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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你体悟到“中和之道”，不会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即使一个人际关系尴尬的小我，一个面临破散
的家庭，一个勾心斗角的群全，“和谐”仍然忠实地守护着你，因为“中和之道”就是构建和谐的心
理之道。
　　当作者在北大讲“和谐”，并不是正面去阐述“和谐”，而只想从中国传统文化源头中发掘出一
些具有鲜明特色的东西，如“中”、“和”、“以人为本”等，从几个侧面展示“和谐”的文化背影
和底蕴，一方面追溯几千年的传统经典，一方面正确面对现实，提出问题与同学们讨论，如：“国以
人为本，人以什么为本”？
“以什么样的人为本？
”人是构建和谐社会之本，找到了本，就会多一些积极向上的动力和自信，多一些“构建和谐社会”
的文化自觉，多一些“民族复兴”的自尊、自律和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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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殷旵（hǎn），《中国民族》英文版“汉文化”专栏主持、中国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与易掌专业委员会
理事、北京大掌易学社指导老师，国际易掌联合会培训教授。
中华老子研究会学术委员，美国文化事业基金会常务理事，美国加州美西易经学会理事，宁波富泰集
团首席顾问，北京龙兴德文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和之道>>

书籍目录

序言第一讲：以“中”为用，坚持科学发展观　“和谐”与“中和”　“中”与“中用”　人生最高
境界——现群龙无首　“中正”与“中行”　中行之卦　“中行”与发展观　“中孚”与“和悦”　
“规”定形、“律”定音　问与答第二讲：以“和”为体，构建和谐社会　讨论：善于科学概念　　
《易经》是个“百百囊”　　用音乐讲“和”　　“定音”与“定心”　　和谐思维　　“中行”得
“人和”　　“和谐”的愉悦　　体验禅的愉悦　　用平和的心体验禅　　声音是生活中的乐章　　
自然的大协作　　古人有和谐心态吗？
　　用九和用六　　“奇门遁甲”灵不灵？
　　坚冰与薄冰　　女人与“不不利”　　完成任务要漂亮　　少说话，多做事　　“黄裳”——保
持本色　　改过与补过　问与答第三讲：以人为本，齐家治国平天下　讨论：人以什么为本　　和谐
是文化的大背景　　报本反始　　自然崇拜　　金丝猴的“父母”心　　野林关的“落后”　　生长
在大自然是一种福份⋯⋯第四讲：老子为道和谐社会第五讲：老子为道与中和之道第六讲：老子为道
与天人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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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第一个问题：古人有一句话叫“学富五车”，当时“车”的概念是什么呢?有几节车厢?它的车厢
有多大?这个“五车”，装的五车书有多少?当时的书是什么概念?如果把这位同学读过的书都变成竹简
的话，要用几部车?要用什么样的车?这个问题只能用这个来说明。
我们人类是进步还是退步?我们不能去下定义，因为事物在发生、发展，是螺旋式发展，有起有伏。
为什么呢?古人不是生产条件有限就很笨，而是他们有他们的优势。
他们的优势是他们的心灵非常纯净，他们的语言非常精练。
我们现在读的书是什么?这句话不要理解成反知识，如果说是反知识就麻烦了。
我也是读书过来的，也是教书出身，我也是尊重知识的，我也是靠知识吃饭的，但是，我们的知识都
是“末”，不是“本”，都是花和果，而不是根和芽。
而我们古人的“学富五车”，《老子》是五千言，《易经》是五千言，《孙子兵法》也是五千言。
可以想到一本书多少个页码，多少个印张，可能当时这方面也有一个规定，那时可能是根据竹简计算
册数规模的。
    应该说我们人文祖先们的知识就是“本”，就是芽，是从根上来的，是直接观天法地。
而我们学的是他们的思维模式，又经过后人不断地引申，所以我们也进步了。
我们进步在什么方面?我们会用工具了，我们会用仪器了，我们会用机器了，我们会借他山之石攻玉了
。
但是我们也退步了，我们退步在什么地方?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上班是空调，坐车是空调，回到
家里是空调，长期空调下去，我们自身调节体温的功能是进化还是退化?所以，任何东西有利就有弊。
我只能这么回答。
    第二个问题，韩国国旗上的图案与我们的八卦太极图一样，这是一件好事。
说明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是人类的文明，是人类共享的文明，这是我们对人类的贡献。
第二点，是不是有一个缘起?当然肯定会有，但是我不了解这一历史，不能瞎说。
至于道长他们可能有这方面的研究，但是要有依据。
日本、韩国、东南亚都属于亚洲汉字文化圈，每个汉字都有一个故事。
以前有一个日本人跟我讲，他的中国话说得不熟练，但我勉强能听懂，他说中国讲伏羲伏羲，他们吃
饭叫“咪希咪希”，日本人也是中国人，当时中国的三千童男童女去了日本岛，他们思念故乡，一吃
饭就是“咪希咪希”，因为伏羲又名宓牺。
但这是传说，谁来论证?如果这个能论证的话，中日外交也不会有那么多摩擦。
    韩国人在六年以前有一个立项，在首尔召开的一次国际易学研讨会上，他们向我们中国专家提出一
个问题，他们想成立国际易学联合会，总部设在首尔。
当时你们朱伯岜教授在场，他说我们也在考虑。
所以他回来后及时汇报了这个问题，有关方面领导人把这个问题交给了社科院，经批准，去年4月23日
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成立大会。
去年韩国又立了一个项，想把中国的端午节作为他们的节日，这个不是谁高兴不高兴的事，有些东西
是历史的问题，我们也不好多说，这里面“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才是我们中国老祖先的科
学态度。
    P3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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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为什么老子不说二生万物，不说四生万物，只说三生万物呢？
易学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本书从中国传统文化源头中发掘出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东西，如“中”、“
和”、“以人为本”等，从几个侧面展示“和谐”的文化背景和底蕴，一方面追溯几千年的传统经典
，一方面正确面对现实，提出问题与读者讨论。
读者将与易学专家面对面对话“中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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