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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　引言：中国·文化·中国文化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

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

能和习惯的复合体。

——爱德华·泰勒《原始文化》

一、中国：概念的内涵及范围推移

“中国”一词古已有之，其含义也复杂多变。有人从历史文献中，归纳出

“中国”这一称谓的十种不同含义来。a主要是从地理意义、文化意义和民族

意义上来使用，至于与统一政权相联系的国体意义要到很晚才出现。b

从先秦以来，中国人区分“中国”与

“夷狄”，主要是强调文化上的高下之别。

从“中国”这个古已有之的名称中，我们可

以读解出一种在文化上优越和自豪的情感。

中国因居于天下的中心，故而高贵无比。早

在二三千年前，中国人在自己的经验和想

象中建构了一个世界，这个世界被称为“天

下”。在他们心目中，天下仿佛一个棋盘，

或者是一个由中心向四周不断延伸的“回”

字。棋盘或“回”字的中心就是当时的都

城，围绕都城，文明等级逐次递减。因而有

《尚书·禹贡》中的“五服”说，“五服”

之说视王城为中心，中心之外，整齐地环绕

a忻剑飞：《世界的中国观》，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这十种含义包括：（1）
国中；（2）京师；（3）帝王都城之地；（4）华夏族；（5）诸夏（周代王室分封的诸
侯国）；（6）中华；（7）春秋齐、宋地；（8）赤县神州；（9）战国关东六国总称；
（10）三国时魏国。

b1842年8月29日的《中英南京条约》，作为国体的“中国”一词正式启用。

图一：弼成五服图。以帝都为
中心，以五百里为限，由近及
远分为甸、侯、绥、要、荒五
服，表现了古代中国人的理想
政治图式。（《书经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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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和遥远的五百里荒服。

之后，《周礼·夏官》将“五服”扩展为“九服”（中心的王畿与侯、男、

甸、采、卫、蛮、夷、镇、藩等九服）。在古人的这些想象和描述中，居于

天下之中央的中国，在文明等级远上高于周边的人群。因而有《左传》（僖公

二十五年）中的：“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闵公元年）中的“戎狄豺

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中国人际关系亲近，要施以德；四夷

贪得无厌，要刑以威，体现了贵中贱外的思想（参看图一）。

“中国”一词的这层含义从另一个自称“华夏”的释义中也可以看出。

《说文解字》将“华”解释为“荣”，段玉裁注曰：“木谓之华，草谓之

荣。”从字义来看，“华”有很美好的语意，意指繁荣昌盛。对“夏”字的

解释是“夏，中国之人也。从文，从页，从臼。”（参看图二）“页”指头，

“臼”指双手，“文”指双脚，“夏”人有头、有手、有脚，是一个完整、正

常的人。在段玉裁进一步的注解中，我们可以发现夏人以高贵与纯粹自许，

“中国之人，谓以别于北方狄，东方貊，南方蛮、闽，西方羌，西南僬侥，东

方夷也。”《说文解字》中“羌”“蛮”“狄”“貊”字，“羌，西戎羊种

也，从羊儿；南方蛮闽，从虫；北方狄，从犬；东方貊，从豸；西方羌，从

羊，此六种也”。a自诩纯粹而高贵的夏人生活在中原时，周边族群的身份却

似乎因与动物有一些纠缠不清的瓜葛而显得暧昧。

图二：小篆的“夏”，会意字。
页，人头。臼，两手。
攵，两足。合起来像人形。

要更深入了解中国，不仅要知道“中国”这个概念的内涵，还要了解“中

国”范围的变迁。“中国”这个概念所指代的具体范围，自古至今不断变化，

但其基本趋势是由小到大，由狭窄到宽泛。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

说：“‘民族’与‘国家’在中国史上，是早已‘融凝为一’的”。b他将中

a许慎：《说文解字》卷四上。

b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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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族范围的推移分为四个时期，实际上这也可以看作是民族心理认同中“中

