为了

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高峰和近代启蒙思潮的先导。隆庆二年

（１５６８年），诏赠新建侯，谥文成，颁铁券。明穆宗在券文中说：

“两间正气，一代伟人，具拨乱反正之才，展救世安民之略，功

高不赏，朕甚悯焉！因念勋贤，重申盟誓。”

黄宗羲

黄宗羲 （１６１０－１６９５年），乳名麟，字太冲，又字德冰、改

斋。初号南雷，又号梨洲、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蓝水渔人等

等，世称南雷先生或梨洲先生。黄宗羲是我国明末清初一位杰

出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又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哲学家、史学家、

文学家和自然科学理论家，其中尤以思想成就为最大。在清代

前期，他与孙奇逢 （１５８４－１６７５年，河北容城人，世称夏峰先

生）、李颙 （１６２７－１７０５年，陕西周至县人，世称二曲先生）齐

名，并称 “清初三大儒”；自清末以来，黄宗羲则与顾炎武

（１６１３－１６８２年，江苏昆山县人，世称亭林先生）、王夫之

（１６１９－１６９２年，湖南衡阳人，世称船山先生）齐名，并称 “明

清之际三大进步思想家”。

王夫之

王夫之 （１６１９－１６９２年），字而农，号姜斋，别号一壶道

人，明清之际杰出的哲学家、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并称

明清三大学者。他自幼聪颖过人、才气横溢，期望考取功名以

光宗耀祖、扬名天下。然而，明清的更迭、时代的变迁使王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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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的理想与命运有了新的演绎。明亡后，清顺治五年 （１６４８

年），王夫之在衡阳举兵抗清，兵败无望之时乃决心隐遁。他在

石船山下筑 “湘西草堂”，勤恳著述，历时四十余年，被学者尊

称为 “船山先生”。

王夫之学问渊博，对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均有研究，

尤精于经学、史学、文学。他一生著作传世的共达９５种，３８０余

卷；还有佚著计２６种，尚待访求。他的哲学体系堪称前无古人，达

到了当时历史条件下可能达到的最高峰，成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

集大成者。王夫之在学术史上的卓越贡献享誉青史、远播海外。

三

在物质欲望极度膨胀、科技文化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许

多人陷入了超重的生活而不自知。所以，现代人寻找精神家园、

追寻生命的本真、探索思想的原始呼声就越来越高。

在本套丛书中，我们深入浅出地分析了中国古代对后世影

响最深远的十大思想家的思想观念，力图呈现他们的思想特质。

我们萃取他们的人生智慧，以期对现代人有所启迪。有人在怀

疑古代思想家的智慧是否已经过时了，我们要说的是：古代十

大思想家的智慧不会过时，历史的风雨不会使他们的智慧褐色。

他们的智慧是人类的大智慧，既然是人类的大智慧应当属于所

有的时代。他们的很多思想精髓能够滋养我们的精神，他们的

很多人生智慧都能帮助我们解决现实的人生问题。

十大思想家似人世间的棋艺高手，以人世间的大智大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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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原则和治世理念，生存体验与生活智慧，精神境界和价格

修养等等摆在一张棋盘上，不断变幻出深奥的棋局。他们以人

性的目光关注纷繁复杂的社会人情，他们看重道德修养，他们

的思想影响着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的礼乐文化、政治文化、制

度文化、伦理道德、思维方式、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甚至治国

安邦的总体思路。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让我们一起来聆听圣哲教诲，汲取人文给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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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荀子的社会控制思想

“礼”是荀学的核心观念，荀子的政治思想核心是“礼治”。

“礼治”的思想依据是性恶论。荀子之礼具有政治制度、道德规范

和宇宙之道三重属性，其本质是政治之礼即政治制度。

荀子思想的出发点是“人性本恶”，同时荀子又认为后天的教

育作用很重要，所以荀子提出用“隆礼”的方法来矫正它。在荀子

看来，“分莫大于礼”，（《非相》）礼是现实社会生活中“明分”的根

本所在。荀子认为：礼的起源在于为社会的物质分配求一“度量

分界”，故礼的首要目的在于“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而其手段则

在于“分”。在荀子看来，社会政治组织是由圣智之君主而产生，

社会生活也赖君主以维持。

荀子认为，作为“分”之礼一旦固定下来，也就成为一切社会

行为之规范。礼是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标准，人们必须按照礼的

规定安分守己以维持社会的秩序。他在《天论》中说：“礼者，表

也”。“表”即标准的意思。礼不仅表现为社会的等级与规范，它

也指各种具体的仪文形式，如冠婚丧祭等，这是礼本有的含义，荀

子也十分重视这些仪式性的礼仪，他对此冠婚丧祭等礼都有十分

具体的规定与描述。但荀子并不仅仅只是转述这些古代的礼仪，

而更多的是指出这些仪式背后的文化意义与社会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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