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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
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
　　——胡锦涛　　和谐，现在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热点，更是我们努力追求的共同方向。
　　何为和谐？
中华的传统文化中已经给出了答案，并且做出了多层次、多角度的诠释，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人与宇宙万物、人与自己身心的完美统一。
　　和谐，就是古人说的“太和所谓道”，是世界大同的最高境界。
　　《晋书》有云：“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
”均匀、适当、平衡、稳定，四汇为一，谓之“协调”，便是“和谐”。
　　《尚书·舜典》里说，“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八音相谐，其序
不乱，人乐共鸣，以至天籁。
就像一场盛大的音乐会，乐队要与音乐完美结合，指挥家要与每一名乐手配合得天衣无缝，这就是“
和谐”。
　　孔子说过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一种“人人为社会，社会为人人”的和谐理念。
又讲：“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这
更是一种人人和睦、社会与人完美结合的大和谐。
　　中国古文化中，“和”与“谐”同义，统称为“和”，是中国古典哲学的核心范畴之一，“和”
是状态，是民族融合的凝聚境界；“和”更是动力，是社会进步的助推源泉。
这种思想生生不息，持久地孕育与支撑着中华文化的一脉相承。
可以说，“和”的思想早已在数千年来渗入中国人的骨髓经脉，成为我们中华儿女精神层面不可分离
的重要部分。
　　我们当今社会的和谐理念，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在思
想理念上起到了保驾护航的作用，同时也会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和中华盛世的辉煌再现。
　　中华文化之源《易经》中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天人合一”。
即在万物本源“太极”的核心凝聚下，根据万物规律“易”的变化衍生，形成处理人的身心、人与人
、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关系的最佳和谐模式。
同时，在这部揭示宇宙发展与运行规律的《易经》中，也蕴涵了和谐思想对文化、教育、医疗、宗教
、经济等各个方面的本质论述，我们会在这本书中为大家一一进行诠释。
　　古人云：与自我和谐以规避内耗；与他人和谐以规避人祸；与自然和谐以规避天灾。
通过胡锦涛总书记的讲话，我们知道，中国的和谐社会建设，一直是把人民群众放在首要地位的，因
而，我们既要做到趋吉避祸，公平正义地扬善抑恶，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更要切切实实地提高
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实现创造与享有的高度统一，为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和伟大的民族而奋斗。
　　当然，和谐建设的结果是利国利民，其成功与进程亦在于民。
中华各民族的文化与文明是多样性的，发展模式也是多样化的，通过普及和谐的理念，包容多样、尊
重差异、求同存异，在协调和交流的过程中，实现完美的统一，从而唤起十三亿中国人“天下和谐，
人人有责”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激起大家参与建设和谐社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凝民心、集民智、聚
民力，构建一个符合国家和人民需要的新秩序，最终达到繁荣富强的良好状态，实现国家的和谐，人
生的和谐以及我们大家永久的安宁与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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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当今社会的和谐理念，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和推广，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起到在思
想理念上保驾护航的作用，同时也会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伟大复兴和中华盛世的辉煌再现。

正是为了让大家都能快速进入《易经》学习的大门，少走弯路，不走歧路，所以作者不遗余力的打造
了这套《太极·易》系列书籍。
书中的内容是对我们祖先数千年智慧的全面继承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了重大的破译解密，并且本着携
手推动中华文明发展的信念，作者毫不保留地将本书的内容倾情奉献出来，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和
启迪。
本书为该丛书之一《和谐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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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许文胜，太极管理理论创建人、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清华大学特聘教授等。

许教授是国际少有的新生代著名易学专家、中国传统文化和古科技研究者，在其职业生涯中同时从事
着教育、咨询和理论研究工作。
他秉承“用《易经》理论阐述管理内涵”的宗旨，以对《易经》20年的深入研究结合多年在企业管理
方面的经验，成功建立了太极管理理论。