国”范围的推移。第一期，上古至先秦。中国民族以华夏族为主干，并纳入东

夷、南蛮、西戎、北狄之类，形成秦汉时的中国人。第二期，秦汉至南北朝。

匈奴、鲜卑、氐、羌等诸族融入，形成隋唐时代的中国人。第三期，隋唐至元

代。契丹、女真、蒙古之类融入，形成明代的中国人。第四期，清朝至现代。

满、羌、藏、回、苗、瑶等融入，形成了当代的中国人。而这种推移和融合还

将继续进行下去。

由“中国”的范围逐渐扩展的趋势，我们可以看出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巨大

的同化和改造其他文化的力量。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始终以其一贯的思想传承

延续至今。统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被汉化，传播至中土的佛教又不断被中国

化，最后发展出与道家精神遥相呼应的中国式禅宗。

图 三 ： 贲 卦 为 《 周 易 》 第
二 十 二 卦 。 彖 辞 说 “ 贲 ，
亨 。 柔 来 而 文 刚 ， 故 亨 。
分，刚上而文柔。”贲卦象
征文饰，有实质的事物，再
加 上 必 要 的 修 饰 ， 可 致 亨
通。

二、文化的概念

文化是一个我们日常使用的词，也是一个众说纷纭、难以说清的词。它在

中文里的最早来源可以追溯到《周易·贲卦·彖传》中的这段话：“刚柔交

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

天下。”（参看图三）《周易》认为自然界中的一切，包括天上日月星辰的排

列、地上山川河流的分布、四季寒暑阴阳的更替，都是刚柔交错的，然后，

“文明以止”，人类世界和自然世界便产生了根本的分野。这个区分在于人类

社会所独有的制度、规则、秩序，而文明的作用使人的行为有所节制。有所节

制，最终成就了人类世界不同于自然界的伦理道德之美。但“文”与“化”完

全合用则始自西汉刘向的《说苑·指武篇》：“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

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意指圣人治理天下如果

仅用武力并不足以服众，只有人文教化才是根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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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从文字的角度看，文通“纹”，表示色泽质地交错的纹理。《周易·系

辞下》说：“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说：“五色成文而不乱。”

《说文解字》将文解释为：“文，错画也，象交叉”。化是一个过程，指教

化、变化，“文化”这两个汉字含有文饰化、修饰化之意。所谓文化就是将自

然之物打上人为的烙印。由此可见，文化是一个与人的活动密切关联的概念，

文化即人化。随着人类把自身的印记不断地加诸于自然之上，自然变得不自然

而人文化了。举例来说，大自然中的一个美景，它当然是自然之物，但当我们

把这个美景摄入一张照片或画入一幅画中，它就成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了。

这样看来，一部人类历史其实就是人类从自然逐渐转向文化的历史，从原

始时期的穴居、树居到取材于自然所建的土屋、石屋，到后来人造的钢筋水泥

建筑；从兽皮、树叶做的遮羞之物到取材于自然的棉花、蚕丝制成的布匹、丝

绸衣服，到后来人造的尼龙、纤维服装。今天，城市已经成为人类文化最集中

的展示物，放眼望去，它已被人类文化彻头彻尾地改造了，城市的每一寸肌肤

都被钢筋水泥覆盖，我们的双脚已经不再可以触摸大地。我们今人的生活世界

已深深地镌刻上了人类文化的印痕。

以上所谈文化，是广义文化的概念，它包括人类创造的一切物质文化和精

神文化。不过，我这里谈及的文化主要局限于狭义的文化，即专注于精神领

域，尤其是中国人在信仰、道德、思想等方面的独特内容。钱穆先生说，“文

化与文明皆指人类的群体生活，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

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须由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

生。”a可以说，一个社会精神领域若要发生改变是非常艰难的事，文化是不

大能用传播、接受这样的语词。我们今天虽处在全球化的文化现实之中，有识

之士也在为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之下的命运担忧和疾呼，但据上述观念看

来，其实这种担忧有过虑之嫌。例如一些人对洋节冲击中国传统节日不无忧

虑，把这视为中国文化被西化的表征，殊不知，在西方世界，中国人的春节也

吸引了一大批老外的眼球和热情参与。

专注于精神领域，中国文化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儒、释、道

三家文化的合流与互补，三者共同形成了独树一帜、具有绵绵不绝的创生力的

中国与中国文化。

a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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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图五：中国的节日也吸引了西方人的热情参与
（2005年春节，英国曼彻斯特，雷著宁摄）

