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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元之序

观夫华夏文明，绵延五千余年，从未闻“国学”。何故至近

代方提出“国学”二字？首创者章（氏）炳麟，后有钱穆，再者

民国蒋梅笙等亦为国学编撰。钱氏所著《国学概论》弁言起始即

云 ：“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

蒋氏所著《国学入门》引言所云亦同，然有所延伸。云 ：“学问

者，天下之达道，无所谓国界也。学而限之以国，前既无据，后

亦恐不复存 ；第处此寰球大通，文化糅合之世，学科灿列，泰半

来自欧美……”正如蒋氏所云 ：“第处此寰球大通，文化糅合之

世。”所谓“国学”本意无外乎区别于国界与民族性而已！

虽然本意如此，实则是在近一个世纪的文化自我否定中无法

确立文化自信的依据。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在继续着这个近百年

以来的话题喋喋不休。儒家文化的自信依据究竟在哪里？面对时

代，又该如何扬弃？在扬弃中，我们怎么能够找到与世界文化共

荣的支点？从而实现迫在眉睫的文化输出和“跨国战略”？如果

仅仅以经济和军事的强大去影响世界，也不是不可以，只不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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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下下之策——霸道而已，也许连霸道都算不上，顶多算得上

是“战国七雄”的另一种历史形式。

在当下文化统一的进程中，我们形成了多少历史误会？“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给我们留下了多少误区？自管仲为代表的

《稷下宫学》开始到汉武帝之前，入仕阶层基本是道家的流派为

主，到了武帝时期，旧臣做大，藩王失控，为了中央集权和政治

斗争需要，培养朝廷新势力和建立人才晋升体系之需要，而提出

“罢黜百家”，让寒门儒士得到晋升机会。就是说，罢黜的不是百

家学派，而是朋党，因为各家之言依然传承至今，并没有因为

罢黜而消失，这是误会之一。误会之二 ：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之

言，大部分是为了入驻皇权，这是因为古时的读书人基本都是精

英阶层，都离不开政权之争，各持所言而问鼎中原，所以“罢黜

百家”也只是在排除朋党而不是各家学派。误会之三 ：独尊儒术

的原因既有当时的历史原因——势力削减和平衡之意，也有儒家

文化宗旨的特别原因，后面会做详细的解读。误会之四 ：肃清一

统的不是学派本身，而是礼、乐秩序。当然，一个民族和国家的

礼、乐秩序的建立离不开形而上的理论附庸，更离不开“文而化

之”的风俗体系的建立。这是个系统工程，本书以此为出发点，

追本溯源，通过解构华夏文化的源点和孔子的大策划意图而总结

出国家文化一统的一个系统构建工具。希望为中华文化复兴和世

界大同找到一个理论支撑。

这本书就是为此总结了一个构建国家“无冕之神”的信仰体

系之工具。不但如此，第四卷为此阐述了“创世之内唯心法，创

世之外唯物存，创世内外相合之时，天下大明矣”的客观态度 ；

也阐述了新哲学体系之心性体系——善、恶（阴、阳为二）合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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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一的《情本论》，这为中西方文化的心性融合矛盾提供了善、

恶“求同存异”的依据。

科技的进步改变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到今日，它不仅仅改

变了以往的阶级与阶级之间的生产关系，也在改变着人与人、人

与天地规律之间的关系。科技与人文灵性的两极时代即将来临，

我们正在自设的使命中惶恐不安。科学的理性求真精神已然在威

胁着人类主体。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环境恶化的所谓治理，

不过是国际强弱之间的区域转移。这种转移带着极端民族主义的

心态和罪恶，却又违背了世界大同趋势的科技力精神。在这种悖

论中，我们逐渐意识到的是亟需开启一个新文明模式。

不久的将来，生化智能的诞生和升级，关键点是赋予其意

识，进行情感塑造而树立是非观念，以便于建立生化时代的人文

秩序。否则，这个物种的诞生就会成为人类的大灾难。人工智能

的瓶颈与不安正源于此。其实这是西方哲学体系所缺失的板块。

在哲学人文驯化的心性体系上，唯有中国才有解决问题的哲学土

壤。如何把虚无而能感知的意识、能量等在科学词汇（如磁场或

电波）之外定义一个心性体系上的物质词汇，从而进行量化输入

和意识植入，当然，这只是一种尝试和假设。这也是本书中《情

本论》的意旨之一。

就时代而言，我们迫切的需要在传统与创新的选择中有个清

晰的思路 ；在中西糅合的时代命题中有个清晰的思路 ；在民主时

代的心性体系的建设上有个清晰思路 ；在商业与人文的统一性上

有个清晰思路。此书是我关于这些问题所思而得的一些感悟，虽

然粗略，却算透彻清晰。想为儒家文化道统的层面于此世的“合

法性”提供系统理性依据，也为世界文化的共性找到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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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

