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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人有文化，并能以文化"化"人。

文化的本质是人化，文化的功用是先人。人化与化人相互作蹄，

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教育作为一种文化，它的本质也是人

化，它的功用也是化人。教育用什么文化化人，怎样化人，直接决

定着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现在，对学生增如传统文化的教育，显得尤其重要。任何文

化，都可分为本体与现象，也部"体"与"用"两个方面。前者是文

化的隐型层面，后者是文化的显型层面;前者是文化的形而上的

"道"，后者是文化的形丽下始"器"。"道"强揭精神上的超越，

"器"强谓现实中的实用"道"着眼于"终极"，"器"踵时"流变"。

20 世纪以来，由于我们对传统文化中的"道"与"器"未能更好

地作出区分，误把要JL也当做洗澡水倒掉，所以造成了文化上无

所适从的局面。 20 世纪文化界普遍的"失语危机"和信仰危机，就

主要是由此丽造成的。

20 世纪是人类的科学技术出量变到质变飞速发展的一个世

纪。由科学技术所形成的科学主义的哲学思潮是很容易解构信

仰的。于是在 20 世纪出现了如爱因斯坦在《科学的共同语言》中

所说的局面"手段的完善和吕标拍摄乱似乎是一一照我的见

解一一我们这时代的特征。"

随着交通通讯的发震，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地球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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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成，世界共同的文化正在创造中。但未来的世界文化就不是西

方文化，也不是东方文化，而是这两大类文化各吉为本位，丽以对

方为参照系，进行异同调适的结果。

要克服失语的危机，避免目标的混乱，要创造1lì界共同的文

化，就必须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学习。而要加强传统文化的学习，

一要充分认识学习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二要理解什么是传统文

化。明白了这两点，就知道为什么要学，以及怎样学，从而使学习

更加自觉和主动。

每一个人都既是一种个别的存在，又是历史链条中的一环。

因顶在人身上，既存在着个别性、偶然性，又存在着普遍性、必然

性 s既是现实的、短暂的，又是历史的、永垣的。人类的普遍性、必

然性、历史性、永恒性怎样在个人的个射性、偶然性、现实性、短暂

住上钵现出来?是靠着遗传。一代一代的人，在他们的实践中不

新地丰富着、发展着、进化着、完善着，形成了他们特殊的人生。

那些普遍的特殊，经过一代一代人的强化，就会引起某种生理的，

特别是大脑的变化。或者是正加强，或者是负削弱，久而久之，就

会作为一种遗传，在下一代人身上表现和巩固下来，于是就有了

人一代一代的进化，这进化就是历史的传承。人的遗传是不自觉

的，也是没有具体内容的，用荣格的理论来说，那只是一种无意识

的原型。这是人类进化的精华，就是靠着它，人类才得以不断进

化，不断发展，不断完善。

文化也是这样，不同的时代，人们创造着不同的文化。但一

切文化创造都不是从零开始，都必须在前人文化创造的基础上，

结合对代的特点和需要进行创造。前者是基醋，后者是主导。文

化的创造是自觉的，现实的需要是分层次和多方面的。任何时代

的思想，主流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但文化创造，除了意识、主流

思想的规落井，潜意识也在暗中影响着文化的创造，非主流思想

也要顽强地表现自己 e 这就使得每一个时代的文化创造呈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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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复杂的状态与意义=主流与边缘、积接与消极、健康与病态、人

性与反人性、进步与落后、共性与个性、永捏与短暂等不同的价值

意义。一时胜负在于力，在于流行 F千古胜负在于理，在于大浪淘

沙之后的积淀。

人的生物性生命的延续主要靠生殖和遗传，商人的文化的传

递则主要靠教育。前者主要是本能的作用，后者则主要是有意识

的解释活动。社会的人主要是历史文化形成的，历史文化在理解

中生成了现实的人，历史文化和班实文化在噩解中又决定着人的

未来 a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雅黯员东斯在《人的历史》中才说"对

我幻的自我认识来说，没有任何现实比历史更为重要的了。它向

我知显示人类最广阔的天地，给我们带来生活所舷据的传统的内

容，指点我们用什么标准衡量现垂，解除我幻受自己时代所部予

的意识的束缚，教导我们要从人的最崇高的潜力和不朽的创造力

来看待人二'人永远属于历史，在历史的前提下存在，在历史的前

提下发展。历史是人的根源，也是文化、教育的提摞。

历史文化都是有后效的，这后效有离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它

要影响未来 s二是它不是直接地影响未来，而是在人的程实理解

中，在人的反思中对未来产生影确的。传统文化的后效不是被简

单接绵的，雨是被创造的。传统文化如何被理解，如何被创造，直

接决定着它始后效性。

是从显型层面，还是从隐型层面，是从经验的政治意识形态

视角，还是从超验的精神生活的视角来解释传统文化，传统文化

便会呈班不同的价值意义。 20 世纪以来，我们多从显型的、经验

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层面和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传统文化，国商更多

