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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绪

一、"文化"诠释

{一) "文化"是中国语言系统中古E有之前南汇

在《易经》、《礼记》、《说文解字上《庄子》、《黄帝内经》等书中均有玲"文"与"化"这两个

字的记载。"文

担"文"与"化"合成整t谓司，则始子西汉时期 C 被誉为"中国吕录学之父"的对自著《说

苑}"文化不改，然后加珠即捂不好好实仔文化，就要受惩罚。可见，这里的"文化"是质

朴与野蛮的对比，含有专注精禅领域"文治教化"之意。

在古代，中丹关于文化的藏念不太相词。在拉丁语、希腊语、古英文、古法文中，文化

是动司，含有栽培、种植、居住、练习之意。当代，中夕阳才文化比较趋于一致的认识，即人类

的衣食住有、社会生活、科学技术、思悲观念，统统属于文化之列。文化是人、自然和社会

全部复杂关系的总和。简言之，文化就是人类对精神产品、物质产品创造的一个综合性精

神产品的结晶。

:二}广义立住与狭义文化

广义文化其温盖面非常广，也称"大文化它含表层的物态文化、中层的制度文化、深

层的现念文化。

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中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学

灯}， 1922 年 12 月 9 吕)。这"共鱼"包括诸多领域:

认识方面的(语文、哲学、科学、教育) ; 

规革方面的(道德、法律、信停) ; 

艺术方面的(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或副h

器周方面的〈生产工具、日用器盟、制造技术) ; 

社会方面的(制度、组织、风倍习惯)。

西对如此庞杂的认识对象，人们必然要将文化的结构加以都析研究，这就产生了狭义

文化〈又叫"小文化")0 狭义文化是专注于精神创造的活动及其结果(也叫观念文住) ，是

人类在精神偌造活动中长黯积淀商彭或的，如:社会心理、街值体系、思维方式、人伦观念、

审美情趣、文学艺术、宗教哲学、民俗学等。

本课是肯定大文先攘念，但以小文化为论述范围。同时，在研究人类的精神能造时，

不能忽略物质创造活动的基础意义和其决定作期。总之，不能把大文化与小文化割裂，这

是历史唯物主义文化现与方法论的一个基本要求。

二、本课开设缘起

{一}欧满人最早开始了对文化的需索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现实存在，和人类本身具有同样吉老的历史，部:有了人类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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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文化。

但是，文化作为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宽广"的多维概念，成为众多学科探索研究、阐述

发挥、百家争鸣的对象，却是近一个世纪以来由欧洲人开端的。

经历了文艺复兴以来，多次反封建的思想解放运动，人们认识到风俗、信仰、社会形

态，乃至语言，不再是中世纪神学所宣传的"凝固不变而是一个历史性的动态过程。

1492 年地理大发现而兴起的海外探险、殖民活动，使欧洲人发现:不同地域、不同国度、不

同民族，他们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语言文字是大不相同的，人类文化纷繁斑驳，既有共

时性，又有多样性。文化在时间上的流变和空间上的差异，引起了思想家的浓厚兴趣。再

加上英国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突飞猛进的发展，带来研究手段和研究条件极大的改善，以及

社会进步的大趋势对精神养料的迫切需求。以上这些，都促成专业化的文化研究取得长

足进步。

(二)当今人们共识"人创造了文化，文化也创造了人"

为什么这样说?譬如一块天然的岩石，不具备文化意蕴，经过人工打磨后，便注入了

人的价值观念和劳动技能，使其改变成人所需之物，从而进入"文化"范畴。而人在打磨各

种器物过程中，也使人本身的知识水平和技能得到提高，同样也进入"文化"范畴。因此，

文化的实质性含义是"人化"或"人类化"。这一过程的成果体现，既反映自然界的不断改

观，也反映人类个体、群体的素质不断提高和完善。人所共识:凡是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

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所创育、化生成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过程，都是文化。

