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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儒、释、道三教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基本的构成要素。
长期以来，三教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发展演变，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文化心态、民族性格的形成与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可以这样说，不了解中国儒、释、道三教的精神旨趣，就不能深透地了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的哲理内
涵．就不能了解中国人丰富玄奥的内心世界，更不能了解中华民族历劫不灭、坚韧不拔的文化生命和
精神动源。
    中国文化自古是一个多元精神和合体。
儒、释、道三教文化在这一和合体中各居于独特的地位，从不同侧面发挥着自身的社会功能，相互冲
突，又相兼相容，共同建构着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和心灵境界。
    儒家站在人生之内逆觉体证宇宙万物之生命本源，并据此体证追寻人在宇宙之中的地位，审视人生
的意义、命运及人对天地万物的伦理义务和道德责任。
其立教宗旨是道德人本主义和道德理想主义。
按照儒家圣人的理解，宇宙是一个有情有义的生命和合体，是一个天地交泰，万物和生。
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的生命世界。
在这个世界中，人居于核心地位。
是天地大化流行生命本体的发端处，是“天地之灵明”。
宇宙的生命是人的性命之源，人的性命是宇宙生命最真实、最活泼的显发。
所以《大学》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孟子》云：“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
”不通儒家道德形上学的人动辄说那是一套莫名其妙的神秘主义。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因为儒家对宇宙真际的设定（即生命化、价值化的天道）是解读人生实际（存在本质、人生意义）的
逻辑前提和价值依托。
天道之“所以然”（天理）是人道之“所当然”的先天必然的根据。
人的存在价值和意义是“性天之尊”所赋命的，所以人的伦理义务和道德责任不仅不可逃脱，而且具
有自身的圆满性和价值的绝对性。
人尽了自己的伦理义务和道德责任，其存在价值便与天地同久，与日月共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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