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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张岂之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文字与图片加起来，不超过20万字，这样也许更加方便读者阅读
。

　　《张岂之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拘泥于文艺创作之类的专业性研究，可从比较开阔的视野去选
择性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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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岂之先生，1927年生，江苏南通人，长期从事中国思想史研究，著名思想史家。

　　曾就读重庆南开高中，1946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受到良好的人文教育，听过汤用彤、朱光潜
、张颐、贺麟、郑听、容肇祖等著名教授讲课，自此走上了学术研究的道路。

　　1949年受侯外庐先生关于中国思想史的专题课影响，开始步入中国思想史研究。
1950年北大毕业，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

　　1952年到西北大学任教。
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担任侯外庐先生的助手，参加学术研究。

　　现任西北大学名誉校长，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西北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
《华夏文化》（季刊）主编。

　　从1995年开始，参加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工作，曾到多所高等学校给大学生们讲授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参与主编《宋明理学史》，自著和主编的著作有《中华人文精神》《儒学·理学·实学·新学》
《中国思想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十五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思想学说史》（六
卷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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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张岂之
第一辑 中华文化的源头
追本溯源的意义
关于“忧患”与“和谐”
从“以民为镜”到“以人为本”
关于“弘扬中华文化、建设民族精神家园”的理解
关于中华文化的源与流
第二辑 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关于中国史学学派
白寿彝先生与侯外庐先生的学术友谊
“修辞立其诚”与冯友兰先生文风的特征
任继愈先生的学术研究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特色
匡亚明先生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观点
第三辑 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
关于中华文化的“会通”精神
从“天人之学”看中华文化特色
我读《道德经》
书院与文化会通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思想研究
中华文化与“和谐”理念
儒商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我国人文学术研究展望
研究“浙学”的重要意义
孙中山先生与中国传统文化
第四辑 文化自觉与文化育人
关于文化自觉与社会发展的几点思考
博士生导师的学术责任
关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与文化育人
大学文化素质教育与“文化理念”
文化传承创新与大学使命
清华的人文传统
附录
人文精神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灵魂（《西安日报》记者采访）
一张岂之教授谈中国传统文化
张岂之：“会通”精神助推人文繁盛（《儒风大家》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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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从历史演进的顺序来看，从先秦立即跨人西汉，似乎有些仓促。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统一的以皇权为核心的国家，主要崇奉法家学说，又有“焚书坑儒
”之举，十几年而亡。
从表面看，秦代好像对于中国思想文化没有多大影响，但是仔细分析，秦代作为一个大的历史背景，
在研究中国古代儒学时不能忽视。
所以，从秦朝开始，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允许多种类、多层次的管理制度；农耕与游牧两种经济类型
构成了秦以后中国封建制社会中经济的主体。
这些是保证中国境内数十个经济文化有很大差异的民族能够统一于一个国家之内的主要原因，这样的
客观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等）适合于根据《春秋》“大一统”观念的儒学的生存和发展。
而儒学在其漫长的发展进程中，能够吸取本域的其他学说以充实自己，对外域传人的思想文化也加以
研究、吸取，使自身更加丰富、成熟。
因此，一部中国儒学史可视之为儒学与域内外思想文化的融合史、或会通的历史。
 二、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 西汉时期大史学家司马迁倡导“究天人之际，通古
今之变”的天人之学，这是促进我国古代自然科学发展的理论观点。
但是，在关于儒学思想的研究中，以往对儒学与我国古代自然科学的关系却缺少深入的研究。
研究古代科技的专家，一般不研究儒学；而研究儒学的人文学者往往没有精力去涉猎中国古代的科技
。
 东汉时著名自然科学家张衡具有儒学的深厚修养，“通《五经》，贯六艺”。
魏晋南北朝时期自然科学有很大创造。
如魏晋时期的刘徽，南北朝时期的祖冲之，北魏时作《水经注》的郦道元，还有晋朝葛洪（他出身于
儒而人道）等等。
对于这些兼具古代科技发明而又有文化修养的科学家，只是研究他们在自然科学上的贡献，而忽略传
统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不能不说是一个不足。
 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儒学重人事、轻自然，不能促进古代自然科学。
这有些简单化了。
英国李约瑟博士关于中国古代科技的论述，对道家思想推动自然科学作了较深入的分析，但是对于儒
学与自然科学关系的论证还有所不足。
 历史告诉我们：世界上近代的自然科学，其故乡不在中国，而诞生于西欧，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
出现密切相关。
17世纪西方科学革命时期，天文学与物理学领域的变革是先导，接着是数学与方法论的创新。
而当时中国尚处于明、清封建社会的后期，缺少推动自然科学变革创新的强大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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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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