地看到j了它的消极和落后前一苗。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由于东

西方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我的的视野广酶了，思维和方法更新了，

加上现实生存境况的触动和启发，我们就不但从显型和意识形态

方面去认识传统文化，而且更从隐望和超验的精神生活方面重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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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和理解传统文化，于是传统文化在新前视界融合中，生庭一

个薪的意义世界。这里最弱壶的是对老庄和禅宗文化的重辈革理

解和评价。过去我们主要是从经验的、意识影态的层面去理解和

评价，因而提判远多于肯定 z现在我们从超验船、精神生活的层噩

进行理解和评价，就从中发现了更多的积极因素，发现了许多的

远见卓识。

什么是传统文化?什么是文化传统?关键要正确理解"传

统掉二字。"传"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由一方交给另一方，或由上一

代交给下一代的有意识的活动，就是靠着传的活动，人类进化的、

创造的成果才得以延续、延伸或承袭。对文住来说"传"什么呢?

它要"传"的是"统"。"统知不是个别的东西，而是一种总括起来的

整体。对文化来说，它不是哪一家的思想，不是哪一部书，更不是

哪一句话，丽是某种文化的精神整体。精神整体是蕴涵在整个文

化中的，是文化中的深墨意蕴。它是文化中形而上的"道"。"道"

虽然存在于一切事物中，"目击道存'p，但"道"又是不可言说的，

"道可道，非常道"。它是"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只能在阐释

中不断生戚，而永远不会有一个吕定的答案。这样来看"传统"，

传统就不是死的，而是一种永远鲜活的存在，它在不断始创造中

永藻其美妙的青春。任何文化要想保持旺盛部健康的生命力，必

须让琉实与传统进行充分的不断的对话。只有使历史存活在现

实中，现实也存活在历史中，社会的发展才可能是良性的，才会少

一些曲折。

我们能地球分为东半球布西半球，它们是对立的，又是统一

和自一的。东西两半球特有的文化生态环境，孕育出了两大不同

类型的文化。这两大不同类型的文化，又是在各自内部不同的文

化生态环境中经过漫长的历史交施和融合逐渐形成的。最佳代

表西方文化特点和功能的是科学、民主和宗教，三者鼎足雨立，从

不同方面满足了西方人的不同需求。最能代表东方文化特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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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的是儒、道、释，兰者也是鼎足丽立，从不南方面满足了东方

人的不同需求。这两大文化是在各自的文化生态环境中强立发

展起来的，过去它们梧对互相封闭，近代以来开始交流、冲突和融

合。两种文化的特点和功能各不相同，各有优长劣短，就有对立

的一面，也有统一和同一的一面。个人与宇宙舵同一是人类追求

的最高成就和境界，东西方文化的同一也是人类追求的最高成就

和境界。如何民一呢?历史的经验是既不能东方化，也不能西方

化，也不应是"体"与"用"的关系，商应以各自的文化为本位，以对

方的文化为参照系，进有充分的异同调适。正确的文化建设必须

一方面是开放的，另一方面又要强调主体性，也那本位性。这是

人性生成的特点，自然也是文化发展的特点。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在春秩战国时费就基本影成了，它构成

了中国文化的本位和正文。它作为一个开放的系统，在后来揭发

展中，不断从别的文化，特到是佛教文化中摄取营养，这些营养又

不断构成对王文的新的注释，使中国文化的本位和正文不断丰

富、发展、成长、壮大 a 传统文化的本位和正文现在在东西方文化

交流的大背景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只要坚持本位

的立场和充分开放她态度，中国文化就一定能静得J1J更高水平的

发展。

文化、教育的发展永远都需要在现在、过去和未来的充分对

话、解释中进行，这既包括认识论层面的，也包括意义论层菌的。

充分地理解了过去和现在，也就能预蜒未来。离开了对传统文化

的充分理解，我们就既不能充分地认识现实，更不能清醒地对待

未来。当然现古易鉴今，现今也易鉴吉，离开了对现实的充分认

识，我们也无法充分地认识历史。二者之间是相互阁释的，有比

较才有鉴别，有鉴躬才有发展。我们应该这样来认识和对待传统

文化的教育。

《中国传统文化模要》是几位长期从事教学科研工作的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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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几年的辛勤劳作，精心结撰雨成的一部著作。他{口以东西方