三、中华文化与中华文化精神

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早已经能够离开地球，从太空观察人类自己的生存空间了。尤

其是 2003 年，中国"神舟五号"载人上天!在这浑然的星体上，在亚洲的东部，白雪皑皑的

喜马拉雅山，大精刷的山县耸入云的祁连山，还有那雪峰与深谷交错的横断山脉，

它们环绕的这片高原，就是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队青藏高原到太平洋的巨大

跨度上，分布着大大小小几千条江河，它们的大致走向是自西向东奔流人海。长江、黄河

宛如两条主动脉流贯中华大地。

伟大的中华民族，背靠"世界屋脊自西向东俯视着浩瀚的太平洋。中华文明就是从

这里崛起的。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形成本民族的传统。没有哪个民族不

热爱自己文化的精华，并为之自豪的。中华儿女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天之涯、海之角，都

不会忘记自己家乡的山水、四合院、竹篱笆、酒、歌、乡音、乡情…

是什么把全世界的中华儿女联结在一起?回答只有一句，是中华文化。那元宵节的

彩灯，端午节的龙舟，中秋节的月饼，重阳节的登高(糕) ，阴历年大门上贴的红纸黑字春

联;那成双的"器"字，倒贴的福字;那前额突起的老寿星;那"大珠小珠落玉盘"似的琵琶弹

奏;那戏台上的脸谱;还有当今回归的唐装热与中国结……所有这一切都唤起游子们浓郁

的乡愁与乡思，魂牵梦绕的中华情!这就是中华文化的魅力!

博大精深、历史悠久的中华文化，具有比血缘更强的凝聚力，把全世界中华儿女的心

联结在一起。当今海外华侨逾 5000 万，为了不忘祖国，侨胞们在海外自筹资金建侨校

3600 多所，建中文学校 800 多所，还建有侨报与侨文播音电台。每个炎黄子孙都生活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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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中。文化环境对人的影响往往更大、更深远，我们从出生的那

一天起，就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当我们喊出第一声"爸爸"、"妈妈"的时候，当我们学会称

呼自己姓名的时候，当我们第一次拿起筷子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参与了自己民族的文

化行为，不管愿不愿意承认，也不管是不是喜欢，我们每个中国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的文

化传统之中，并以自己的言论和行为，显示着这个传统的特色。

中华文化和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一样，既有精华也有糟柏，弘扬传统文化是要取其精

华，弃其糟柏。那么，从总体来看，中华文化的精神有哪些精华呢?

(一}申华文化包含着强烈的人文精棉

中华文化就其主流而言将人置于中心地位"。史书记载最晚从周朝开始， <尚书》

(即上古的历史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传说孔子厘定的《尚书》共有 100

篇)里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昕自我民昕"(意思是连上天也要顺从

人民的视听，来决定其好恶取舍) 0 <左传》里说夫民，神之主也(意思是应该先办好人的

事，然后再致力于神的事 )0"

将人置于中心地位，为万物之灵，还表现在中国虽然也有宗教、神学(道教) ，但宗教、

神学没有取得元上权威的地位。中国没有全民信教(国教) ，没有教皇，更没有宗教裁判

所。不像欧洲，人人生下来就是教徒，一旦被教会驱逐，就等于开除国籍，没有祖国，流浪

他乡。中国的文学艺术虽然和宗教有关，但宗教的题材远不如欧洲那么盛行和重要。欧

洲中世纪的文学(<神曲》、《十日谈>)、艺术(绘画)、建筑(如意大利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

法国的圣丹尼教堂、巴黎圣母院、兰斯大教堂，英国的坎特伯雷教堂，德国的科隆大教堂)

都有浓郁的宗教特色。

以人为中心还表现在中华文化所崇拜的是祖先，注重的是祭祖，崇拜那些为民族发展

做出非凡贡献的人。如教育界的孔子、水利界的李冰父子、建筑界的鲁班、医学界的华伦、均

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清官包拯、仗义者关羽、文财神比干等，这些人物被中华民族所崇仰气了/