从2001年开始，许教授应邀在Southern Methodist Univefty、Purdue
Univetty、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央财
经大学、长江商学院等高等学府讲授《太极管理》课程，至今已有近8万人聆听过他的课程或讲座，
受到了众多知名企业家的极大认可。
同时，许教授从2002年开始在国内外进行企业咨询活动，参与指导了上百家企业的管理改造与企业经
营规划，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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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文化
 文化再造——中国复兴的关键行动
 中国文化再造的核心
 中学与西学的“体用”关系
 中国文化再造的手段
 1.中国文化的经典理论决定了我们的文化特质
 2.中学和西学各有自己的经典理论
 3.返璞归真，从儒学中寻找文化再造的答案
 4.以中学为本，重建经典，恢复中国文化的创新精神
 文化遗产——必须为子孙留住的“根"
 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关键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尴尬现状
 非物质文化遗产消亡的原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传统节日——统一中国的文化标志
 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之源和意义
 东西方节日在中国的现状
 中国传统古老仪式的失落
 中国的节日注重整体，西方的节日注重个人
 如何传承我们的节日文化
 1.唤醒文化的自觉意识
 2.改变国家假日体系的组成，增加传统节日的部分
 传统节日的现代商机
 [案例分析]例解传统节日商机——重阳节
 中文和英文——乾坤迥异的文化载体
 汉语与英语的使用特点
 1.汉字具有高浓缩性、信息量大、发音简洁的特点
 2.汉语具有适合交流与记录的特性
 3.汉语是艺术的语言，英语是技术的语言
 4.汉语是联系的，英语是孤立的
 5.汉语和英语构词上的异同
 汉语与英语的思维比较
 汉语是中国人的骄傲
 东西方哲学——一棵古树和一片花草的风景
 先秦哲学
 经院哲学
 佛教哲学
 宋明理学
 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
 笛卡尔的认识论
 康德-费希特体系
 谢林-黑格尔体系
 胡塞尔的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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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西哲学孰优孰劣
 鲁迅——20世纪中国的文化符号
宗教
 儒、道、佛——受宗教影响的中国历史
 被遗忘的道教——科技创新的基础宗教
 中国佛教——快速走向商业化的宗教
 统治需要
 民间迷信
 “伪佛”的出现
 修佛的真正意义
教育
 正统教育——中国发展的原动力
 正统教育的误区
 中国正统教育与现代混合教育的区别
 1.正统教育
 2.混合教育
 正统教育的发展
 正统教育的现状
 正统教育的范畴
 正统教育的模式
 正统教育的本质
 正统教育的特征
 1.系统综合
 2.对应统一
 3.道德入心
 正统教育的再造
 科举制度——辉煌中国的人才选拔机制
 产生及发展
 科举的优点与弊端
 1.优点
 2.弊端
 科考制度对国外的影响
 科考制度给予现代的反思
 科考制度的现代模式
 1.重新定义学生考试内容和考试形式，与用人单位密切挂钩
 2.全面调整国家公务员考核机制，完善选聘条件和录用程序
 《三字经》——古代中国教育启蒙的百科全书
 提倡高尚的道德观
 提倡人民的责任感
 历史知识的普及
 对汉语语感的培养
 对百科知识的涉猎
 附录：《三字经》
社会
 自主创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经典
 概括
 中国特色的自主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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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领导人一直重视自主创新
 郭德纲现象的启示：从原有到创新
 自主创新需要脚踏实地的行动
 中国文化中的创新理念
 裸视伪学者——探索阻碍中国发展的动因
 自信心的丧失源于伪学者的大行其道
 创新力的流失根源
 拜金主义——和谐发展的精神障碍
 拜金主义不应成为人生的推动力
 1.食品
 2.药品
 3.环境
 拜金主义对大自然的严重破坏
 摒除拜金主义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人与自然需要和谐共处
医疗
 函医的发展——H趋完善的疾病治疗学
 西医的起源
 西医的几个特点
 西医重要的发展历程
 西医在中国的发展
 中医的危机——濒临灭绝的系统诊疗哲学
 取消中医中药的闹剧
 中医的危机根深蒂固
 传统医学的尴尬处境
 中医的基础是《易经》
 中医的困境与出路
经济
 太极经济——阴阳合一的国家战略模型
 计划经济的利与弊
 市场经济和自由主义经济
 新的经济应该怎么搞
管理
 太极管理——直击企业核心问题的管理模式
 [案例分析]深圳格兰达集团的标志策划
 [案例分析]北京“阳光上东”社区二期楼盘的整体景观规划
 [案例分析]成都圣地亚家居集团
 太极思维——解析变幻莫测的“企业谜题”
 [案例分析]气急败坏，还是因需而变？
——论华为前员工“侵犯商业秘密”案
 [案例分析]所有者无情，还是经营者无义？
——论新东方集团高层出走
 [案例分析]是依法办事，还是讲究情理？
——论戴尔不承认中国总部员工“过劳死”
 [案例分析]是虚实结合，还是阴阳搭配？
——论携程的“鼠标+水泥”模式为什么会成功
 [案例分析]是文化不融，还是另有阴谋？
——论联想亚信的人事动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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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黄帝阴符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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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体”是形而上的代名词，在中国哲学中，它还暗指道德和心灵。
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是我们最大的一个误区，但是这并不是关键。
　　我们在研究中学与西学的问题时，并不是要搞清楚到底以谁为“体”，而是要完满地实现中国文
化的再造工程，同时又要保证我们文化的血统不受侵犯。
在“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新体新用”等文化争论的浪潮中，本质的问题就是这一点。
　　回顾中国的近代史，尤其是哲学史，就是一部活生生的针对“体”的范畴进行争论的历史。
中国的落后使中国文人首先感受到了文化的生存危机，因此，在我们的文化需要改革的时候，就有必
要站出来维护中华文化的正统性。
　　西学派主张废除儒家文化的正统地位，而中学派则誓死抗争。
清末的一系列变法失败，从文化正统方面来说，是儒家思想变相的护权成功，也是西学派激进手法无
可避免的失败。
表面上看来，这是一场围绕着国家改革的斗争，但它在本质上却是一次试图推翻中国传统哲学“体”
、“用”关系的思维大变法。
　　由此看来，“西学为体”显然是不客观的，是盲目的不自信。
从哲学意义上讲，“体”、“用”关系决定了文化的“体”将是一个民族生存的根本所在，而作为“
用”的实践意义又影响着中国未来文化的格局。
　　“西学为体”意味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将被全部抛弃。
我们需要的是在保留本国文化根基的前提下，进行中国文化改造的软着陆，不管是儒学还是道学，或
者是广义上的《易经》，它们必须是中国文化再造的决定力量。
西学作为一种理论支援，在其中可以起到一个较大的辅助作用，但是还远未复杂到必须用西学将中学
取而代之的地步。
　　近代学者王韬这样讲：“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
”这反映了当时中西方思维观的巨大差异，也是中学与西学争斗的主要战场。
以中学为体，意味着仍然停留在名与实的论证与反论证上，以西学为体，则要通过对整体思维的大变
革，引进西学中关于科学细节的演绎推理模式。
　　还有人提出“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处于主导地位，“西学”应该通过必要的补充，
辅助“中学”。
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非常了不得的，应该说是一个正确的方向。
后来的张之洞则用“身心”和“内学”来定义中国哲学中的“体”，用“世事”和“外学”来定义西
学中的“体”。
同时他认为，应该“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能“两相偏废”。
这跟前面的观点一致，都肯定了“中学为体”的主导地位。
近代的中国学者对于西学大都是持谨慎态度的。
　　但不容置疑的是，无论是以何为体，“体”与“用”的关系始终是不能分离的。
“体”有其形而上的本质，“用”有其形而下的实践意义，无论中学还是西学，都必须体现出这两点
的建设性意义。
　　对于我们的文化复兴来讲，中体西用或是西体中用，都可能是一种谬论。
因为这两种观点的基本精神都是用西方文化的基本特点来弥补中国文化的不足，但是同时又否定了中
国文化的优秀之处，这就造成了现在西方之风甚劲的现况，实在是令人担忧。
　　那些伪学者大肆攻击中学、宣扬西学却无人阻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那正是因为有责任心的中国学者还拿不出一个有说服力的正确方案，来区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
　　我们一直在争论之中，加之中国又处于一个“三千未有之大变局”的形势下，因而提出一个新颖
的、现代化的观点相当艰难。
“中体西用”和“中西会通”在一定时间内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比如近代，比如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
。

