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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5年，我给大三讲授的《中国传统文化概论》讲义结集出版，书名《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
2008年，出版其增订版，书名《叩问传统：中国传统文化讲演录》。
这次再版，内容再次增订，出版社的初步计划是扩展成三册。
此为第一册，取原先版本的第一至第七讲，另增补两讲：文臣武将和侠客青楼。
原先版本的第八至第九讲，另须增补若干讲，陆续出版为第二册与第三册。
    讲授中国文化史的教师可能都有同感，正如北师大教师李山所言：问同行您讲文化史，讲什么？
双方都笑。
一句话，中国文化犹如汪洋大海，资源丰富，任你捞取，就看你的宗旨与方向、身段与技术了。
所以扩展内容一直是我的心愿，只是忙于其他书稿的写作，一直没有把它提上日程。
现在有社里在后面催着，也就拖不得了。
更重要的是，出版社的意思，跟我心中一个宿愿不谋而合。
这个宿愿，乃是源于一个心结，或日一种心痛。
    我给大一新生开过一门《中国近代史纲要》课，它是国情教育，在我们学校属于马列教研室之下，
既是公修，还是大课。
也就是说，每个系都要开这课，每课都是全年级一块上。
由于系与系的统筹，我承担了体育系、工商系和计科系的这门课。
接课的时候我很欣喜，我的心愿是：只要孩子从我手里过，我就不会放过他们，要为他们打开另一扇
窗户，让他们知道这世上还有别样的风景。
甚至给学生放言：我们师生相遇，既是我的福气，也是你们的运气！
讲授过程中，出乎我意料的是，竟有某系学生举报我反党反革命。
此系开党委会，形成文件，反馈到了我们教务处，教务处又反馈到了我系。
我索性把文件复印了两份拿回家去了，一份归档。
留着日后做历史资料；一份压到枕头下，对老公日：头枕“反革命”文件，夜里肯定不做噩梦⋯⋯事
后跟全体学生谈心，当即有班干部上场，征得学生同意并当面给我道歉。
回家后又接到一些学生邮件，说被利用了，说辅导员团委书记都曾听我的课而我因是大课所以没有发
现云云。
我不计怪孩子们。
但是反党反革命这种在刑法里早就不存在的罪名以及孩子们绷紧的这种阶级斗争之弦还是让我惊诧。
我跟他们开玩笑说：教学20年了都没被人发现，说明我这个“反革命”埋藏得很深，没想到被你们给
揪出来了！
我还跟他们说：你们在高中时代，可能没有看过一本真正意义上的课外书，现在估计也还没看到，但
是什么书都没看，什么理论都不了解，就玩上了“反革命”这样的概念，相当于幼儿园孩子玩核武器
⋯⋯    玩笑背后是沉重。
我们知道华东政法大学的杨师群事件——杨师群老师讲授《古代汉语》，授课时联系当下批评了政府
几句，竟被两个女生告到了公安局和教委。
这些学生还是政法专业！
    沉重的现实告诉我们，狼奶教育还很严重，我们总得有所挽救。
    我开《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意思即在此。
我认为智的第一步，是独立思维。
为此，我第一节课都要给学生交代：西方教师是价值中立，教师在课堂上的讲话是中性的，谁也无权
无资格给他定性，反动与否更不待言。
当然我不是说言论自由无边界。
它有边界。
但是鉴于中国的国情，老师的讲话在你们听来，可能有所偏向。
但是老师告诉你们，老师所言，在思想的广场上终究是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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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告诉你教材某处不可信，而你又全信了老师，也是一种悲哀。
    抱了这种理念与宗旨给学生讲课，伴随的必是激烈的反响与最后的认同。
不过后来学生陆续反映，这课开在大三太迟了，应该开在大一或大二。
原因是，课很好，他们很感兴趣，并且想在老师的带动下深化扩展，但是大学最后的一年半载，面对
英语四六级考试、教学实习、毕业论文、考研以及找工作的压力，他们已丧失了读书做学问的从容。
一句话，来不及了。
还有学生说，大一不能开，大一傻乎乎的哈也不懂，大二正好。
但是另一方面反馈过来的信息则是，一些高中的孩子也喜读此书。
这些信息说明，对于此书读者的年龄定位，还可以适当下调。
鲁迅所谓的“救救孩子”仍是当下最迫切的一项系统工程。
    而长期的网络上的行走，也经常让我发现，脑力受到伤害的不仅仅是还在上学的孩子，很有些已经
离开学校的人，他们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很少接触其他视角的读物，独立思考没有，自由精神没有，
甚至连相关的意识都没有。
这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
    我的这种心结，或者说心痛，与出版社不谋而合，于是就有了这本讲义的第三次再版。
希望读者能够从本书开始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的养成，不再成为人云亦云的牺牲品。
    是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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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传统文化对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但是，以前的传统文化，都过于高头典章的形式，让读者无法亲近
，达不到传播传统文化的目的。
本书作者思路开阔，论述少迂腐气，语言活泼生动，观点独到有启发，让读者在阅读的畅快中感受到
思维的乐趣，并更好地认识传统文化。
养成独立思考和独立人格，避免被学校教授的知识洗脑。

 易中天品人物，袁腾飞说历史，三糊涂讲文化，并视为最有味道的解读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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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三糊涂（端木赐香）
历史系副教授。
研究兴趣：中国近代史与中国传统文化批评。
