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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有幸参与《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编审工作。
十多年来，拜读了许多学者的著作，受到很大教益，值此200部丛书整体出版之际，对丛书的作者谨致
衷心的感激。
　　这部丛书的主旨是遴选在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中有杰出成就的人物，总结他们的思想活力和业绩
。
正如匡老所说：“这是中国思想文化的优秀传统，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
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　　我曾提出这部《丛书》的五大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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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书主要论述了七个问题。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大体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人文精神；另一部分是反人文精神
。
第一部分以孔孟为代表，是一种重人道、尊理性的精神；第二部以韩非为代表信奉“法术势”，强调
极端的帝王专制思想以及以纵横家和杨朱为代表极端的追求升官发财和私利的思想。
    第二，上述两种传统文化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同时发挥作用。
它们相互交错、重叠，形成一幅复杂纷纭的局面，也使得中国社会历史呈现曲折发展的态势。
    第三，传统的人文精神创造了高度发达的中国古代文明。
这种精神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封建社会制度的自我调节机制和两项基本国策——重农政策和尊重知识
、尊重人才的科举取士政策。
这对秦汉以后统一的封建大国的形成、经济文化的发展、封建社会制度的长期延续起了巨大的作用。
    第四，揭露了封建专制社会反人文精神的主要表现形态：极端的帝王专制和政治腐败；论述了极端
的帝王专制和腐败成为社会近代化的巨大阻力和近代反侵略正义斗争每战辄败的根本原因。
    第五，历史又告诉人们：封建王朝被推翻，民国建立以后，政治专制与政府腐败并不能随之消灭。
这引起人们的深思：将政治专制与腐败说成是封建制度的产物是正确的，但又是不够的，还有更深刻
的根源。
这种根源就是人追求富贵和私利的欲望的恶性膨胀。
    “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
欲望的形成与欲望的历史作用都具有两重性。
欲望的形成有社会因素，也有生理因素；欲望的社会作用有消极的一面，也有积极的一面，因此欲望
无法消灭，也不能消灭，只能节制。
古人提倡义利结合，以节制利欲的膨胀，正反映了欲望的两个两重性。
义与利结合，将世俗欲望节制在不出现极端的专制独裁、极端的追求升官发财、尔虞我诈和损人利己
的范围以内，这是弘扬人文精神适应时代需要的第一个两结合。
    第六，节制世俗欲望需要提高道德素质，这需要继续弘扬人文精神。
继续弘扬人文精神重要的问题是使人“认识到自己是人”，而且要重视“内省”工夫和“思辨”能力
。
    第七，在当前的形势下，弘扬人文精神还需要重视研究自古希腊以来西方的人文精神，吸取其精华
，并寻求中西人文精神相互结合，相互“取长补短”。
人文精神的内涵，概括地说就是尊重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
这对中国和西方来说，都是适用的。
但中西方人文精神又各有其着重点：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着重点是强调人道仁政和道德教化；西方自古
希腊罗马以来人文精神的着重点则是追求民主人性和科学技术。
这两方面“取长补短”，将会使人类的人文精神提高到一个与时代相适应的水平。
这是弘扬人文精神适应时代需要的第二个两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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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澳门运往果阿的生丝，自1580至1590年每年约三干余担；1635年，有人记载每年多至六千担。
葡船自澳门运往长崎的中国货物亦以生丝及丝绸为主。
在16、17世纪间的五十余年内，每年少时约为一千五六百担，多时约三千担，16世纪中叶后盛极一时
的长崎、澳门贸易，到了1639年为日本政府所禁止。
　　第三，与荷兰商人的贸易。
　　荷兰人于1602年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在下港（Bantam）设立商馆。
1619年荷兰人又在爪哇巴达维亚（Batavia）建立基地。
17世纪初期，中国商人每年都把生丝、丝绸、瓷器、麝香及其他商品运往下港出售；回航时输入胡椒
、檀香、象牙等货物。
　　1624年荷兰人占据台湾以后，又在台湾收购生丝等中国商品，运往欧、亚各地出售。
1627年，荷兰船只由台湾输往巴达维亚转往荷兰的生丝，共值560，000盾，输送日本的更多至620，000
盾，除生丝外，荷兰人又大规模扩展中国瓷器出口贸易以及茶叶的出口贸易。
　　由于贸易顺差，中国商船从荷兰商人手中获得大量白银。
1625年驶抵巴达维亚贸易的中国商船，其吨位有如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回航船队那么大，或甚至更大。
在1644年抵达巴达维亚的中国商船一共八艘，输入货物3，200吨，但这些商船自巴达维亚运往中国的
货物，1637-1644.年间，每年只有800-1，200吨，由于贸易顺差，中国商船离开巴达维亚返国，经常运
走大量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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