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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原、阿拉善高原、内蒙古高原、鄂尔多斯高原、云贵高原等，还有低于海平面155米的吐鲁番艾
丁湖以及层出不穷的峻岭山梁、瀚海戈壁、丘陵、河谷、草地、绿洲等，地形极其复杂。
东部地区是中国台地的第三台阶，它除台湾岛以外，地势均在海拔200米以内，包括东北平原、黄淮海
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及江南的丘陵、盆地等。
总的来看，崇山、高原、大型内陆盆地多在西部，而丘陵、平原、山地多在东部，东南沿海则有宽阔
的大陆架，像一只巨型的手臂，缓缓地伸人海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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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为了维护统一国家和周天子的权威，孔子认为应从“正名”人手，使君臣父子各守本分，
不越位，不僭礼，不作非分之想。
为此，国家行政除“政”（政令）、“刑”（刑罚）外，还要借助于“德”（品德）、“礼”（礼制
）的力量，这比“政”、“刑”更重要。
他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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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说，政、刑能使人免于犯罪，却培养不起羞辱之心，只有用德、礼来引导，百姓才能产生羞辱
之心，而归安于本分。
这就是孔子的政治观。
 为了实现德治或礼治的社会，孔子提出“仁”的概念，并把它看作伦理道德的最高范畴。
在不同的场合，孔子对“仁”有不同的阐释，其基本定义有两个：即“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以为
仁”。
联系孔子从不同角度对“仁者爱人”的解释，他的“爱人”之“人”，应指“泛爱众”即爱一切人，
重人而轻神是春秋时代的社会思潮，孔子概括这一社会思潮，将其升华为“仁”的概念，其内涵也反
映对普通人格的尊重，而不是仅爱统治阶级的人。
“克己复礼”即克制自己，依礼行事。
在孔子看来，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齐之以礼”，齐就是有序，只有有序，社会才能言治，也只有
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下，才能君安于上，民安于下，发展生产，过上安康的生活。
这与“爱人”是一致的，也只有这样才能将“爱人”落到实处。
孔子谈到的其它“为仁之方”，还有孝悌：“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有忠恕之道：“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在上者“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最大的仁，能做到这一点的可称为“
圣”，等等。
孔子想通过维护统一、礼治的社会秩序来实现他“仁”的伦理理想，在春秋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条件下
固然有其保守的一面，但从整治社会的角度来看，则不失为一种积极的方案。
在奴隶主贵族把人不当人看待的历史大背景下，他呼吁“爱人”，即要把人当人来看待的观点，是新
颖的和具有进步意义的。
 孔子的天道观也是在春秋时代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
夏商周以来社会经济、政治的剧变，尤其是“敬天”、“尊神”的殷周统治的颠陨，使不少人对天的
威灵产生了怀疑，同时从中看到了人的作用力。
到了春秋时期，不少有识之士直言对天人关系的新看法。
周内史叔兴和郑申繻（xū）就认为“吉凶由人”、“妖由人兴”。
郑子产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
对于天以外的神，更认为是依从于人的，如随国季梁认为“夫民，神之主也”，虢国的史器（yin）说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等等。
孔子一方面受到这些新思想的启发，一方面又受到传统文化包括传统天道观的熏陶，有明确、肯定的
重人思想，他反对以人像作殉，痛骂“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仁”学的提出更是重人思想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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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专科起点)教材:中国文化史》可作普通高校历史专业教材并供其他专业
用于文化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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