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特色中华国学经典选析>>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特色中华国学经典选析>>

13位ISBN编号：9787544140508

10位ISBN编号：7544140504

出版时间：2010-4

出版时间：沈阳出版社

作者：马荣春

页数：23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特色中华国学经典选析>>

前言

　　文化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当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的中华国学，从失语到升温，呈逐步振兴的良好态势。
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彰显，是激发中国文化创造力的现实表现。
在现实条件下，中华国学怎样才能生存和发展？
“闭关锁国”并不可取， “坐而论道”没有出息。
笔者认为，应该增强自觉意识、开放意识和创新意识，坚持中华文化、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
三结合”，实现大众化、执政化、全球化“三面向”，此应为当代中华国学研究的明智取向。
因此，笔者在撰写《国学精粹古为今用探析》 （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发行）的基础上，
又推出《特色中华国学经典选析》新著，以期达到激活国学、发展国学，滋养中国、丰富世界的目的
。
　　《特色中华国学经典选析》，以“概说”为引领，下分四篇。
第一篇为警句对照30选读，选取30则古今经典观点对照解读，展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文
脉延续，以期实现中华国学古为今用的智慧传承；第二篇为谋略个案30选注，选取30个案典型谋略进
行集注，展示中华国学兵家的谋略风采，以期体现中华国学古为今用执政化的谋略取向；第三篇为中
西赞誉30选例，选取30例对国学赞誉的例证，展示中西方对学研国学的极大关注，以期展现人类世界
学研国学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第四篇为中华国学经典与西方及马克思主义观点结合的30选析，选
取中国、西方及马克思的三十个观点和理念进行比较分析，展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
合力，以期呈现古为今用、中为西用、洋为中用的文化融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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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文化是一个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
当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的中华国学，从失语到升温，呈逐步振兴的良好态势。
这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彰显，是激发中国文化创造力的现实表现。
在现实条件下，中华国学怎样才能生存和发展·“闭关锁国”并不可取， “坐而论道”没有出息。
笔者认为，应该增强自觉意识、开放意识和创新意识，坚持中华文化、西方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文化“
三结合”，实现大众化、执政化、全球化“三面向”，此应为当代中华国学研究的明智取向。
因此，笔者在撰写《国学精粹古为今用探析》 （人民日报出版社，2006年7月出版发行）的基础上，
又推出《特色中华国学经典选析》新著，以期达到激活国学、发展国学，滋养中国、丰富世界的目的
。
　　《特色中华国学经典选析》，以“概说”为引领，下分四篇。
第一篇为警句对照30选读，选取30则古今经典观点对照解读，展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的文
脉延续，以期实现中华国学古为今用的智慧传承；第二篇为谋略个案30选注，选取30个案典型谋略进
行集注，展示中华国学兵家的谋略风采，以期体现中华国学古为今用执政化的谋略取向；第三篇为中
西赞誉30选例，选取30例对国学赞誉的例证，展示中西方对学研国学的极大关注，以期展现人类世界
学研国学的时代价值与现实意义；第四篇为中华国学经典与西方及马克思主义观点结合的30选析，选
取中国、西方及马克思的三十个观点和理念进行比较分析，展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
合力，以期呈现古为今用、中为西用、洋为中用的文化融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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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时代解读　　中华国学儒家的“杀身成仁”和“舍生取义”，体现为伦理道德的极至和奉
献精神的顶级。
孔子讲“杀身”必须“成仁”，孟子讲“舍生”必须“取义”。
他们主张牺牲自我，必须达到“仁”与“义”的预期目的。
何为仁义？
孟子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
”意为仁是人类应该具有的善良之心，义是人类应该遵循的正确之路。
现代诠释，可以理解为为祖国、为民族、为事业、为正义献身，即“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
。
　　为祖国、为民族、为事业、为正义，勇于献身，是中华民族的本质品格，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特色
精神所在。
楚屈原，伤国亡，投江殉国；文天祥，民族魂，慷慨就义；蜀孔明，为事业，“鞠躬尽瘁”；“六君
子”，为正义，血染刑场。
文脉延续，古今传承。
方志敏就义前的《可爱的中国》，展示了为国献身的浩然正气；夏明翰就义前的铿锵“绝句”，彰显
了为正义献身的铁骨铮铮；易水边，琅讶山五壮士的跳崖壮举，体现了为民族献身的不屈品格；焦裕
禄夙兴夜寐的勤政为民，弘扬了为事业献身的赤胆忠心。
综观古今，数不尽的中华儿女、共产党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献身实践，展示了伟大的
中国人民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画卷。
　　生与死的考验，是人生哲学最严峻、最崇高的考验；献身精神，是人类社会道德践履最高尚、最
可贵的精神。
当今世界，正处于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
虽然冷战已经结束，但是天下并不太平，国内外，尚面临着许多生死的考验。
在国外，或“维和”，或“援外”，或“反恐”等，时有需要献身。
在国内，或“禁毒”，或“抗暴”，或“抗灾”等，献身者大有人在。
我国四川省汶川大地震，地动山摇，川峡呜咽。
中华儿女，八方来援。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彰显了中华民族舍己为人的献身品格，谱写了众志成城、见义勇为的动人
篇章。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特色中华国学经典选析>>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