和怀念，在全国甚至在海外许多地方都有祭祀他们的庙宇或祠堂，但他们统统都是人，而

不是神。所以，中华文化是以人为中心、为主体的文化，是以人伦为核心的文化，人和人的

关系，远比人和神的关系重要。

中国的人文精神还有一层含义，那就是重视人的节操和修养。人和禽兽的一个重要区

别就是人有道德(可称为道德意识或人格意识)。孔子说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

"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饭疏食饮水，由脏而枕之，乐亦在其水矣!不义而富且贵，于

我如浮云"(<论语·述而>)。孟子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时(<孟子·滕文台
下>)。马丽谱和雨王副主否更重要:在古代，道德和智能都完善的人，就是圣贤，
孔子被称为"孔圣人孔子的 3000 弟子中，有 12 位最好，被称为"七十二贤人"。

中华文化对如何能成为圣贤，有独到的认识:认为圣贤并非天生，只要认真刻苦修养，

"人皆可以为尧舜"(<孟子>)。苏轼认为..古之立大事者，不唯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

拔之志还认为修身离不开社会实践，甚至需要各种苦难和逆境的磨炼，认为能够承担重

任的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孟子>);古人还认为修身离不

开自我反省，孔子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就是说，看到贤人就要 ( 

想如何学习达到他的境地;看到不贤的人，就要反省自己是否有同样缺点。孔子的学生曾[ v16 J 

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仅论语学而>)写是自我反省的典范。刘少奇同志曾在供产年五〉
\L-/.~t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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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养》一书里的?要求每个共产党员要学习曾子"吾日三省吾身"的精神。 21 世纪中央提出:

‘三个代表、实在基层就是要求每个人从我做起，严格自律，再配合监督的他律。如果

λ人按"正人先正己情训去正己，这不仅是修养自身，也是对社会负责，社会的道德环境
也就完善了。

立志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工作随着志向走J成绩随着工作来，这是一定的规律。"立

志、工作、成功"是人类活动的三大要素，信念影响着人的一生走向，人生信念不是虚无嫖

珊的，它将与我们真心到永远!这种"人人都可以成为圣贤"的信念，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光

辉，任何人只要你立下志向，都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我们的太空英雄杨利伟小学时看了

电影《林则徐>.就对小伙伴说我长大也要像林则徐一样，做一个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人。"

从小立下的宏愿，经过努力，终于实现!就是当代最好的实例。

{二)中华文化是尚群、乐群的文化

尚群就是崇尚群体利益，尚群是中华民族的价值观。这与现代西方只顾个人价值是

截然不同的。尚群小到家庭，中到工作所在的单位、居住所在的地区，大到国家与民族，这

些都是群，个体是小我，群体才是大我，群就是公。

《礼记》中说天下为公。"

孔子说君子贵人而贱己，先人而后己({论语>)0"

苏辙说不以私爱害公义。"

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 0" 

这种先公后私对群体负责的精神，在我国文学作品里表现也很多:

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鲁迅在《自题小像》里说我以我血溅轩辑。"

还有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女，其美被历代文人描述成:天生丽质、如花似玉、沉鱼落

雁、羞花闭月、天香国色、倾国倾城……其实她们的容貌再美也莫过于她们震撼人心的悲

壮人生!