Page 9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和谐之道>>

在这种指导思想下中国大量引进西方技术，经济和文化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
现在，到了遇到瓶颈的时刻，单纯的“中体西用”等单一理论已经不能满足中国文化再造的需要。
　　在近100年的学术思想中，关于中学与西学的地位之争，许多学者都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比如陈独秀主张全面欧化，真正地学习西方的民主和科学精神。
但是问题在于，中国文化中并不缺乏民主和科学的一面，而是我们目前缺乏开发和挖掘的手段。
这个手段就是，首先要具备全面开发和改革的勇气，纠正几千年以来中国文化倡导的玄学和儒学中对
于“道”的定义和纠缠，从而释放真正的科学精神。
　　胡适也是强调西化的，他曾经在报纸上撰文，公开主张全盘西化。
从这一点上讲，他是绝对的文化自由主义者。
这种思想遭到了鲁迅的激烈驳斥。
全盘的西化意味着我们要抛弃几千年的文化根基，去接受西学的指导。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所谓的西学，其血统中难以避免地流淌着中国《易经》的痕迹。
　　西方哲学在发现辩证逻辑的过程中，正是由于《易经》的影响，才迅速走上了正确的方向。
认识不到这一点，就无法对中学和西学做一个本质上的比较。
胡适试图用全盘西化的方式，去纠正中国文化中的劣根性和封建性，这种勇气值得敬佩。
但显然，他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没有意识到文化再造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绝没有任何快捷方
便的渠道，更不可能用中西文化更替的方式去实现。
　　后来胡适在临终的时候，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从而说了那句很有名的话：“有条件的厌旧是
可以的，无条件的厌旧则不可，对于旧的事物保持一个合理的保守的态度，可以构成进步的动力。
”的确，这句话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用在对中国文化的改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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