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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学之道：谈中国人生智慧》是当今极为出色的一部学国学、用国学的著作，是国学学习与应
用的具有开拓性的力作。
它打通学问与人生、历史与现实的界限，聚焦在中国人生智慧上。
它以深厚的学术功力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把现实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宏观体系中，让读者在中国智
慧中得到人生顿悟，并进一步以传统智慧指导当下生活。
《国学之道：谈中国人生智慧》语言极其生动又极富哲理，许多表述堪称人生箴言。
它会以前所少见的内容与形式，使人们在中国传统智慧中开拓人生的美好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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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姚奠中，国学大师、书法家、教育家。
国学大师章太炎现在唯一健在的七名国学研究生之一。
曾任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
他的诗、书、画、印被誉为『四绝』。

　　刘毓庆，北京大学博士、著名学者。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等职
。

　　郭万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学者。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国学之道>>

书籍目录

第一谈 国学何以“热”起来
第二谈 应当理解国学的意义
第三谈 国学应该是独立学科
第四谈 现代焦虑与国学之道
第五谈 学习国学的方法
第六谈 没有孔子，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族
第七谈 中国之道与西方民主
第八谈 “堵”与“度”
第九谈 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
第十谈 “五四”之破坏与建设
第十一谈 语文教育与人文流失
第十二谈 “科技发展”与“人类发展”
第十三谈 “老师”与“老板”
第十四谈 “人生责任”与“自我实现”
第十五谈 “和而不同”与“张扬个性”
第十六谈 “物极必反”与“发展无止境”
第十七谈 “省吃俭用”与“高消费”
第十八谈 关于小学
第十九谈 关于《六经》
第二十谈 读经与经学
第二十一谈 儿童读经与当代教育
第二十二谈 关于史料
第二十三谈 关于史官
第二十四谈 史家传统
第二十五谈 史鉴褒贬
第二十六谈 史笔之虚
第二十七谈 历史意识
第二十八谈 诸子的源流
第二十九谈 诸子的意义
第三十谈 诸子思想与文化分布
第三十一谈 关于儒家
第三十二谈 孟子与荀子
第三十三谈 老子与庄子
第三十四谈 墨家与法家
第三十五谈 名家与阴阳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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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刘毓庆20世纪最响亮的，而且被现在中国人仍然认可的两个关键词，应该就是“民主”与
“科学”。
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旗帜，当时称做“德先生和赛先生”。
有人认为五四运动的一大贡献就是把西方的这两个概念引进了中国，引发了一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
使中国走上了现代史的进程。
 郭万金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在救亡图强的爱国志士特殊的情绪下，“科学”与
“民主”所掀起的一场狂飙式的风潮，荡涤一切。
 姚奠中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而且针对性很强：宣扬民主，目的是反对封建专制；宣扬科学，目
的是反对封建迷信和愚昧。
但任何事物一旦过分，就会出问题。
比如在现在的中国，“科学”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导致现代汉语中“科学”成了“合理”的代名词。
而无法用科学解释的事物，便被视为“伪科学”，像中医目前就遭到了这样的尴尬。
“民主”也一样。
中国许多人都羡慕西方的民主体制，而视中国传统的政治体制为君主专制体制。
其实这中间也有很多误解与缺乏分析的因素。
 刘毓庆看来这里存在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把中国传统制度说成是“君主专制”，这是在接受了“民主”观念后，对中国传统制度的一种认识。
这种认识尽管代表着一种主流思想已经延续了近百年。
但今天看来，实在有点偏激。
 郭万金中国传统制度是皇权制，这一点毫无疑问，就制度的表面形态而言，是“君主专制”也不假，
但是，这个“专断独裁”的制度居然延续了两千五百多年，而且，正是在这个统治基础之上，华夏民
族造就了璀璨多姿的文化盛业。
按照极端民主主义者的思路，君主专制是最落后的体制。
但是，正是在这个最落后的体制中却缔结了最美的文化之花，而那些最美丽的文化之花，并不是因最
高统治者而盛开的，相反，它们的“美丽”反而引得无数君王竟为之折腰了。
平民孔子受到了后代帝王的尊礼推崇，儒家的经典是古代君王接受教育时的必修课。
如果中国古代君王是完全意义上的独裁统治者的话，那么他们的统治完全可以按照个人意愿来进行，