这个时代的文化冲突之矛盾已升级到人类生存危机的高度。

这也是我们学界的共识——构建新的社会文明方式。正因为如

此，我们才领悟到不是单领域（体制、经济、科技、文化）突破

所能改变由国际格局变化矛盾、信仰矛盾、民族矛盾、市场经济

矛盾等带来的人文、生存环境及方式恶化的世界性困局。我于此

文所思，皆立意于此。

于中华民族文化复兴而言，这是个共识渐成的时代。我只

愿此书能为共识之进程尽一份绵薄之力。此书仅体系而言，也只

是完成了体系框架的任务。具体的实施方案并未涉及，这是我们

书院日后的业务工作和任务。本书第四部分是一种心性体系的尝

试，有待于逐渐完善深化。许多不足之处，还望读者取其意旨精

神而原谅其不足。

豆蔻之年曾闻弘一法师临终之偈语曰 ：“不为自己求安乐，

但愿众生得离苦。”年岁增长，渐感其慈悲浩瀚。亦顿悟玄奘西

渡所谓普渡众生之意。值此中西古今文化交替之时，皆因人心迷

惑而烦恼苦楚。不多赘言，唯行而已！



目　录

第一卷　无冕之神  \ 1

第一章　一致性的系统心理依据  \ 2

第二章　论“道”之生发精神  \ 5

第三章　大同之器——礼、乐文化的框架承载精神  \ 9

第四章　“天道”的守护体系——儒家与华夏文明  \ 15

第五章　孔圣人的大策划  \ 20

第六章　儒家文明——人文入心、王化成性  \ 28

第二卷　三道同易  \ 33

第一章　无言的结局与新始  \ 34

第二章　民族性与生存方式  \ 39

第三章　人文涅槃  \ 41

第四章　悖论与反置  \ 45

第五章　集群自治  \ 48



2 / 肃统论

第六章　都市化的不可王化性  \ 50

第七章　商业文明——新的附庸  \ 53

第八章　两种属性  \ 56

第九章　“天道”的易数——科技时代  \ 58

第三卷　魔性的光辉  \ 63

第一章　潜意识的自我塑造与控制  \ 64

第二章　论境界之精神  \ 66

第三章　“真”的三个层面  \ 69

第四章　救赎中的悖论  \ 71

第五章　自欺的安乐  \ 77

第六章　卫道士的逃离——诗人之死  \ 81

第七章　流变之妖  \ 86

第八章　乡愁基因  \ 90

第四卷　肃统论  \ 93

第一章　肃统论  \ 94

第二章　道器论  \ 99

第三章　情本论  \ 101

第四章　文统  \ 109

第五章　国用  \ 115

第五卷　艺·礼空间构成论  \ 121

第一章　序  \ 122

第二章　艺·礼空间的概念  \ 124

第三章　艺·礼空间的五种特性  \ 126



目　录 / 3

第四章　艺·礼空间的构思构成  \ 130

第五章　总　结  \ 138

第六卷　诗韵文心  \ 141

第一章　古体诗、赋  \ 142

第二章　残句  \ 170

第三章　新体诗  \ 172



第
一
卷
　
无
冕
之
神

第
一
卷

无
冕
之
神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2 / 肃统论

第一章　一致性的系统心理依据

在展开这个话题之前，我们先对“信仰”这个词做一个清

晰的界定，以便于更顺畅地叙述下去。在问卷调查中，人们在阐

述信仰时，一般有几种解释 ：一是宗教化 ；二是目标化 ；三是信

念化。我在常性问答中所得结果，基本都是从这三个角度去理

解的。但事实上，它可以更清晰的用一句话来概括——行为之一

致性的系统心理依据。不管有无宗教信仰，人在生命过程中的一

切活动及言语在作出决定之前都会寻找到相应的心理依据。当这

种心理依据能够保持体系一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他是拥有信

仰的人。这个体系的构建差别就是各宗教及人文体系的差别。一

种信仰体系的建立，至少会包括 ：世界观（创世说，非宗教的信

仰体系对创世抱有求证和未知的态度，也属于概念上的一种创世

说——即默认存在，虽然不确定是何种形式）、人生观（形而上

的理论体系）、价值观（心性体系）、方法论（修为体系）、礼乐

体系（形而下的中道组织框架及仪式）、风俗体系（形而下的器

道框架及生活化）。在信仰的定义中，很明白这两个字的心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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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信之则可以保持体系的一致性，仰之则能进行自我的心理暗

