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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二字在古文字中的文化内涵值得注意。
甲骨文中“文”字作“父”，或写作“父”。
赵诚先生认为“象分理交错之形，即后世纹理、花纹之‘文’的本字。
”金文中有写作。
按：“文”有天文、地文、人文。
文之本字依形推测似为站立之人形。
中间花纹或为纹身之标志。
金文中有取“心”形者更有意蕴。
“化”字甲骨文作，从“人”。
一正一倒，赵诚先生以为“构形不明，甲骨文用作人名”。
依形追意，似为辗转反侧之人。
可引申表示变化之“化”。
据此，文化二字本身就是以人为主体创造的。
文化思想的要害就是“以人为本”。
具体说来，天文即日月星辰的相对固定序列定日夜、定晨昏、定节气、定历法；地文指山川草木及五
岳等；人文即指人本身、本质以及人与自然的冲突与合一、人与社会所形成的生产关系、伦理、道德
、法律、宗教、制度等，还包括人类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所创造的文学、绘画、雕塑、书法、戏曲、
音乐、民艺、建筑等各类艺术。
总体来说，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是以“道”、“易”思想为核心，同时融汇了道家、儒家、法家、
墨家、名家、兵家、阴阳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等诸子百家和外来文化思想的精髓。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思想有两个主要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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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过去是未来的钥匙。
创造性地承继华夏先祖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从五千年华夏文明中汲取有益的智慧，是本书写作的宗
旨。
    《易传》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
书稿作者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入手，以或冷静、或深沉、或热烈、或隽永的笔触，构画出儒道
佛的精髓，传统哲学的智慧，政治文化的睿智，伦理道德的凝重，文学艺术的精粹，古典美学的魅力
，科学技术的辉煌，以及对中国文化的理性审视和未来展望，从多角度、多层面展示了中国文化的整
体景观和无穷魅力。
独特的视角，新颖的体例，深邃的思考、洗练的文笔，令人耳目一新，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本书作为国家十一五规划教材，既可供高校“中国文化概论”课程教学使用，亦可为社会各界关注
、热爱中国文化的广大读者阅读、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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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一、文化精神的意旨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    （一）以
人为本    （二）儒道互补    （三）持中贵和    （四）实践理性　三、继承与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    
（一）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爱国精神    （二）追求崇高的人格精神    （三）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    （
四）厚德载物的兼容精神第二章《周易》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周易》概述    （一）概述    （二）思
想  　二、《周易》与中国文化    （一）易象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    （二）易辞与中国文化的语
言表达方式    （三）易数与中国文化中的诗性逻辑    （四）易理与中国文化的哲学境界第三章　儒学
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儒学的发展历程    （一）先秦儒学  　（二）汉唐经学　  （三）宋明理学　  （
四）明清实学　二、儒学的基本特质　  （一）天人合一　  （二）礼仁一体  　（三）内圣外王　  （
四）致中和　三、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及其影响　  （一）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思
想　  （二）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各个领域的影响　四、儒学与现代社会　　（一）儒学与社会稳定
　　（二）儒学与民主政治　　（三）儒学与经济发展　　（四）儒学与精神文明第四章  道家与中
国传统文化　一、道家思想产生的背景　二、道家哲学　  （一）老子的哲学　  （二）庄子的哲学　  
（三）老庄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　三、道之艺术　四、道之宗教　  （一）何谓道教　  （二）道教的
发展历程    （三）道教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第五章　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佛教史略    （一）释迦
牟尼    （二）原始佛教的基本教义⋯⋯第六章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第七章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第八章 中
国传统兵学文化第九章 科举与中国传统文化第十章 中国古典文学第十一章 中国传音乐第十二章  中国
戏曲文化第十三章  中国绘画、雕塑与传统艺术第十四章  中国书法艺术第十五章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第
十六章  中华经典与中国人文精神第十七章  走向世界的中国文化参考文献与推荐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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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袖英国著名学者汤因比认为，在人类历史上总共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
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有的衰落了，有的消亡了，有的中断过，有的被征服过，至今尚存七大或
八大文明。
中国文明绵延数千年之久而从未中断过，业已成为世人瞩目的“东方之谜”，体现出中国文化的强大
生命力。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表现，对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发挥着重要功能。
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继承与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积
极的现实意义。
一、文化精神的意旨文化作为一个十分庞杂的体系，林林总总，包罗万象。
它就像我们周围的空气一样，除了看不见，摸不着，几乎无时不在，无处不存。
文化的概念也相当宽泛，历来众说纷纭。
目前，学界一般都认同，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一般可分为物质的、制度的
和精神的三个层面。
它与“文明”的概念相近，以致于许多中外学者往往把“文化”与“文明”相互通用。
中国《辞海》中说：“文明，犹言文化，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即为典型。
狭义的文化专注于人类的精神成果，即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
从逻辑上说，后者从属于前者，狭义的文化相当于广义文化的深层结构——精神层面。
研究狭义的文化当然离开不广义的文化这个宽阔背景。
这正如汤因比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所说：“为了便于了解局部，我们一定要把注意焦点先对准整
体，因为只有这个整体才是一种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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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历经两个寒暑的伏案写作和不断修改，这本凝聚着我们心血的小册子终于完稿并即将与广大读者见面
了。
这部书稿是我们多年在西安交通大学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中国传统文化系列讲座”的教学过程中逐步
形成的。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这个系列讲座在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受到同学们的普遍欢迎。
从1996年建课初始到今天，作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计划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已
经发展成为西安交通大学的一门具有影响力的公共必修课程，并于2003年先后获得“校级精品课程”
称号以及“省级精品课程”称号。
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我们深切地感到：一本好的教科书应当是，既可比较客观、准确地反映该学科的
一般发展趋向，又能充分体现作者的思路和个性风格；既要注意引导读者能够使用本学科的“专业”
语言来思维并表达，又要明快生动、引人人胜；既能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该学科领域的知识体系，
同时又给读者留下足够的思维空间。
讲授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尤其需要一本融学术性、思想性、知识性和可读性于一体的教科书，这成
为我们编写这本书的最初动机和写作时的指导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中华民族的文化典籍和文献更是浩如烟海，使我们难以系统把握并
准确阐述它的博大与精深。
因此，我们选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若干层面，试图从中国走向现代化和面向21世纪发展的视角中，审
视和把握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特征和走向。
本书名日《中国传统文化精义》，正是取《易经》所言“精义入神，以致用也”之意也。
本书的体例采用专题讨论的方式，全书分17个专题，各专题的执笔者大都是在各自的领域里有专长、
有研究、有心得、有造诣的中青年学者，有的还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专家。
他们的思考和文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风格。
在写作和统稿时，我们主要着力于全书在框架和思路上的整体性，而没有刻意追求写作风格的一致性
。
我们力求让各专题既各自成章、相对独立，又尽可能地互相呼应、相映成趣，使全书前后衔接，浑然
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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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传统文化精义》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传统文化精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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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