以个人好恶作为判断标准，但我们在历史上所看到的并不是这样，有些时候，甚至恰恰相反，君王并
不是最自由的。
 姚奠中专制是指最高统治者独自掌握政权、独断专行的统治制度。
中国古代统治以“君主”为中心这倒不假，君主为中心是否就是“专制”？
这恐怕需要分析。
表面上看最后的决断权在君主，好像君主可以凭自己的意志任意行事。
实际并不是这样简单。
在君主之上还有一个东西，这就是“道”，即经书中所提出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
。
君主要在三种力量的监督之下实践这个道：一是民众，《尚书》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
”民众代表着天的意愿，所以统治者要“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
二是谏官，历代都有不同名目的谏官，他们负责发现君主的过失，对其进行直言规劝。
三是史官，皇帝的言行无论对错，史官都要记下来，而且皇帝不许看。
这对皇帝也是一个很大的制约，使他要尽可能地遵守天道。
所以皇帝在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往往要征求大臣们的意见，不敢专断。
但到后来，皇帝的地位越来越高，专制的因素也就大起来了。
在唐代时，大臣与皇帝还可以坐下对话；到宋朝，多数情况下是大臣站着，皇帝坐着；明朝以后，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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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成了皇帝坐着，大臣跪着。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反对皇帝意见的行为也就少起来。
明朝著名的“大议礼事件”就是典型。
嘉靖皇帝是一位“外藩人嗣”的皇帝，他的父亲是一位藩王，可他却要追封皇号，众大臣极力反对，
嘉靖皇帝一怒之下杀了一百多名大臣。
这从表面上看，皇帝胜利了，可是从此以后明王朝也就走向了衰亡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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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姚奠中    著名国学大师、教育家、书法家。
是国学大师章太炎七名国学研究生的唯一健在者。
新中国建立前，辗转江苏、四川、云南等地各高校任教，讲授中国文学史、通史等课程。
1951年，在山西大学中文系担任教授，兼任系主任、古典文学研究所所长多年。
改革开放后，曾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山西省古典文学会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理事等职。
发表过有关文、史、哲方面的论文130 余篇，出版专著23 种。
姚奠中的诗、书、画、印被誉为“四绝”。
他的诗词创作堪称一部现当代历史的记录，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和个性风骨。
书法文化底蕴深厚，被中南海、人民大会堂等处收藏。
    刘毓庆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著名学者。
山西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研究院院长。
他长期从事先秦文学、诗经学、古代文化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卓著，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雅颂新
考》、《诗经图注》、《国学概论》等十余部学术专著。
兼任中山大学教授、山西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等职。
    郭万金    中国社科院文学博士、学者。
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博士论文《明诗文学生态研究》获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出版著作《伟大的传统：诗经二十讲》）、《从文学到经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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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学之道:谈中国人生智慧》编辑推荐：国学大师章太炎唯一健在的研究生姚奠中领衔打造，以传统
国学智慧教你如何开拓人生境界，领悟生存学问！
国学大师章太炎唯一健在的六名研究生之一、当代大儒姚奠中率两代国学传人代表刘毓庆、郭万金倾
力打造。
《国学之道:谈中国人生智慧》是学国学、用国学的实用之书。
学习国学与运用国学的一个桥梁。
集文化使命与社会责任于一体的现实关怀书。
对国学知识的最新诠释、最新理解，在体系上体现了国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立足于国学基础，着眼于国学的知识体系，指导人们做全面发展的人。
大众学习国学，大中学生参加考试的重要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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