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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众所周知，道德作为维系社会正常生活的纽带，总是与政治问题密不可分，成为政治文化的主要
内容。
其突出表现则是&ldquo;德政&rdquo;思想，即强调道德感化作用和身教作用，不仅把道德实现视为人
生实现的最真实内容，又是政治上的最终目标，同时把道德的社会政治的实现视为理想的社会形态。
伦理－政治型文化观认为，道德人格在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有一种无形然而却是强大的影响力，道
德威力是一种比法律更为重要、更为有效的统治手段。
孔子说的&ldquo;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rdquo;，点明
的就是此种&ldquo;德治主义&rdquo;的精义。
封建统治者主要用伦理训条，而非法律精神治理国事；每个人首先考虑的不是遵从国家法治，而是如
何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履行伦理义务。
中国传统文化以德立言，提出&ldquo;内省&rdquo;、&ldquo;慎独&rdquo;等系统的道德修养理论，作为
个体自我修养的原则。
&ldquo;修身&rdquo;是中心环节，&ldquo;格物、致知、正心、诚意&rdquo;是修身的内容，而&ldquo;
齐家、治国、平天下&rdquo;乃是在修身基础上&ldquo;明明德&rdquo;的三个扩展步骤，即所谓以内圣
求外王，提倡立德、立功、立言等。
至于中国历代名贤则是以自己的实践，正面强化了&ldquo;立德、立功、立言&rdquo;的思想，引导人
们以求善名为立身行事的重要目标。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伦理政治型文化，对维护专制王权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受到统治阶级的格外
推崇。
因此它很难摆脱保守主义的局限，在封建社会条件下，也难以突破宗亲血缘关系而最终趋向人的独立
价值存在和自主人格的人学本体层次。
它在维护既定社会结构的稳定和人伦关系和谐的同时，也失却了改造现实、引导人们进取开拓的超越
目的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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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是全国师范院校历史专业系列教材之一。
编者在吸收近年采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等各个学科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物
态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思想文化四个方面入手，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全面而简明的介绍。
主要包括中国古代哲学、宗教、科技、文学、史学、艺术以及社会心理、民间风俗等方面的基础知识
和基础理论。
有助于学生通过认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
豪感。
《中国传统文化概论》主要适于师范院校历史专业专本科教学使用，也可作为大专层次文化素质教育
方面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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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经今古文学之争秦始皇焚书坑儒之后，儒家五经的传授全靠记诵，在师徒之间一代代口耳相
传，由汉朝人用当时通行的文字&ldquo;隶书&rdquo;记录成书的，所以称为今文经，训解、研究今文
经的学问称为今文经学。
汉武帝所尊崇的儒学，就是今文经学派。
在今文经学流传和发展的同时，又有一些古本经典陆续被发掘出来。
汉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从孔子宅壁中发现《尚书》、《礼记》、《孝经》和《论语》等古籍，都是
用先秦六国的古文字写成的，所以被称为古文经。
训解、研究古文经的学问称为古文经学。
汉武帝以后，在政治、思想、文化领域都成为儒家经学的一统天下，但是，在经学内部，却因学术派
别不一致，而爆发了经今古文学之争。
经今古文学之争，不仅仅是书写文字和读法问题，而是随着经师源流不同，传授的方法和对经义的解
释也不相同，因此，逐渐形成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和政治派别。
经今文学派在封建统治集团的扶植下，认为孔子是政治家、教育家，尊孔子为有帝王之德而无帝王之
位的&ldquo;素王&rdquo;，视孔子删定的&ldquo;六经&rdquo;是治国之道，所以特别强调阐发六经经文
的&ldquo;微言大义&rdquo;以治国安邦；他们对儒家经典任意发挥，以专讲《春秋公羊传》为学说的
核心，以迎合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
而经古文学派则把孔子看成是史学家，尊孔子为先师，六经是古代的历史资料；他们以记载古代礼仪
的《周礼》为学说的核心，按字义解释经文，训古简明，不凭空臆造，不用阴阳五行的天变灾异之说
，从实际上阐明儒家的道理，学风较为朴实。
西汉时期的经今古文学之争，是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的一种表现形式。
但是，由于双方在争论过程中互相辩难，因此，在客观上对学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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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其他版本请见：《中国传统文化概论（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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