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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文精神增订本》对中华人文文化进行了精辟的阐释。
全书共分七章，主要内容包括：人文化成——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究天人之际——天人关系的艰苦
探索精神、和而不同——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等。

　　该书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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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传宝，1981年生于安徽霍邱。
　　200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综合绘画专业，安徽省油画家学会会员，多次参加展览并获奖。
多年从事美术基础教学和研究工作，作品八编多部画集，著有《名师范画·孙传宝色彩静物》《名师
范画·孙传宝教你画色彩静物》《孙传宝特色教学系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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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增订本序亩
原序
第一章人文化成——文明之初的创造精神
1.人文始祖黄帝传说的启示
2.西周时期“人文”精神的发端
3.人文精神的文字载体
附录关于中华人文精神的25种名著(篇)
第二章刚柔相济——穷本探原的辩证精神
1.老子与“道法自然”
2.孙子论人的自觉性
3.《易传》关于“有对”之学的理论贡献
4.“有对”之学的丰富与发展
第三章究天人之际——天人关系的艰苦探索精神
1.“天人相分”的理论及其价值
2.义理之天与宗教之天
3.庄子论人与自然的和谐
第四章厚德载物——人格养成的道德人文精神
1.古代道德的人文理论
2.古代若干道德规范的分析
3.道德人文精神的发展与扭曲
第五章和而不同——博采众家之长的文化会通精神
1.“和而不同”的理论意义
2.不同学派相互融合的举例
3.中华文化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举例
第六章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精神
1.“经世致用”与历史责任感
2.“经世致用”的丰富思想内涵
3.“经世致用”与知行学说
第七章生生不息——中华人文精神在近代的丰富与发展
1.中华人文精神遇到的新问题
2.中华人文精神的发展与学术成果
3.中华人文精神的精髓及其现代价值
附录
先秦哲学史上的“天道”与“人道”问题
一、问题的提出
二、“天道”自然，“人道”不妄为
三、“天道”变化，“人道”自强
四、“天道”有常，“人道”有本
五、结语
世纪之交的孔子与儒学研究
一、孔子思想的历史价值
二、孔子和儒家思想研究的新进展
三、孔子和儒学研究前景的展望
我理解的人文教育观
一、大学与综合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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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科技、经济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联系与渗透——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的结合
三、人文教育的特点与视野
四、人文教育和研究的选择性
五、人文教育和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和创新性
六、大学教师人文素养的提高
七、结束语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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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这里只是举出一例说明王夫之对佛教宗教哲学是如何既有舍弃，又有改造和吸取的。
除此，王夫之在关于世界的本源，关于事物的运动和静止，关于世界的形成等问题上都有类似的情况
。
总之，王夫之既主张博采众家之长，又提倡独立思考。
这种人文精神，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与那种盲从迷信完全不同。
早在东汉时期，在儒学已经形成统治思想以后，思想家王充写过一篇《问孔》，对东汉时期盲目信古
的儒者提出批评。
他在总体上并不反对孔子，但他对孔子的一些言论提出质疑，颇有独立思考的精神。
《论语·颜渊》中记载，子贡向孔子询问治国的道理，孔子说：充足粮食，充足军备，百姓对政府就
有信心了。
子贡又问：如果一定要在三者之中去掉一项，那么去哪一项呢？
孔子说去掉兵。
如果再去掉一项就去食。
如果百姓对政府没有信心，政府就很难立足。
对此，王充有不同的看法，他赞成“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的理论，认为孔子“去食”
的观点值得商榷。
宋代学者朱熹也主张独立思考，他说：“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
进。
”这些话是有道理的。
所谓独立思考，就是敢于提出问题，又善于解决问题。
只有这样，才能创新。
明清两代，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必读朱熹的《四书集注》，不能有不同的学术见解。
在此情况下，仍然有一些有胆识的学人坚持独立自得的精神。
其中，明代思想家李贽（号卓吾，1527－1602年）表现得最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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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文精神(哲学类)》研究中华古代人文精神需要有历史主义观点，这并不是说今天和未来的科
学创造只是以往思想文化的翻版。
没有人文的继承.便谈不上人文的发展，同样，如果没有创新，所谓继承便失去了意义。
我们探讨中华人文精神，是为了更加有效地进行文化的继承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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