示，以保证体系的执行力度。由此可知，任何一种信仰体系，作

为个人而言，被救赎的前提就是要保持“心理依据系统化的一致

性”。但是，历史往往会告诉我们，任何体系在历史进程中都会

出现阶段性的“失去信仰效应”。这种失效有政治、经济及科技

等的进步因素，也因为不同体系之间的争斗导致。所以，为了迎

合时代的变迁，基督教曾发生了新教的演变，佛教的演变和经书

的补充则更频繁。在这里，其实提出了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在人

们失去系统的一致性的时候，人们是处在什么状态中？这一状态

之命题就是 ：非宗教系统之外的系统。这种系统在中国尤其明

显，因为中国多教并存。在生活层面，经常性的系统混淆。从

儒、释、道长期并存的历史现实来看，儒、释、道体系的相互兼

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种兼容不是因为佛、道两教的一致性

体系没有“一致性的边际约束”，而是因为儒家的承载特性（下

文再详细说），在长期的争斗中兼容，迫使佛、道两教的体系向

儒家汇融。在政教合一的国度里，也同样存在这一命题，甚至

更加隐蔽，这种隐蔽的体系不是宗教，它是人类传承的人文自

觉。这种人文自觉的构成很复杂。它是人类文明积淀的人文习

惯。在一种体系的“一致性”遭到破坏的时候，人们的心理依据

依然存在。这种“心理依据”就会以“碎片化”的方式存在。碎

片化“心理依据”的存在就会失去我们所说“信仰”的系统一致

性，在捋不清系统的一致性的情况下，人们往往就会倾向于“无

一致性原则”的实用理论依据的碎片，从而导致人们“行为之心

理依据”被“实用主义”左右。这就是中国古圣常说的“乱世”，

所以说，保证“心理依据体系”的一致性才能称之为“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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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为什么每次经历“乱世”之后都会得到大

治——信仰重新被“一致性”建立起来。是什么力量能够让人们

从碎片化心理依据的“乱世”之中形成群体共识的觉醒？我们称

这股力量为“中正之力”，正是这个“中正之力”每次于“乱世”

之时把群体系统心理依据扭转至“中正”的状态。这就是一个被

隐蔽存在的体系所赋予的力量——隐蔽存在的礼乐框架精神体系

（下篇详细论述）。表象上看，被一个群体遵循的一致性体系称之

为信仰之“教、派”。其实，这只能是对显像信仰体系的表述，

或者说是对宗教信仰的表述。那个隐蔽在人文生活面的“一致性

的系统心理依据”体系却未加定义。这就是“未冕之神”隐蔽而

真实的存在。在宗教失去救赎解释的时候及历代“人文天道”崩

溃的时代，“未冕之神”承担起了人类救赎的作用。儒家，正是

以此为根基而进化的人文“一致性的系统心理依据”。儒家由于

这种进化，虽然根基于此，却是超脱于此根基的显性人文。正因

为此，儒家同时具备了宗教的救赎精神，故有“儒教”之称。儒

家具有的这种双重性属性是绝无仅有的。但是，仅仅一个形而上

的理论体系是不足以完成人文意义的使命。一是因为儒家的“一

致性的系统心理依据”体系的构建是围绕“天道与人文对接后的

‘元道’”（后面阐述）为主干而生发的形而上体系。这“元道”

的客观性精神却在《易经》里一直被传承着。这也是儒家与道家

在华夏文明历史本位地位上的角逐胜出的原因。二是因为在儒家

与道家的角逐中，其实质是一个附庸角色的角逐。因为真正主

宰华夏文明一贯性的主干人文是“元道”以来的“礼乐框架”文

化。中国周代的形而上是道家文化。道家同样附庸了“礼乐”的

体系框架，却在最终的角逐中于汉代一锤定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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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论“道”之生发精神

