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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下，中国的大学日益壮大。
然而，我们的大学生及至我们的知识阶层在一些大是大非的重大事件面前并没有保持应有的清醒与个
人的尊严。
这种精神状况恐怕是基于对人类文明的知识匮乏或者误解⋯⋯    有鉴于此，这套书对人类有史以来的
经典的思想文献进行了选择性的汇集，以期为中国的社会生活尤其是大学教育提供一些基本的精神，
为中国知识界尤其是大学生提供一些基本的观念和知识，以达致中国公民精神境域的提升。
      本卷选录的是古代各大文明的经典文献，展示了与浮华的当代相距最远的那些时代的文明精神。
与那些时代已经隔膜得太久太久的我们，今天暂且坐下，左手捧茶右手展卷，聆听智者的声音，跟随
先哲的足迹，追溯文明的起源，探索人类的精神，或许，可以医好我们的当代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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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　　　　　　　　　　　　　　第四章　　
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得了一个男子。
”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
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
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
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地发怒，变了脸色。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
罪就伏在门前；它必恋慕你，你却要制伏它。
”　　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
“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
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
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
”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
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
”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
”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
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
　　　　　　　　　　　　摩西十戒　　　　　　　　　　　　第二十章　　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像，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
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它，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
恨我的，我必迫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
”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　　“当记念安息日，守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
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与安息日，定为圣日。
”　　“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
”　　“不可杀人。
”　　“不可奸淫。
”　　“不可偷盗。
”　　“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　　众百姓见雷轰、闪电、角声、山上冒烟，就都发颤，远远地站立。
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
”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至于犯罪。
”于是百姓远远地站立；摩西就挨近神所在的幽暗之中。
　　　　　　　　　　　　　　　立王之罪　　　　　　　　　　　　　　　　　　第八章　　撒母
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作以色列的士师。
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是巴做士师。
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
　　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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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你的道。
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
”撒母耳不喜悦地对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
”他就祷告耶和华。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
我作他们的王。
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到如今，他们常常离弃我，侍奉别神。
现在他们向你所行的，是照他们素来所行的。
故此你要依从他们的话，只是当警戒他们，告诉他们将来那王怎样管辖他们。
”　　撤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
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力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
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
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
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也必做他的
仆人。
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
”　　百姓竟不肯听撤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
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
”撤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
耶和华对撤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
”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
”　　　　　　　　　　　　　　二、正义和法律　　正义是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坚定而
恒久的愿望。
　　1．法学是关于神和人的事物的知识：是关于正义和非正义的科学。
　　2．在一般地说明了这些概念之后，朕认为开始阐明罗马人民法律的最适宜的方法，看来只能是
首先作简明的解释，然后极度审慎地和精确地深入细节。
因为如果一开始就用各种各样的繁复题材末加重学生思想的负担，这时候学生对这些还很陌生而不胜
负担，那么就会发生下列两种情况之一：或者我们将使他们完全放弃学习，或者我们将使他们花费很
