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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深深感到，摆放在自己面前的这本书，是一本充满大爱和智慧的书。
因为书中研讨的是中国最博大、最具魅力的“气”的宇宙观、“气”的科学和“气”的人文价值。
在中国哲学看来，气是生命之源，是宇宙之根。
气与道不分，气就是道，就是道之体。
道生养万物，妙化万物，都是那“气”所为。
因此，气是一切爱与智的源泉。
而作者于民教授把这个“气”论述得十分深入、精辟、独到，道尽了气的灵与性，更有力地指明了中
国气文化拯救当今人类危机的伟大历史使命。
于民认为，中国的心性文化来自身心实践的“气”的体验，气是与西方学术所说的“物质”相区别的
另一种普遍性的存在，是中国文化的“中心线素”，我很赞成。
如果说，在心之外而与心相对的物质是西方文化的支柱，那么，包容心和万物并与之相融相通的气，
则是中国文化的始基。
离开了气，就无从谈论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一切品格和特色几乎都与气相关联。
汉语里，与气字相接构成的词最多。
这些词的词义表明，自然界和人世间一切情性、时势和变化，都根于气，显于气，归于气。
可见，抓住了气，就抓住了中国文化，就能够把握到中国文化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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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研讨的是中国最博大、最具魅力的“气”的宇宙观、“气”的科学和“气”的人文价值。
     于民教授紧紧把握住中西思维的根本不同，准确地将通往气的思维称作“身心实践的认识方式”，
阐明气的感受和概念来自主体向内的反观体验，即天人合一的深层践行，而与西方着重向外观察和实
验的认识方式相并立。
他的贡献更在于通过大胆而翔实的论证，明白确立中国对气的认识偏向使用右脑为“体验科学”，西
方对物质的认识偏向使用左脑为“实验科学”，二者是平行互补的两种科学，两种文化。
而且正是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对人类的进步和命运各有特殊的不可替
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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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亍民，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男，汉族，1930年生，河北唐山人。
1948年8月赴解放区正定华北联大学习，同年底参军入津。
先后在天津卫戌纠察总队、华北军区警卫营和志愿军二十兵团通信处任职，多次立功。
1955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在北大哲学系美学教研室做宗白华先生助手。
1961年参加王朝闻主编的《美学概论》教材的编写，负责《中国古代美学史资料选》的编选。
个人著作有《春秋前审美观念的发展》、《气化谐和——中国古典审美意识的独特发展》、《中国古
代美学思想史》以及《世纪末中国气功潮》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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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自序第一章  从“气”的宇宙观是否“科学”谈到两种科学的产生  第一节  中西文化交流中最突出的
障碍  第二节  百多年中西思维比较进程的概述  第三节  中西思维比较难以突破的根本原因  第四节  投
身于两种科学交会的洪流，才能感受到那“大时代”的脉搏  第五节  从人类思维分合的全过程中探寻
两类科学产生的必然  第六节  人类生存中作与息的不同需要导致对不同时空物质运动的不同探索  第七
节  两种科学产生的主体依据——与不同时空相对应的人的左右脑的不同功能  第八节  中国从远古就走
出了一条集两种科学于一身的独特之路  第九节  明确人类思维两源，认识两者之优缺第二章  两种不同
的科学导致中西思维文化的不同体现之一：西方人重物，中国人重心  第一节  物（不等于“物质”）
与心（不等于“意识”）是中西思维比较诸范畴中的基本范畴  第二节  西方重物，走上一条由物——
私欲——对立——斗争之路  第三节  中国重心，走的是由心——公、善——互爱——和谐之路  第四节
 当代脑科学开始为中西的“物”或“心”的一偏认识进行实证  第五节  心与物的辩证统一是人类社会
、思维发展的光明大道第三章  中西思维文化不同的主要体现之二：西方人重“物”则尚“实”，中
国人重“心”则贵“虚”  第一节  什么是实，什么是虚？
  第二节  虚——与体验科学功能态下的特殊感识密切相关  第三节  “实”出自“虚”，“内视”（非
常规感识）高于“外视”（常规感识）  第四节  实虚统一，贯穿人体  第五节  实与虚的相反相成、相
互转化  第六节  实虚范畴的出现在认识史上的影响  第七节  实虚关系认识对审美艺术的影响第四章  中
西思维文化不同的主要体现之三：西方人重物则分，中国人重心则合  第一节  分，分出了实验科学；
合，合出了体验科学  第二节  “分”的哲学是斗争哲学，“合”的哲学是和谐哲学  第三节  天人之分
合——最大的分与合  第四节  身心之合——最基本的分与合  第五节  身心之分在西方医学上有着突出
的反映  第六节  身心合一的观点在中国养生、医疗上得到充分体现  第七节  分合的不同认识对中西审