自称平生要务为：拆历史的墙角，探文化的陷阱；还原历史，奉献常识。
行文似戏谑，被章立凡先生称作“历史顽主”；文字背后一腔真诚，被鄢烈山先生称作“仁义多情”
。
著有《我是如此美丽》、《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糊涂读史：明清的帝国偏执与盛世张皇》、《
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全景解读》、《这一次我们又挨打了：中英第二次鸦片战争
始末》、《重读晚清六十年（1851-19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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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保守精神长期面朝黄土背朝天，两眼向下，土里刨食的耕作方式，又导致了国人的保守精神
。
小时候闲来无事的时候，我经常坐墙根儿观看家里的母鸡是如何寻找食物的。
它在石榴树底下刨啊刨啊，下面什么都没了，还刨，直刨得我替它着急，一颗石子扔过去，惊得它逃
窜不已。
十分钟以后，你会发现它又回来了，还刨那个地方。
长大后，我老是考虑，中国人的农业耕作是不是与鸡的生存方式有着相通的方面？
保守，则决定了国人先天缺少开发精神，缺少探险与浪漫。
土里刨食，衣食之来源，命之所系，又决定了中国人对土地的浓厚感情，背井离乡不过是灾荒年间无
可奈何的选择，安居乐业、叶落归根才是国人的理想生活和最终宿命。
如今，如果不是农业早已成了没有剩余价值的产业，老百姓也不会浩浩荡荡地出门打工的，因为心里
头，他们仍然恪守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农理想。
对比一下，你会发现，欧洲人就善于探险，而中国却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探险家。
你会说，中国有个郑和，不错，可惜郑和所经之路，中国的小海盗们早就经常走动了，郑和只不过是
规模大点。
郑和一次出动200艘大船，随行人员27000名，而哥伦布的探险队伍，也就3只帆船，90名随员；麦哲伦
的环球，无非5只船，265名船员。
大家觉得，西方人更像是探险呢，还是郑和更像探险？
从古到今，我从来没听说哪个国家的探险队伍能达到两三万人马呢，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国开赴中国
的远征军，战舰也仅40 余艘，相当于郑和的五分之一，至于士兵，也就4000人而已！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不妨关注一下中国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探险热。
1985年，四川乐山人尧茂书驾“龙的传人”号漂流筏，抢先在美国人之前漂流长江，不幸遇难。
尧的探险，一开始就成了事关民族尊严的大事，随后，类似的民族英雄层出不穷。
听听河南队的队歌：漂流长江，坚定信念，我们是中华民族热血汉??听了这样的歌，你感受到的是饱
满的爱国热情！
也许，正因为我们骨子里缺少探险精神，所以才把探险当做上战场。
像1986年、1987年的“首漂长江热”“首漂黄河热”，漂流者是因为决不让美国人肯沃伦拿走中国江
河的首漂权才铤而走险的，中国人自己被自己的爱国热情感动不已，慷慨不已，直闹得肯沃伦迷惑不
解，说：你们中国人如果到美国漂流密西西比河，是不会遭到反对的。
美国人哪里明白，中国人的探险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探险，老实说，它就是一场中国人自己头脑里臆想
出来的抗美斗争！
比如有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的一个小品，主人公与在美国留学打工的儿子通电话，这电话打着打着
，就打成抗美斗争了，老子悲愤地说与儿子，等以后咱们中国怎么样了，让那老美来咱国家端碗洗盘
子！
中国观众把它当做爱国讲演了，掌声大起，美国观众看不明白了，说：如果开的工资高，我们愿意去
你们国家端碗洗盘子！
老美还是不明白中国人。
第一，中国人认为端盘子是丢人的活；第二，中国人认为在美国上学打工就是遭受美帝国主义剥削；
第三，一般中国人不知道中国留美学生通常是在华人餐馆里打工，而克扣留学生工资的，也就是咱华
人老板敢干。
总之，我们的人民情绪，有时候很滑稽的。
历史上，我们的探险不是出自人性利益的驱动；现在，它又不是出自队员个人的内心的爱好。
从古至今，它就是政治运动，也许，这就先天注定了中国探险的悲剧性。
如今，中国探险不再与政治、爱国等亲密接触了，但政治作秀、道德作秀与商业炒作奇妙地混合到了
一块儿，令人反胃。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有味的传统文化课>>

勇士们说：“没有探险精神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
”这话没错。
但是遗憾的是，我们的探险精神从何而来？
这一点，梁启超在100年前就看到了，所以《新民论》中，他把探险精神拿过来提倡。
问题是，探险是西方历史中自发出来的一种精神。
在中国，它不是提倡就能得来的。
或者说，从提倡到内化，既需要时间，还需要外在环境的合力。
这外在环境，既包括家庭，还包括社会。
我们现在的家庭，对孩子的要求还是稳当。
看孩子的姥姥奶奶们护犊心切，恨不得把孩子们当瓷器供养。
再说了，时至今天，地理大扩张的时代已宣告结束，人类更多的是和平共处。
对外太空的探索，更多依靠的是科学水平而不是探险精神。
那么，我们还提倡探险精神何用？
几百年前流行的精神，我们没有。
几百年后，这精神已与时代精神没有了密切关联，我们却还在呼唤，不很可笑吗？
当然，由于近代中国的主课题就是救亡图存，所以在引进西学的时候，各路人马不免程度不同地具有
功利色彩。
也就是说，就连一个探险精神，都不是发自个人内心的喜欢，而是民族国家社会进化的需要。
一句话，我们现在还可以提倡冒险，但仅限于个人娱乐。
比如您喜欢掏鸟蛋，您就掏吧，不要指望这种精神能跟民族的进步、国家的强盛扯上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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