大工夫，有时还会使他们对自己丧失信心(青年们多半就因而被难倒)，最后才把他们带到目的地；而
如果通过更平坦的道路，他们本可既不用费劲，也不会丧失自信，很快地被带到那里。
　　3．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为人诚实，不损害别人，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
　　4．法律学习分为两部分，即公法与私法。
公法涉及罗马帝国的政体，私法则涉及个人利益。
这里所谈的是私法，包括三部分，由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的基本原则所构成。
　　　　　　　　　　　　三、自然法、万民法和市民法　　自然法是自然界教给一切动物的法律。
因为这种法律不是人类所特有，而是一切动物都具有的，不论是天空、地上或海里的动物。
由自然法产生了男与女的结合，我们把它叫作婚姻；从而有子女的繁殖及其教养。
我们看到，除人之外，其他一切动物都被视为同样知道这种法则。
　　1．市民法与万民法有别，任何受治于法律和习惯的民族都部分适用自己特有的法律，部分则适
用全人类共同的法律。
每一民族专为自身治理制定的法律，是这个国家所特有的，叫作市民法，即该国本身侍有的法。
至于出于自然理性而为全人类制定的法，则受到所有民族的同样尊重，叫作万民法，因为一切民族都
适用它。
因此，罗马人民所适用的，一部分是自己特有的法律，另一部分是全人类共同的法律。
组成我们法律的这两部分的性质，我们将在适当场合阐述。
　　2．每一国家的市民法是以它适用的国家命名的，例如雅典的市民法，如果把梭伦或德累科的法
律称为雅典的市民法，也没有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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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把罗马人民或奎利迭人民适用的法律叫作罗马人的市民法或奎利迭人的市民法。
其实罗马人亦称奎利迭人，这名称是从奎利努斯(Quirinus)一字而来的。
但若谈到法律而不加上哪个民族时，那么，所指的是我们自己的法，正如我们谈到“诗人”而不说姓
名，在希腊人那里就是指杰出的荷马，在我们这里是指雏吉尔。
至于万民法，则是全人类共同的。
它包含着各民族根据实际需要和生活必需而制订的一些法则，例如战争发生了，跟着产生俘虏和奴役
，而奴役是违背自然法的(因为根据自然法，一切人都是生而自由的)。
又如几乎全部契约，如买卖、租赁、台伙、寄存、可以实物偿还的借贷以及其他，都起源于万民法。
　　3．我们的法律或是成文的，或是不成文的，正如希腊的法律，有些是成文的，有些是不成文的
。
成文法包括法律、平民决议、元老院决议、皇帝的法令、长官的告示和法学家的解答。
　　4．法律是罗马人民根据元老院—长官例如执政宫的提议制定的。
平民决议是平民根据平民长官例如护民官的提议而制定的。
平民之不同于人民正像人种之不同于人类；因为人民是指全体公民，包括贵族和元老在内，而平民则
是指贵族和元老以外的其他公民而言。
但自从豪而顿西法通过以来，平民决议已经开始具有与法律相等的效力。
　　5．元老院决议是元老院所命令的和制定的，因为罗马人口已增长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很难
把他们召集在一起来通过法律，所以向元老院咨询以代替向人民咨询，似乎是对的。
　　6．皇帝的决定也具有法律效力，因为根据赋予他权力的王权法，人民把他们的全部权威和权力
移转给他。
因此，凡是皇帝的批复中的命令、在审理案件时的裁决、在诏令中的规定，当然都是法律，所有这些
统称宪令。
显然其中有些是个人性质的，而不构成先例，因为皇帝无意使其成为先例。
如皇帝因某人有功而给予恩赏，或因某人有罪而予以惩罚，或赐与某人额外救助，这些行为都不超越
这一特定人的范围。
至于其他宪令，由于它们是普遍的，无疑地对于一切人都有约束力。
　　7．大法官告示同样具有法律权威。
我们惯常把这些告示叫作长官法，因为这种法是由佩戴勋章的人，即长官的批准而生效的。
市政官就某些事项有时也发布告示，这种告示构成长官法的一部分。
　　8．法学家的解答是那些被授权判断法律的人们所作出的决定和表示的意见。
古时规定应该有人公开解释法律，这些人由皇帝赋予权力就法律问题作出解答，称为法学家。
他们的一致决定和意见具有这样的权威，根据宪令规定，审判员也不得拒绝遵从。
　　9．不成文法是习惯确立的法律，因为古老的习惯经人们加以沿用的同意而获得效力，就等于法
律。
　　10．因此，把市民法区分为两种，是合宜的。
这看来是导源于雅典和拉塞戴蒙这两个国家的不同习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一贯做法是：拉塞戴蒙人
宁愿把作为法律来遵守的东西，记在心里，至于雅典人则宁愿把在成文法中所载的东西妥善地保存下
来。
　　11．各民族一体遵守的自然法则是上帝神意制定的，因此始终是固定不变的。
至于每一国家为自身所制定的法律则经常变动，其变动或由于人民的默示同意，或由于以后制订的其
他法律。
　　12．我们所适用的全部法律，或是关于人的法律，或是关于物的法律，或是关于诉讼的法律。
首先考察人，因为如果不了解作为法律的对象的人，就不可很好地了解法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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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言　　　　　　　　　　　　一　　按儒家经典《大学》的说法，“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
，在止于至善”。
　　此所谓“大学”，当然不是这套书标题中所说的现代教育体系中的“大学”。
　　但是，有万千青年在其中学习和生活的大学，确实应有一种作为主旨的“道”。
而这种道，我想，用“明明德”、“亲民”和”止于至善”来定义，也是相当精辟的。
　　这套书的主旨，也就是这样来定义大学的主旨的。
　　这种主旨乃是大学的灵魂、大学的精神。
没有了它，大学不过就是制造小机器的大机器，在其中奔走的教师和学生，不过就是一群为谋生而营
营不已的“腐儒”，而不配称为古人所说的“儒者”。
　　假如我们用更加侧重于德行的“君子”一词来代替“儒者”，我们会发现，在西方大学发展史上
影响深远的《大学的理念》，竟然同中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的《大学》抱有同样的理念：大学的任务
是培养“君子”，在现代环境中说，即培养具有美德的公民。
　　　　　　　　　　　　　　　二　　然而，如何能够培养“美德”，如何能够“明明德”呢?《大
学》引《书经》说：”顾諟天之明命”，意为要经常顾念或思考上天的“明命”。
而《大学的理念》也主张，要全面地学习人文知识(其中包括神学知识)，要注重自古流传下来的信仰
。
这两本《大学》都提醒我们，仰望在人之上的超越者，是人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所必须的。
　　实际上，在中国传统中，“至善”乃是“圣”的境界；而在西方传统中（以至在印度和伊斯兰的
传统中），“至善”也是神的境界，甚至就是“神圣者”本身。
　　　　　　　　　　　　　　　三　　人的精神是相通的；大学生的精神是与同学、与老师、与大
学的精神相通的。
　　人类的精神是相通的；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是同别的民族、别的时代的精神相通的；一
种文化、一种文明的精神，是同别的文化、别的文明的精神相通的。
　　所以，大学的精神，要汲取各种不同文化和文明的精神；所以，这本书的形式，是尽力采用代表
各大文明精神的文本，向当代大学生和一般读者展示当代人类文明的源流。
现在各大文明之流正在汇聚为所谓“全球化”的大潮，究其最深刻的原因，也许正在于其“源”之共
同、其“神”之相通罢？
　　　　　　　　　　　　　　　四　　就这套书的第一卷即“上古与中古卷”而言，它展示的是人
类各大文明相距最远的那些时代的文明精神。
在那些被称为神权政治和政教合一的时代，宗教作为各文明内在精神的地位是尤其明显的。
所谓轴心时代，实即各大文明以世界各大宗教为核心而成形的时代。
所以，我们要了解世界各大文明的来源及其精神，就不能不了解它们的宗教。
这是这一卷会包含大量宗教经典的基本缘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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