1.西施。她忍辱负重，牺牲和范蠢(音"梨"。意:→为河北省一县名;一为用贝壳做

的瓢)的真挚爱情，身卧吴国的"娃宫备受煎熬，终于里应外合，实践了越王勾践光复祖

国的宏图大略(这也是越王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的故事)。

2. 招蝉。 16 岁的她得知董卓乱政，吕布助纣为虐，国家危急，她忧国忧民，挺身而出，

牺牲自己的贞操，先事董卓，后嫁吕布，最后用连环计杀死董卓，为民除害。

3. 王昭君。更是有胆有识，一身正气，面对毛延寿的勒索和威吓，毫不示弱，当面把

一件件珠宝玉器毁坏，宁愿自己落入冷宫，也不屈服权贵。当边境安宁所需时，公元前 33

年，她又主动出塞与呼韩邪单于和亲，使边塞从此无狼烟，使匈奴和北方各族人民都过上

安居日子，为改善和发展匈汉友好关系做出了杰出贡献。昭君出塞，成为中华民族发展史

上的重要历史事件和崭新的里程碑。 2000 多年来，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在华夏大地世代

传颂。在对王昭君的事迹、人格魅力以及历代形成的大量文学艺术作品研讨的基础上，形

成了以民族团结为精神核心的昭君文化。 20 世纪 60 年代，著名历史学家菌伯赞写的《内

蒙访古》文中说在大青山脚下，只有一个古迹是永远不会废弃的，那就是被称为青泵的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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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墓。因为在内蒙古人民心中，王昭君已经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象征，一个民族友好的

象征;昭君墓也不是一个坟墓，而是一座民族友好的历史纪念塔。"据呼和浩特市昭君文化研

究会统计:古往今来写过五昭君事迹的比较著名的作者有近 500 人;反映昭君的诗歌有 700

余首;描写昭君的小说、民间故事有近 40 种;记载和评论昭君事迹的历史著作有 300 多种。

缅怀和歌颂昭君的名人，古代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庚信、李商隐、蔡邑、王安石、欧阳修、

耶律楚材、马致远等;现代有董必武、郭沫若、曹属、田汉、离伯赞、费孝通、老舍、藏克家等。

以上这些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都是罕见的。

20 世纪 50 年代，周恩来总理曾以呼和浩特生产的"昭君黄酒"宴请中外宾客，希望中

国出现更多的"当代昭君"。如今昭君"可谓遍布青城街头:呼和浩特最早的涉外酒店叫

"昭君大酒店门呼和浩特卷烟厂生产"昭君香烟内蒙古的马头琴风靡国内外，最好的中

音马头琴也叫"昭君内蒙古最早的高档公寓叫"昭君花园气冬天出门，要穿件"兆君(注:

用其谐音)羊绒衫"……昭君文化在建设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找到了新的载体，昭君文化催

生出企业文化一一穿过时空隧道，透过历史烟尘，我们看到 2000 多年前"和亲"的历史价值。

4. 杨玉环。她不拘泥历史，冲破封建礼教，与唐玄宗"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

理枝共同谱写了一曲民女与帝王心心相印的爱情之歌。为此白居易作《长恨歌》、洪异

写《长生殿~，颂扬这一人间少有的真挚感情。

事实上，中国历史上的四大美女，正是把个人的荣辱和幸福，同当时国家前途、民族命

运紧紧联结在一起，她们的壮丽人生才真正放射出奇异光彩。 2002 年，上海歌舞剧团以

四大美女的真实故事，推出《倾国倾城》舞剧，以配合对全民的爱国主义教育。

从古至今，多少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以他们的行为，

弘扬了这一"尚群"的精神。正是我们伟大的民族，正是我们古老而灿烂的文化，哺育了许

多优秀的中华儿女。早在 1981 年 3 月 19 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爱国主义是建

设社会主义的巨大精神力量》中，列举了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代表人物共

82 人(有林则徐、邓世昌、孙中山，还有中国共产党 80 多年光辉历史上的许多优秀人杰)。

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这些爱国者!

