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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历史反思2》以马克思所说的“激情的理性”来重新评价中国传统思维。
评价传统。
目的在于立足现实，放眼未来。
《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历史反思2》以原始思维向文明思维过渡谈起.找到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源头活水
。
在书中对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南北朝和唐初玄学、佛学、宋明理学及明清实学等的再评价，新
意层出。
　　《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历史反思2》把云南古老的“太极思维”及对云南文化事业有突出贡献的人
物作了重新评价，把云南文化与中原文化融为一体，填补了以往研究上的疏漏。
　　《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历史反思2》的结论是：中国传统与现代化是完全可以相通的，从而激励中
国人奋发图强，开阔视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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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高攀龙（1562-1626年），字存之，别号景逸，无锡人。
力历十七年（1589年）进士，官行人司行人。
当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顾宪成等反抗三王并封之后，高攀龙也以京察一案，主持正义，公开指
责首辅王锡爵，被降为揭阳县（今广东揭阳）添注典史，辞归，家居近三十年，与顾宪成同讲学东林
书院。
天启元年（1621qz），刘一憬为首辅，与韩惦同心辅政，起用被排斥的东林党人，高攀龙被任为光禄
寺少卿，其弟子魏大中被任为御史。
二年（1622年），魏忠贤渐用事，一二年间东林党人与魏党展开激烈的斗争。
但东林党内部成份复杂，互不团结，矛盾又为阉党所利用。
四年（1624年），新起用的吏部尚书赵南星与左都御史高攀龙同时被逐出朝廷。
五年（1625年），下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于狱，数千群众号哭送行，均惨死狱中。
六年（1626年），以苏杭织造太监李实奏，逮捕前应天巡抚周起元、吏部主事周顺昌、左都御史高攀
龙、谕德缪昌期，御史李应升、周宗建、黄尊素。
其中以吴县（今江苏苏州）市民暴动，反抗阉党抓人，保护周顺昌的事件最为激动人心。
暴动遭到镇压，首领颜佩韦、马杰、沈扬、杨念如、周文元等五人慨慷就义，合葬虎丘，称五人之墓
。
高攀龙在家乡投池水自杀。
遗著有《高子遗书》、《春秋礼义》、《正蒙释》等。
讲学东林的还有：史孟麟，字际明，号玉池，宜兴（今江苏宜兴）人。
万历进士，参与“争国本”，京察案，赵南星被除名，他也辞职。
家居十五年，参加东林讲学，后再起，又遭贬谪。
天启初，迁南京礼部主事、太仆寺卿，建明道书院于南京钟山下，学者称启新先生。
　　薛敷教，字以身，号元台，武进人。
万历进士，任国子助教时，参与“争国本”，京察案，又会同顾允成等力争，夺官，支持顾宪成办东
林书院。
　　叶茂才，字参之，号闲适，无锡人，刑部主事，改南京工部主事，升南京太仆寺卿，时朝廷内有
齐、楚、浙三党共同排斥东林，他不满引归。
天启四年（1624年）复起为南京工部右侍郎，仅三月，病辞。
　　万历前后，逐步萌芽的资本主义沿着两条渠道缓慢发展。
一是行会手工业的作坊师傅转化为拥有雇佣劳动者的工场手工业资本家。
其中，也有的是商人转化，如苏州的丝织，松江的棉纺，江西的陶瓷、广东以及川、陕、鄂的冶铸等
业资本家。
二是商人直接支配生产，向行会手工业加工定货，或向农村家庭副业定货，他们包买。
如南京商人向小机户发料织锦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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