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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亚洲崛起的力量：一本书读懂东方思想》旨在讲解以中国、印度及日本为主的东方思想，精要介绍
了东方思想文化的历史进程与发展规律，视野广阔，贯通古今，通览中国、印度与日本文化的历史，
观澜索源。
广博的知识层面、严密的理论体系，是广大读者了解东方思想文化的权威性、学术性和普遍性的最佳
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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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荀子50岁时来到稷下学宫游学，见这些学者仅仅是在学宫中相互争论，但是在国家治理上
没有实际的作为，为人耿直的荀子便对各界学说学者予以批判，招致这些学者的不满。
 公元前286—前285年，在位的齐闵王出兵伐宋。
得胜凯旋之际，齐闵王十分得意地向朝上的大臣与学者们夸耀功绩，流露出对武力的崇拜。
自此齐闵王开始精兵强将，开始慢慢荒废以德行治理国家。
荀子见状，向齐王进谏，但被胜利冲昏头脑的齐闵王难以听进去荀子的建议。
自己的主张得不到王的采纳，加上齐闵王的表现难尽如人意，荀子心中郁结，离开了齐国，踏上了去
楚国的道路。
 荀子离开后不久，过分武力扩张的齐国因招致他国不满而遭到围剿。
公元前284年，燕国大将乐毅率五国之师攻陷齐国。
齐王仓皇出逃，但也没能免去一死。
齐闵王尝到了亲手种下的祸果的滋味，感慨未能听从荀子的劝谏，但醒悟的时候已经为时过晚，作为
代价整个国家都几乎被灭亡。
 公元279年，燕国惠王更换了将领继续攻打齐国，齐军趁此间隙发动反攻，收复了失地。
齐襄王重新人主都城临淄。
他吸取了前国君的教训，重新召集起逃亡的学者，重新振兴稷下学宫，广纳贤才。
 而与此同时，身在楚国的荀子又遭战事。
秦将白起攻楚，举国兵荒马乱，楚民仓皇迁都于陈。
荀子在战乱中再次回到齐国，参与到稷下学宫的重整工作中来。
由于老一辈的学者有的已逝，有的仍流离失所尚未返回，荀子凭借他的德行与学识，成为了稷下学宫
中最受拥戴的老师。
他曾经“三为祭酒”，多次担任起学宫的领袖，成为稷下列大夫之首。
儒家中的荀子学派，也多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公元前265年，齐襄王卒。
荀子在齐国更难以施展拳脚。
秦国国君听闻，便诚邀荀子去秦国去。
荀子受邀到秦国，并且对当地的风俗、政治、民情做了详实的考察和研究。
在进行了全面了解之后，他劝谏秦昭王应该重用儒士，以德治国。
然而实际上秦昭王也只是表面应付，实则是忙于兼并的战事，对于荀子的建议更是不能加以实行。
荀子只得作罢，再访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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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东方思想源远流长、灿烂辉煌，随着亚洲的崛起，东方思想正在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光辉。
当东方世界的经济崛起，东方人的价值观也将成为世界主流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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