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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民族中的主体民族是汉族。
所谓“汉族”，是指以汉字为最主要的信息载体而向不同方面的文化群体发生影响的一个文化集团。
而在向不同方面的文化群体发生影响的历史上，最主要的文化影响又不能不说是儒学。
　　“儒学”又是什么呢？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么可以这样说--如果西方的基督教神学是“救赎的学问”（因为“七宗罪
”--骄傲、嫉妒、暴食、好色、愤怒、贪婪、懒惰的存在于“人”而来的救赎），佛学是“觉悟成佛
”的学问，道学是“成仙了道”的学问，那么儒学就是“做人的学问”，是几乎每一个中国人乃至东
亚许多人人生接受文化的生发点。
　　“中国儒学”是什么呢？
是与至今仍在东亚、日本、韩国等地传播和发展的、在当代世界引起广泛注意的作为“显学”而存在
的儒学存在着一定区别的，发生、发展于中国的儒学，就是这里说到的“中国儒学”。
而对这一儒学作出初步说明的，就是所谓“中国儒学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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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下篇　中国儒学的文化基础　　近盲的蚂蚁，一只还没有火柴头大：但成群的白蚁却可动用数十
吨土方去建起高近10米的土堡。
在此，可以说“人的本能极不发达”。
　　拥有智慧的生物远不止于人类，但却唯有人类能够把各个自我的智慧以知识的形式表现出来和其
他同类共享。
这也是“人是类的存在物”的一个重要表现。
人类的知识有哪些呢？
197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作为人类知识基础的是七大学科--数学、逻辑学、天文学和天体物理
学、地球科学和空间科学、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1977年，《大不列颠百科全书》把人类知识分
为五个部分-数学、逻辑学、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历史和人文、哲学。
　　所谓“人文”究竟是什么呢？
却是一个言人人殊、有着各自不同的万千诠释的问题。
　　在西方话语中，“人文精神”一词为humanism，通常译作“人文主义”、“人本主义”和“人道
主义”等等。
这一话语在狭义上是指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潮，其核心思想为：一是关心人，以人为本，重视人的
价值，反对神学对人性的压抑：二是张扬人的理性，反对神学对理性的贬低：三是主张灵肉和谐，立
足于尘世生活的超越性精神追求，反对神学的“灵肉对立”和“用天国生活否定尘世生活”的种种说
教。
在广义上，这一话语则指欧洲始于古希腊的文化传统的基本内涵的三个层次：.一是人性，对人的幸福
和尊严的追求，是广义的人道主义精神：二是理性，对真理的追求，是广义的科学精神：三是超越性
，对生活意义的追求。
　　所谓“人文”，在一般意义上指为“人”所特有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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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因为对儒学的失语，中国文化至今仍是一个类似于希腊德尔斐神庙上的命题——[认识你自己]的
体味与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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