三、文化的力量

许多人误以为既然文化是人的创造衍生之物，它便总是被动无奈的。殊不

知，其实文化自诞生之后，也形成了自己的生命，这个有生命的文化具有巨大

的力量，在很多时候会反过来影响甚至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对于这

一点，台湾著名人类学家李亦园有较详尽的论述。a

以人类的食、色两大本能为例，即使属于我们一般人认为的是人类动物性

本能起主导作用的方面，文化的力量也大到不容小觑，更别遑论其他被认为是

文化领域的社会、政治、经济、宗教、艺术等方面对人类所产生的作用了。李

亦园的例子特别具有说服力：食的方面，他讲一日三餐是文化塑造的结果，而

非完全出于人的生理需要。这让我想起在报纸上读到的一则消息，说一位城市

妇女邀请他所资助的农村孩子来家里过节，结果这位农村小孩对城里一日吃三

餐，甚至四餐的习惯大感惊异，他说在他们村里，一日吃两餐才是正常，以至

他把一日两餐视作人类的本能。色的方面，他列举人类两性关系方面，审美因

素的介入是人类性本能深受文化约束与影响的重要体现。所谓“环肥燕瘦”，

不同时代的人受审美观差异的影响，在选择伴侣方面会做出不同的评判与选

择。生活中，我也经常发现，东西方的审美是大不相同的，一个集中反映这类

审美差异的例子是，通常我们周遭的外国人找中国女孩做女朋友或妻子时，那

个女性往往并不特别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审美标准。

最后，文化的力量不仅能改变本能，甚至也可塑造两性间的体质差异。对

此，生物学家与女性主义者、人类学家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前者强调男女两

a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9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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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先天的体质差异，而后者则强调文化对性别塑造的力量。美国著名人类学家

米德在太平洋中新几内亚岛的研究结果说明了文化在男女两性气质差异上的

作用。米德在她的著作《三个原始部落的性别与气质》（Sex and Temperament 

in Three Primitive Societies，1935年）中，谈到生活在新几内亚岛上的三个部

族——阿拉巴斯、孟都古莫和潜布里人，由于文化的差异导致这些生活在同一

自然岛屿的同一类型的人群，男女两性角色在地位、性格、气质上却差之千

里。男女两性的差别在普通大众看来似乎是天生的，但米德却用自己的田野实

践证实了常识的不可靠，或者说常识值得人们质疑的地方。

四、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二十世纪初，中国学界掀起了一场探讨中西文化差异，以寻找中国文化特

质的热潮。为了解答古老的中国为什么在近代变得落后，进而被动挨打这个问

题，几乎当时所有重要的人文学者都卷入了思考和追问之中，得出的结论也各

不相同。不过，大家在寻找中国文化的参照系上的方向却是相同的，学者们

不约而同地选取了当时在科技和制度方面无疑最为先进的西方文化，并与之

对照，以期找到中国文化的弱点。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

里论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时，把东西民族思想的根本差异归结为三点：（1）

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2）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

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3）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

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陈独秀主张以西方文明革新和拯救

东方文明。a杜亚泉则认为东西方文明的主要差异在于西方文明是主“动”的

文明，东方文明是主“静”的文明，两种文明实为“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

差”，并没有绝对的优劣之别。杜亚泉不赞成《新青年》所宣扬的进化论与西

化论，而固持文化多元论的观点。他一方面反对保守不进的文化立场，另一方

面尖锐地指出输入西学后引起的精神世界的混乱。b

被美国学者艾凯尊为“最后一个儒家”的梁漱溟先生则认为，影响世界的

三大文化，除中西之外，古老的印度文化也能以其与中西文化鲜明不同的路向

鼎立一足。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梁漱溟将中、西、印文化概括为三种

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所走的是第一条路向——向前的路向”，即征

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

a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15日。

b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东方杂志》第十五卷4号，1918年4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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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他由此解释何以西

方的科学技术发达，印度的出世、禁欲观念发达，而中国人的“住世”观念发

达。在当时“趋新”“趋西”以及“全盘反传统”的主流思潮之下，梁漱溟独

辟蹊径，提出人类文化的发展的根本变革是“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

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a

在晚近的学者中，这一题目仍是许多人讨论文化问题无法回避的前

提。华裔汉学家余英时先生将中国文化界定为以“内在超越”（inward 

transcendence）为基本精神的文化体系，西方文化是以“外在超越”（outward 

transcendence）为基本精神的文化体系。所谓“外在超越”是“把人客观化为

一种认知对象”，以实体化的超越世界（“上帝之城”）反照现实世界、鞭策

人们努力向上。而“内在超越”要求“把‘人’当作有理性、也有情感的，有

意志、也有欲望的生命整体来看待”。即孟子所说的“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

性则知天”。在余英时看来，文化的变化是先物质、再制度、再风俗习惯，最

后提思想与价值次第展开的。价值系统处于文化整体系统的核心层次。无论是

中国，还是西方，在形成各自的价值系统时，都承认人的价值具有超越的源头

（“天””或“上帝”）。不过，中国人对这一超越源头只作肯定而不去穷

究。所以，西方人则起初凭借理性后来又诉诸宗教，对超越的源头作执着的探

溯。故在中国人那里，超越世界一直不曾被外在化、形式化；在西方人那里，

同现实世界分开了的超越世界一开始就被外在化、形式化了。

图六：钱穆（1895—1990） 图七：陈独秀（1879—1942）

a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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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八：杜亚泉（1873—1933） 图九：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中，梁漱溟将中、西、印三种文化