美文化的影响第五章  中西思维文化不同的主要体现之四：“子”论与“气”论的对立  第一节  分中得
“子”，合中得“气”  第二节  懂得“气”才能进一步懂得生命，懂得感觉与思维  第三节  一个借助
推理，一个全赖感悟  第四节  从“子”与“气”的对立到“子”、“气”的  第五节  “子”与“气”
的对立对中西审美文化的影响第六章  中西思维文化不同的主要体现之五：西方重智与中国重德  第一
节  西方人重在做事则尚智，中国人重在做人则尚德  第二节  西方人因何尚智—一在于单一实验科学的
发展  第三节  中国人因何独具人类最高道德观念——在于“气”的体验科学的独特存在  第四节  德与
智由对立走向统一  第五节  物质文化与心性文化第七章  从两种科学的由对立走向互补看中西文化的相
融  第一节  实验科学“由实入虚”带来认识上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二节  西方实验科学家向东方求道  第
三节  实验科学“由实入虚”的急先锋之一——脑科学  第四节  实验科学“由实入虚”的急先锋之二—
—信息科学  第五节  两种科学走向互补的西方代表作——《物理学之“道”》  第六节  “新的能量信
息技术”在20世纪末突然向全世界公开亮相  第七节  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和他提出的“东方的科学革命
”  第八节  两种科学的走向互补导致中西文化的相融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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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几年前，一个旅游的瑞士友人曾深有感慨地说：“我发现气功与中国文化有极深的源”，对它“仅仅
思维是不够的，还应该用身体来体验东方文化，体会它，寻找它的本质”。
气的本质只能通过一定体验才可获得，这真是个了不起的认识！
在西方有这种认识的不仅有一般人，甚至还包括著名的自然科学家。
可为什么连一个外国人都体会到的真理，我们一些研究古代“气”的思想文化的专家学者，不但未像
前者那样受益，提升了自己的认识水平，反而将它与“气”的思想对立起来，甚至成了反对“气”的
理论权威呢？
也许正因为前者是西方人，反没“西为准”的框框，后者是中国人，反倒有那“西为准”的框框，以
致在他研究“气”的思想时，习惯地用西方科学概念将气的概念加以判定，而不参加气功的实践！
搞中西思维的专家学者们，还是走出书斋，与广大群众一起参加一下气功的实践吧！
也许，这样不仅能使你摆脱想肯定又怕否定的无法解脱的苦恼，还可能改变那对“气”的宇宙观落后
、不科学的认识，使自己的研究合乎实际、合乎历史呢。
三、只有亲自体验，相信“气”的真实性、科学性，在中西对比中才可能高举“气”的宇宙观的大旗
，做到纲举目张。
在谈及中西思维对比的第二阶段时，我们曾赞扬过我国的大陆和在台湾的同时代的学者，指出他们在
对比中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中西思维特点的不同与世界观不同的关系，抓住了要点，用语精练，为改革
开放至今的有关专家的深入比较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他们之所以做到这一步，不仅在于国学底子的深厚，恐怕也同对气化论的一定相信和受西为准框框影
响不深、直至不以西为准的认识有关。
但由于时代等条件的限制，使他们的认识也仅止于此，至于为什么形成这不同宇宙观，为什么鲜明地
具体地表现出这些对立？
他们并未进一步触及，以致目虽清，目与目之间却如条条罗列，看不到内在的关连，终未因纲举而目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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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一、这本小册子，如果就它的酝酿算起，至今已有半个世纪。
它开始于六十年代初中国文化研究中对当时以西方思维为准的怀疑。
而真正认识的突破性进展，则是八十年代初，伴随着中华气功的兴起，在自己走出书斋，亲自取得一
定体验，对中国气的宇宙观有了一定认识，并与西方宇宙观有所比较之后。
也正是在此基础上，自己方能于武汉和常熟的两次美学和美学史会议中，明确提出中国思维一气二合
的特点，和中西不同思维文化源于两种不同人体科学的观点。
这种观点在我的《气化和谐》一书的导言中有着明确的反映。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有关气功与科学关系的讨论，两种科学的认识便首先在1995年拙著《世纪
末中国气功潮》的一些章节中体现出来。
到了本世纪初，在对中外先进科学著作与评介文章的较多接触，和开始运用两种科学的观点对中西文
化的产生、不同和发展进行了初步的探索之后，才最后形成了“两种科学——两种思维文化的产生、
对立到互补相融”的比较系统完整的见解。
但由于有关现当代实验科学发展必要材料的缺乏和自身疾患所带来的困难，致使这个书稿的内容难以
进一步充实与深入，最终未能全部写完和进一步删改。
书中重复之处和缺点偏差定然不少，还请专家读者谅解和给予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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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西文化互补论》是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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