文化为广阔背景，站在现代理论思维的高度上，对中国传统文化

的隐型崖苗和超越的精持意蕴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从传统文化中

发掘出了不少仍具生命力的，对未来具有无穷启示意义的价值。

读完这部著作，我深感受益良多。以上所写，算我的读后惑，或者

叫"悟语n也可。既是"悟语"，就难免带有个人的经验乃至思考、

误读，这是任何阅读都难以避免的。这部著作是作者们的正文，

这正文也是对传统文化正文的一种新的注释，无数的注释可以大

大丰富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是否正确地理解了传统文化不是

哪一个人的专利，而是无数注释、"捂语"所形成的合力。这样来

思考问题，便减轻了我写这篇序言的压力。

我总认为，高校教学与基础教育梧比，应该更注重科研，因为

高校从教育的层次上看，应该具有"研究院"的性质。高校只有将

教学与科研紧密结合在一起，充分实现教学科研化、科研教学化，

才能真正保证高校教学的质量，才能克服在试教育的弊端洒向素

质教育迈进。《中国传统文化摄要》是高校教学科研化、科研教学

化的有益的，也是比较成功的尝试。它不但对中文系的教学，丽

且对其他专业学生的传统文化教育，都将产生好的影响。希望这

样的工作能持续地开展下去，并发扬光大。

辑家才

2005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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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论

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是世界古代四大文明唯一存在的

实体，也只有中国文化保持了相对的连续性和旺盛的生命

力。吉老的中国文化，曾伴随我们民族跻身于世界强国的行

列，给我们民族以无比的自豪和自尊。然雨，也正是这古老

的中国文化，使我们民族一度遭遇到强的蹂藉，给我们民族

以难璀的屈辱和痛苦。吕前，站在世纪的交接点上，回眸民

族文化进程中的风风雨雨，我们试图厘清中雷传统文化挡得

失优劣，在弘扬民族钝秀文化传统的同时，摒除其糟粒，为

祖国的现代化建设扫路清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萌建设提供

借鉴。下面我们对本书相关的背景、基本概念、基本宗旨作

简单说费，且为绪论。

一、中厘传统文化研究的时代背景

(一〉文化发展的全球化趋势

今天我们处于崭新的时代，信患技术的高速发展一下子把

地球缩小成一个"村子飞从南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不论你愿不愿意，文化全球化已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

全球化成了新的世界话语。互联网作为全球信患高速公路的雏

形，已经从最初单纯的通讯与学术交流的技术手段和工具，演

变或为商贸、教育、文艺、科研、管理的技术手段和工具，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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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连接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种的人们的桥梁和枢纽。

它冲破了自主碍文化交疏的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藩篱和壁垒，使整

个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将本属于个别区域文化

的资源转变为全人类的共同的文化资嚣，使区域文化民强享性

转变为全球文化的共享牲，使文化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

广度向前发展。

另一方面，各昆族的文化部植根于本民族的土壤，具有自

己赣以生存的时空条件和革匮，有着自己的个性特征，不管是

经济全球化还是文化全球化，都不能理解成全球一体化和同E主

化。将文化全球化授为文化的一体化或同质化，会放练和鼓励

文化竞争中的弱肉强食，其结果就是默许或鼓励那些经济上和

文化传播上的弱势民族放弃自己具有特色的本土文化，出吕前

经济上和文化传播上处于强势地位的外来文化来吞并和同化自

己，最终导致世界文化园地中各民族多样性的文化桂一种统一

的文化历代替。真正意义的全球化是指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

呈现出的梧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交琉和融合的过程。全球

化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世界趋同，而只会出现各个民族和国家

在充分的交流、沟通、合作中不斯发展壮大。全球政治、经济

和文化在多样性中存在统一性，在统一姓中蕴含多样性。事实

上，吕前全世界还没有哪一种文化具有强大的力量来同化多样

性的全球文化。就吕前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来看，全球多元文

化并存的格局不会改变，郎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欧美文化极，

以中国和 5本文化为中 1[.- 的东亚文化援，以印度文化为中心的

南亚文化极，以伊斯兰文化为中心的中东与北非文化辑，其中

还没有哪一极能够统一全球各种文化。

中国的传统文化摞远流长，它是中华民族所创造的物质财

富和精神财富以及社会化行为的积洼，是中华民族认同的纽带

和精神的依存，是中华民族的本贯形成和展开的过程及其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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