概括为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

人类学家李亦园先生则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多次提到中国文化的独特的表

现，譬如中国人独特的饮食习惯及观念，基于阴阳五行、风水等宇宙观的民间

信仰系统，还有对家庭伦理亲情的格外重视，等等。其实，文化就浸润在日常

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之中，并时时刻刻以我们“日用而不知”的方式表现出来。

比如我们把食物分冷热，注重“冷热调和”，比如我们信奉“吃什么补什么”

在西方人看来，则显得不可思议。又比如我们对具有象征意味兼跨两界难以归

类的东西（海马、蛤蚧、人参、何首乌之类）十分热衷，凡此种种皆认为是大

补之物，这与古犹太人憎恨暧昧和有违常规的动物的观念形成强烈的对比，

《圣经旧约·申命记》中曾说，“凡可憎的物都不可吃”，并一一列举陆地、

水中、空中可吃与不可吃的动物分别有哪些。

此外，还有学者受西方以基督教《圣经》为代表的“罪感文化”说的启

发，将中国文化命名为“乐感文化”。这种文化精神立足于一个此岸世界，强

调人的主体性存在，并赋予人参天地之化育的本体地位，从而培育了中国人

自强不息、乐观积极的精神状态。提出“乐感文化”观念的李泽厚先生说，由

于氏族宗法血亲传统遗风的强大力量及长期延续，以及农业家庭小生产为基础

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牢固保持，决定了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实践理性”或

“实用理性”的倾向或特征，后来慢慢由思想理论积淀并转化为心理结构，内

容积淀为形式，成为汉民族的一种无意识的集体原型现象。这种文化的长处养

成了中国人“乐天知命”的天性和“实用理性”的圆融。但它也给中国文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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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比如由于讲究实用理性，讲究变通，导致中国人对规章制

度的漠视，对法律的淡漠，使中国人有意无意滑入了无意义虚无的深渊。同

时，由于既没有日本式“耻感文化”的外部的约束力a，又没有“罪感文化”

的“内心的自我约束力”。因此，呈现一种严重的价值缺失，判断缺失。行善

也不过是一种讲求“善有善报”的投机性质的行为。

从以上种种可以看出，要想将中国、文化以及中国文化的精神看清说透实

非易事，这门课只希望在有限的课时里，选取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最核

心的内容来讲述。对于文化，我基本赞同只作狭义的理解，即钱穆先生所言

“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在课堂上，我们也仅只试图考察那些影响中国

人最为深远的精神、思想，那些对几千年来所有中国人影响至深的领域，也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儒、释、道三教的精神。接下来，让我们为大家一一道来

这三教合流共同构成的、蔚为壮观的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它悠远深沉，缈不见

底。

【阅读链接】

一、关于中国

中庸之道在中国人心中居极重要之位置，盖他们自名其国号曰“中国”，

有以见之。中国两字所包含之意义，不止于地文上的印象，也显示出一种生活

的轨范。中庸即为本质上合乎人情的“常轨”，古代学者遵奉中庸之道，自诩

已发现一切哲学的最基本之真理，故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林语堂《吾国吾民》

今之中国，号称五族共和，其实尚有苗、傜、僮、蛮诸种，不止五族。其

族之最大者，世称汉族。稽之史策，其血统之混杂，绝非一单纯种族。数千年

来，其所吸收同化之异族，无虑百数。春秋战国时所谓蛮、夷、戎、狄者无论

矣，秦、汉以降，若匈奴，若鲜卑，若羌，若奚，若胡，若突厥，若沙陀，若

契丹，若女真，若蒙古，若靺鞨，若高丽，若渤海，若安南，时时有同化于汉

族，易其姓名，习其文教，通其婚媾者。外此如月氏、安息、天竺、回纥、唐

兀、康里、阿速、钦察、雍古、弗林诸国之人，自汉、魏以至元、明，逐渐混

入汉族者，复不知凡几。

……

a参见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中对日本人国民性的归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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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汉族之大姓，若王、若李、若刘者，其得氏之始，虽恒自附于中国帝