中国有句古语"敬业乐群 o 乐群"这两个字，很能代表中华文化的特点。即:以众人

群处为乐事，以合群为美德，以顾全大局为优点。苟子提出群居合一之道"作为人类生

活的基本准则，他认为，一个人能从事有秩序的伦理生活，才能驾驭自然物。可见，中国人

早就从实践中懂得群体的力量。

个人只有集合成群才能生存，才能得到充分发挥。诸如:我们的导弹上天，一台好戏

的上演，奥运会和世博会申办成功，评比"五好"家庭、文明社区、先进单位……都是群居合

一之道。每当春节联欢会、平日各种联谊会、同乡会、校友会，还有那 2001 年的"大运会

其壮观动人的开幕式、闭幕式，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一次大运会，这些都是中国传统的"乐

群"之道、群策、群力、群智的结果。

(三)中华文化注重整体思维

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性质、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规律，部分只是整体中的一部

分，任何一部分都反映整体。如，中医将人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虽然是局部的病症，却着

眼全身治疗，让阴阳平衡。中国的艺术创作、艺术欣赏，也是注重整体的把握，常言:胸有

成竹，即指画竹之前，要有成竹在胸。所谓"神韵"、"格调"等，都是文艺作品给予欣赏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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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感受。唐代诗人王昌龄说登高之远，下临万象。"正是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重

整体，重综合，强调高和远。

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分析的方法在西方发展起来了。分析的方法，要求把事物

分割成尽可能小的部分，分别加以考察。分析方法的发展以及学科分工的细密，曾经促使

科学的长足进步，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进步。但有时分工过细，以致互相割裂，只见树

木不见森林，未必能发现事物的深层规律。因此，有时候倒需要中国式的"从总体上把

握这样才能更准确。随着科学的进一步发展，边缘学科、交叉学科越来越受到重视。西

方科学家和哲学家们，也越来越感觉到整体思维的重要。中华文化注重整体思维的特点，

就更引起世人注目了 O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灿烂辉煌，曾居世界领先地位，这与中国人民的勤劳智慧有很大关

系，也是与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方式密不可分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是研究中国科技史的权

威，他十分推崇中国古代哲学所使用的"通体相关"的思维方式，特别强调从战国的庄子一

直到宋代的朱嘉等人的贡献。他认为"最现代化的欧洲的自然科学理论基础，应该归功于

庄子、朱嘉等人，他们当时的认识，要比世人至今所认识到的更多"({中国科技史>)。

中华文化要发挥原有的整体思维的优势，在此基础上，学习西方文化善于分析的长处，

将中西思维方式贯通融合，必定能使中华文化更迅速地发展，为世界文化掀开新的一页。

(四)中华文化是自强不息叉开肢兼窑的文化

中国人的人生准则遵《周易》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天道是刚健的，

君子当效法天道，也应以刚健有为，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只有刚健自强，奋发有为，才能

生存和发展。中华文化延续了几千年，从来也没有中断，靠的就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中华民族延续了几千年不可征服，靠的也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唯有不断地自强，才能

永久地自主，才有生命力与创造力。然而自强，并不是自我封闭 O

《易经》说地是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指的是，做人要同大地一样，有负载万物的宽

厚美德。

老子也说过容乃公。"即，能兼容才称得上是公，大公才能使天下归心。

中华儿女胸襟博大，敢于也乐于接受外来文化，吸取其中营养，使其变成自己文化的

一部分。如，佛学传入中国，与中国固有文化相结合，形成中国特有的禅学;唐代有许多从

日本和朝鲜半岛来留学的学生、僧侣和官员，其中李白与王维对日本诗人阿倍仲麻吕的友

谊至今感人;还有汉、宋时期的陆上与海上丝绸之路;明末清初时期，西方传教士利玛窦、

汤若望、卫匡国、马国贤及画家郎世宁、王致诚、艾启豪、贺清泰等，在中国所受到的礼遇;

在清代皇帝的最大宫苑圆明园中，竟然还有"西洋楼"这样的外国式建筑!鲁迅称赞中国

人"闵放就是说明中华文化像大海一样汇纳百川有容乃大充分表明了中国人对自

己文化的自信和对外国文化的尊重。

但中华文化的主干精神是平和文化，它强烈影响着中华文化的走向。

四、和合文化与 21 世纪的和睦共进

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劳动、智慧的结晶;是构成一个民族自身特色的重要内容;是维

