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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是中国人的伟大创造，蕴含着中华民族对整个世界所作的无与伦比的伟大贡献。
因此，努力探索、发掘和在研究民族文化的历史遗产，为当今的现实社会服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
项重要任务。
文化是人的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是一个动态系统，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
从过程的意义上看，文化一方面是在人和自然基础上不断创造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是对人和自然不断
改造，使人不断从动物状态中提升即不断人化的过程。
只有充分认识文化在这两方面的价值，理解这种创造还包含着人自身的改造，文化研究才更有意义，
文化建设才更有针对性。
因此，本教材一方面注意对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结构、基本精神与历史线索的研究与介绍，另一方面十
分注意结合社会现实需要对当今文化体系的建设作出深情呼唤。
而后乾的实现是当今仍至今后几代中国人的伟大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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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到了隋唐时期，佛教和道教广泛流行。
尽管如此，当时一些学者仍以儒家学说为武器，与佛道二教展开较量，其中以韩愈最为著名。
韩愈着重驳斥了佛教的虚无主义和出世主义。
他依据《公羊春秋》的“夷夏之辨”，把佛教宣布为“夷狄之教”，把仁义道德宣布为“圣人之道”
。
他认为中国的“圣人之道”高于“夷狄之教”，推崇佛教就是毁灭“圣人”所创造的中国文化的精华
。
因此，他认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就是继承从尧舜到孔孟的儒家道统，使人服膺仁义，复兴儒学。
韩愈的努力和成就，在儒学的发展历程中起了承先启后的作用。
晚唐五代，梁、唐、晋、汉、周政权更迭不断，朝秦暮楚，战乱频仍，人心思定。
宋朝建立，政权一统，时代呼唤学术与文化的重建，致使宋明时期，理学持续兴盛，终成注重义理之
风。
理学是融儒、释、道为一体的新儒学，在哲学的思辨程度上高于前代，但其本质仍是以伦理观为核心
，即反映了学术思想的不断发展，又反映了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
作为理学奠基者的程颢、程颐以“理”或“天理”为自然界与社会的最高原则，其实质则是封建社会
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
二程认为天理与人欲关系是个人的修养之道中必须处理好的一对范畴，而修养的最高境界是仁。
他们以“敬”为基本的修养工夫，强调“涵养须用敬”。
所谓“敬”，就是强调保持社会稳定，建立等级社会秩序的合理性。
二程认为，要建立和谐的社会秩序，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一个个体，确立诚意正心的态度，遵守伦理关
系的各种规定是十分重要的。
南宋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以“理”为本的天人合一宇宙观，给传统儒学赋予了哲理性和
思辨性。
他提出的“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提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即物而穷其理”的命题，在认识
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朱熹的格物穷理的目的是要“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①，即是要为人们的文化实践确立
道德的最高目标，构建人的修养体系。
儒家认识论的伦理化特点，在朱熹这里得到了新发展。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到，走向成熟期的传统文化，与儒学传统的确有着重要的关系。
儒学以伦理道德为核心，在封建社会中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信仰，从而既确立了虔敬的人生态度，又
避免了整个社会陷入宗教迷狂。
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学术上广纳博采、兼容并包，最终镕铸了儒释道合流的学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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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经20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我和徐仪明博士成为朋友。
90年代初，我们第一次合作，编写了由张岱年先生题写书名，由石训先生作序的《中国文化论纲》。
这是一次成功的合作，该教材出版后，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好的反响。
进入新世纪以来，科学技术裹挟着时代飞速发展，教育国际化的趋势、素质教育理念的推行、扩招带
来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趋势，促使我国高等教育进行全面改革。
新世纪的到来，一大批新的本科院校的设立、高等学校的结构调整、高等学校的教育质量都在深情地
呼唤着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教材建设。
就在这时候，教育部“十五”教育科学规划项目——《新世纪地方高等院校课程改革与教材建设研究
》课题组邀我加盟，主持其中一个子课题。
于是，有了我和徐仪明先生在该领域里的“第二次握手”。
我们初定课题组人员名单，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
经过子课题组5所院校7位同仁的共同努力，最后将成果结集成为这本适用于新世纪素质教育课程建设
的教材。
本教材由陈江风任主编，徐仪明、李世桥任副主编。
各章的作者分别是：第一、第七、第十一章、后记部分由陈江风教授（南阳师院）撰写。
第二章第一节、第三章由李世桥副教授（南阳师院）撰写。
第四章由汤广全先生（玉溪师院）撰写，其中第四节由陈江风添加、改写。
第二章第二节、第五章由王仁宇副教授（南阳师院）撰写。
第六、第十章由徐仪明教授（河南大学）撰写。
第八章由李富华副教授（雁北师院）撰写。
第九章由钟坤杰副教授（曲靖师院）撰写。
统稿工作由陈江风、徐仪明教授承担。
李世桥副教授担任联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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