王，实则多有异族之改姓。其异族之姓，如金、如安、如康、如支、如竺、如

元、如源、如冒者，在今日视之，固亦俨然汉族，与姬、姜、子、姒若同一血

统矣。甄克思有言：“广进异种者，其社会将日即于盛强。”

——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

二、关于文化

所谓文化，乃系创造而变通，变通而进步，彰明昭著之美迹焉。由此以征

文化发生之景相，则更有三迹可寻。

其一，所谓文化由于创造者，盖即文化由乎环境之说焉。《庄子》：“宋

人资章甫而之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然则冠裳之起，盖乃由于气

候。如可文身，如可断发，则无需于衣服冠裳之造制也。

其二，所谓文化由于变通者，言穷则思变，文化发生于困难之说焉。

《易·系辞》谓：“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

以察。”是谓由结绳以趋文字之化，完全由于圣人之作为。然按清张庆祥《黎

岐纪闻》谓：“生黎地不属于官，亦各有主。间有卖买授受者，以竹片为券。

盖黎内无文字，用竹批为三，计丘段价值，划文其上，两家及中人，各执之以

为信，无敢欺者。近日狡黠辈，颇纷纷以诈伪生争矣。”由是以观，则求治求

察，结绳削木，所以进而为文字者，殆有诈伪等之困难，有以驱策之焉。

其三，穷则为变，变则能通，通则能久者，是谓文化随环境而创，随困难

而变，而变也者，所以致通久：即谓进步之说焉。

——陈登原《中国文化史（一）》

三、关于国民性

中国经典学派的目的，在培育讲情理的人，这是教育的范型。一个读书

人，旁的可以不管，第一先要成为讲情理的人，他的特征常为他的常识之丰

富，他的爱好谦逊与节约，并厌恶抽象学理与极端逻辑的理论。常识为普通人

民人人所有的，而哲学家反有丧失此等常识的危险，因而易致沉溺于过度学

理之患。一个讲情理的人或读书人要避免一切过度的学理与行为，举一个例

子：历史家福劳第（Froude）说：“亨利八世之与加塞琳离婚，完全出于政治

的原因。”而从另一方面的观点，则克莱顿主教宣称：“这件事故完全出于兽

欲。”若令以常情的态度来评判，则认为两种原因各居其半，这种的见解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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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较为切近于真情。在西方，某种科学家常沉迷于遗传的理想，另一种则着魔

于环境的意识，而每个人都固执地以其鸿博的学问与兴奋的戆性竭力证明自己

所持之学理为正确。东方人则可以不费十分心力，下一个模棱两可的判断。是

以中国式的判断，可以立一个万应的公式：即“A是对的，B亦未尝错”。

——林语堂《吾国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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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　儒的宗教性来源与学说分期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

而今指与真头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王阳明《咏良知四首示诸生第一》

一、“儒”的宗教性来源

从汉儒到近现代诸学问家，对儒家的来历均有推断。或谓“孔子修成康

之道，述周公之训，以教七十子，使服其衣冠，修其篇籍，故儒者之学生

焉。”a或称“夫儒者以六艺为法”b。或者“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

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c或曰“儒，柔也。术士之称。”d近代学人中，

章太炎将儒的出处与史巫类术士相联系，“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

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僚。”e胡适之从孔孟头戴“章甫”这个细节出发，

依据《士冠礼》“章甫，殷道也”，推断“最初的儒都是殷人，都是殷的遗

民”f，是从殷朝的“祝宗卜史”转化而来。g冯友兰一方面认同胡适所说的

儒者是散在民间的从“祝宗卜史”转化而来的专门学问家，但却不认可胡适为

他们追溯的殷人的源头，他认为儒是来自西周末年的“祝宗卜史”。h

随着考古发现和人类学材料引征两个新维度的加入，当代学者们考证原儒

学的源头时，越来越多地将儒和宗教与巫联系起来。何新利用字源考证法，

指出一条商代“需”（礼官和祭师）——西周“胥”（掌礼乐祭学）——春

a《淮南子·要略》。

b《史记·太史公自序》。

c《汉书·艺文志》。

d《说文解字·人部》。

e傅杰：《章太炎学术史论集·原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92页。

f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20页。

g姜义华：《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下）》，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626页。

h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卷·附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0~3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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