系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独具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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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文化，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早在

3000 多年前，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其初义，是上下唇合拢、结合，使声音相应

和谐，后发展为平和、祥和、合作、合好。西周时期，周太史(官名)史伯(人名)提出和实

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怎样才能"和实生物"? <周易·系辞传》有解释天地细

组(音‘因晕意为新旧混合) ，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先哲更是经常运用"和"的概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

想和文化理念:

管子提出"畜之以道，则民和。"

老子提出知和日常，知常日明。"

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

苟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

王充《论衡·自然》中说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

春秋时期"和合"二字相连并举，构成和合范畴。《国语·郑语》讲商契能和合五教

(注:五教指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 ，以保于百姓者也。"就是说，契把有差别的人伦

道德加以规定，而达到和合，使百姓能安身立命。

中国古人的"近取诸身，以类万物"之情，于是由己及人，由人及物，天地细组和合气，

便产生万物。这就是"冲突一融合 和合体

学的中国文化与经济发展研究所所长张立文博导，根据时代发展，首先提出:和合是人世

间的现象，成为"和合学"研究的主题和合学应作为化解人类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的武

器")的主旨是生生不息。和合文化就是生生文化。但"和"不是盲从附和，不是不分是非，

不是无原则的苟同，而是"和而不同"。"和"的思想，是必须掌握事物的"度"。

中国古代的"贵和"思想，往往是和"尚中"之义联系在一起的。《中庸》说喜怒哀乐

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者。致中

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就是说，达到中和状态，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便各安其位、各得

其所了。既然和谐是最好的秩序和状态，是最高的理想追求，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和"的

理想呢? <中庸~"致中和"认为根本的途径，在于保持"中"道。"中指事物的"度即不

偏不倚，既不过度，也不要不及。此外中"也指对待事物的态度，既不"狂也不"猖"(音

"倦意为心胸狭窄) 0 凡事叩其两端而取中，便是"和"的保证。总之，以中为度，中即是

和持中"就能"和过犹则不及"。

以上这些倡导"和"的思想，强调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构成的统一

整体。在这个统一体中，不同方面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相异相合，相反相成。由于"和"的

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规律，因而它能够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而

不断丰富其内容。现在，我们所说的"和包括了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

义，蕴涵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

"和"的思想作为中华民族普遍具有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对中国人民的生活、工作、

交往、处世、乃至内政和外交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影响，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

{一)历史上北京城市的规划建设是以景山为中轴线的对称设计

其中天坛的重点造型祈年殿，外观呈圆形:圆的地基，圆的屋顶，连四周广场也是圆

的。这说明以农耕经济为主的古代人民，己认识到大自然不可抗拒的规律，为求得生存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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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把祭祀天地的物体，建成浑圆形状，以表示人与天地 、人与自然的一种协调、和睦的关

系 。 又如故宫，不仅布局结构对称和谐，而且三个大殿都带有"和"字(太和、中和、保和)，

《易传》高度赞美并极力提倡和谐思想，提出了"太和"的观念太和"即至高无上的和谐，

是最好的和谐状态，所以故宫里的太和殿最为辉煌宏大 。

天坛祈年殿

欧洲的建筑，尤其是教堂，多为尖顶，犹如一把利剑直刺天空 ，这恰恰是西方"征争文

化"的象征 。 征争文化强调的是征服自然，改造自然 。 而与之截然相反的中国和合文化，

是反对把天与人割裂、对立，主张"天人协调、天人合一"。 正因此，中国的很多寺庙都是顺

山势走向而建，绵延起伏的长城建筑也是如此，就是怕伤了山的"脉气"。

英国 1440 年建造的伊顿公学(学校有教堂、修道院辅助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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