在论及儒家之前，先来说说“道”的生发精神，这是一个解

构人类文明的超级大工具。这个工具可以把人类文明演变的规律

很清晰地分解出来，也可以把握区域、民族、时代等各种差异化

演变的脉络。这是个大同的时代。我们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知道时

代的趋势，并且掌握这种趋势下的关键问题，才能更好地解决更

多的人文矛盾及冲突。

这个时代是个中国整体觉醒的时代。“觉醒”这个词很有意

思，这个词还有憋屈的意味。我在宋庄将近 3 年，感受艺术家尤

其是当代艺术家在表达中国传统文化时的语言和语境上常用的

三个元素 ：道、空、无。比如 ：无常之常、无形之形、无象之

象、大道微言等等不一而足。这是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先用

道德经的话来说明“觉醒”的憋屈吧，道德经上说 ：无名万物

之始，有名万物之母。当我们觉醒的时候，体悟着道的本源——

即“无”，却孕育着万物。但是，孕育（觉醒）时间太长，或者

就一直停留在觉醒层面，那么就是“憋屈”了。“无”的孕育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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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是道的本源状态，是孕育生发的临界状态。这种生发之前的道

的表述其实是为了强调后一句“有名万物之母”。道家用“无名

万物之始”作为形而上“道”的本源阐述，而用“有名万物之

母”作为形而下“器”的阐述。如若一直停留在形而上本源上的

探究，那么生发之始何其远矣！这种困局其实不是中国文化的弊

端，而是当代人对儒、释、道文化承载上认识的误区，也是对

“道”与“器”转化思维的固化结果。“道”与“器”的关系像是

母子关系，子可以成母，母亦为子的双重角色转换思维，可以不

断传达繁衍深化，可以不断实现“道心惟微”的具象表达。这就

是“道”的生发不息的精神。

本文提出“道”的生发精神旨在思考中国“道”本源思想

与当代文化、艺术结合的创新思维 ；要找出可变与不可变的思

维脉络 ；突破本源“无”的体悟而进入到“始”的有为之行动

中去。“道”既是道家的“无”，亦是释氏之“空”，也是儒家的

“中庸”。元“道”本源是形而上的“道”，那么儒、释、道却是

形而下之“器”了。横向比较诸子百家及中西文化之别，皆源于

“器”之变也 ；纵向比较古今中外文明之别亦是源于“器”之变。

这种“道”与“器”的转变思维令人紊乱。我们来把“道”重新

梳理一遍，看能不能清晰点。

我们把生发临界之前的“道”称为“元道”，“元道”是不易

的“无”，孕育着“有”。这是世界语言相通而不可言说的本源之

“道”，那是意识、是灵、是蓬勃的生命力 ；是天地之规律 ；是万

物生发的源泉 ；更是人类文明不断探索求证的宇宙始末。

我们把生发之后的文明之“道”称为“中道”，“中道”亦

道亦器，上承“元道”，下启“器道”。是简易的“始”，生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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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这是世界文明分出殊途之因。包括各国政治、经济、哲

学、民俗、文学、宗教等等之区别。这是生发之后对“元道”的

不同阐述途径的差异。

再把生发之后的“象”称之为“器道”。“象”与“体”不

同，“象”包含了对“元道”和“中道”的承载。而“体”却是

纯粹意义上的“器”。认清这一点，是当代艺术表现的重要节点。

所以称其为“器道”，而非“器”也。具体而言就是人们的生活

方式上的表现形式的差别，如餐饮、娱乐、服装、家具、建筑、

艺术品、称呼、礼仪等等。“器道”用艺术的语言解释就是 ：艺

术无国界是指承载了“元道”的相通性 ；不同流派及中西之别是

承载了“中道”之表达途径差异。从而通过“艺术作品”表达出

来的“器道”之“象”。

说到这里，应该比较清晰的知道从何入手思考关于中西融

合的问题了。先形成当代“简易”之“中道”，而后促进“变易”

之“器道”发展。这也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必修课题。我们面对传

统和中西之争的时候，究竟该坚守什么？简易什么？变易什么？

这是求变创新之士迫切需要清楚面对的课题。

这是从人类人文的大格局区分“道”的层级。其实，元道、

中道、器道都是合而为一的世间表象，却又独立于作用存在。

《易经·系辞》曰 ：“形而上谓之道，形而下谓之器”。道是

理论层面的，然后到了执行层面，就叫着“器道”。拿喝茶来说，

“水”是元道，把水比喻成元道，中道是什么呢？是茶水，器道

是什么呢？是茶具。光理解元道、器道是不行的，最有意思的

是谓之中道的东西即茶水。中道，亦道亦器，它上承载了“水”，

下延伸了茶具，那我们就知道，从几千年以来，它都有一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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