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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两千多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司马迁与《史记》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不胜枚举，然而从哲
学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司马迁的民族思想与《史记》所体现的民族精神的成果并不多见。
目前尚未看到这方面的专著，论文也极其有限。
这一方面与人们将《史记》看作史学与文学著作的传统认识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研究不够深入有关。
但这种研究现状与《史记》在中国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地位很不相称。
因此，必须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多角度、多学科地研究《史记》，使《史记》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与
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得以发扬光大，为现代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一、民族精神及其基本特征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深厚历史积淀，使得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行为模式和民族心理、民族性格具有
鲜明的民族特色。
时至今日，这种民族特色仍然具有广泛的社会物质基础和民族心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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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哲学与民族学的角度研究司马迁的民族思想与《史记》所体现的民族精神。
作者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多角度、多学科地研究《史记》，使《史记》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与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得以发扬光大，为现代化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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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万兴，男，1962年3月生，陕西彬县人，汉族。
西藏民族学院研究生处处长、教授、博士、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生导师、西北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共党
员。
1983年7月毕业于陕西师大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
1990年7月获山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师从闫宪康、冯俊杰两位先生研究先秦文学与戏曲。
2003年7月获西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师从赵逵夫先生研究先秦两汉文献。
2004年进入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师从蒋凡先生，2006年6月出站。
1994年11月任语文系副主任，1998年12月任语文系主任。
2004年起任西藏民族学院研究生处处长至今，同时兼任西北大学古代文学博士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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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四章  周代多元文化与民族精神周代实际上包含了西周和东周，而东周又可以分为春秋与战国两个
时代。
周代文化不同于夏商文化，夏商是我国历史文化的发生时期，而西周和东周则是我国历史文化的成熟
期。
西周的礼乐文明已发展到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而春秋战国则是我国历史文化大放异彩的一个光辉灿
烂的时代。
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虽然萌芽于远古和夏、商时代，但真正形成比较成熟的民族精神并积淀成为为中
华民族所普遍接受的民族精神各方面深刻内涵的则是在周代。
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期。
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思想观念、中华民族的大一统政治格局、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华民族的民
族凝聚力等诸多方面都形成于这一历史阶段。
因此，周代文化对于中国历史文化、对于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重点探讨周代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形成的关系。
而周代文化是极为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经史子都产生于这一时期。
因此，要全面论述这一时期的历史文化与民族精神形成的关系是相当困难的。
所以，这里我们打算分四节对周代文明与民族精神形成密切相关的主要内容予以重点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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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喜欢与研究《史记》已有十几年了。
1995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司马迁与《史记》研究的专著——《司马迁民族思想阐释》（陕西人民教育出
版社1995年版），该书1998年荣获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第二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这对我来说，无疑是最大的鼓舞与鞭策，从此更增加了我对司马迁与《史记》学习与研究的兴趣。
2000年，我报考了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先生的博士研究生，人学之后，打算继续学习与研究《史记》
。
但根据恩师赵先生的安排，我选取了《管子》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
赵先生曾循循善诱地说：“你在《史记》研究方面已经有一定的基础，现在应该利用这次求学的机会
，在先秦诸子方面多下一点工夫，这对你今后的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也有很大的益处。
因为司马迁就曾经做过整齐百家杂语的工作，对先秦诸子都有深入的研究。
因此，即使研究《史记》，也不能不对先秦诸子进行深入的研究。
而在先秦诸子中，《管子》是最为复杂的一部，不但难读，而且问题较多，研究的人也少。
你若能在这一方面多下一些功夫，肯定会有收获的。
”在先生的鼓励下，我暂时放弃将《史记》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想法，专心攻读先秦诸子，尤其对于
《管子》用力最多。
三年博士生涯转瞬即逝，我的博士论文《研究》获得了评审专家和答辩委员会的一致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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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史记与民族精神》是由齐鲁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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