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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推广经典诵读、培养新世纪人才的和熙春风，正在席卷中华大地和东南亚各国，并且在整
个西方世界悄然传播。
经典诵读培养人才的科学性和无法估量的人文功用，正在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和应用。
各类传统经典读物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面世，各种诵读方法也大量涌现，使人目不暇接。
　　享誉中外的当代国学名家熊春锦先生，医学底蕴深厚，他从传统中医和现代西医的人体生理学角
度，结合经典诵读进行长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套完整的经典诵读理论和方法，在经典诵读教育领
域独树一帜，影响深远。
因其经典诵读教育方法具备提纲挈领、重点突出、符合人体生理功能等鲜明特点，因而在推广应用中
效果卓著，成为海内外广大读者喜闻乐见、广泛运用的方法之一。
　　熊春锦先生认为：人类后天的智性和先天的慧性，是一个完美的、协调统一的大系统。
在“智”与“慧”之间，“智”为后天每日所知，是后天学习知识的积累，储存在大脑的浅表层；“
慧”为先天性认知，是本性的流露，这一类认知储存于大脑的深质层，而这一部分占据了大脑的主要
空间，是需要开发的重点区域。
并且大脑深层慧性的开发，必须依赖道德心灵能量的支撑，慧心开而大慧生。
慧心供应能量，而大脑调集使用。
只有慧心德能的上达，才能最大效果地在大脑中产生开慧益智的功效。
“心为神脏，脑为神腑。
”（《黄帝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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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慧与智同步开发是民族教育的根本。
中华民族丢失科学创造力源泉的原因，在于丢失传统根文化中的“慧性”教育，仅进行“智性”教育
，从而残缺了重要的一半。
　　本书是国学名家熊先生近年来倾心于宏扬中华民族优秀道德根文化，着力于继承、研究传统文化
宝库中的精华，凝聚、提炼出道德文化精髓——“德慧智”三个字，形成了独创性的“德慧智”教育
理念和经典诵读实践的科学方法论。
本书以老子《德道经》为主纲，通览道学、易学、儒学精髓，创立了“一元四素论”、“三因论”等
传统道德根文化的大系统论和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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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熊春锦先生，字厚金，号空净，当代国学名家，现任欧洲中国康复养生学院院长、欧洲中华道德文化
研究促进会第一主席、新加坡南洋文化发展公司董事长、新加坡人类道德促进会永久名誉主席、世界
华人艺术家联合会理事、北京德慧智教育科技中心董事长。

　　1948年，熊先生出生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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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第一章 未来教育的根本——慧与智同步开发世界历史上各民族或国家每一次文化的复
兴都有一个规律，那就是必须回到文化的源头上，温故而知新，吸取知识营养再前进，才能绽发出无
比灿烂的光辉。
我国要想实现民族文明的复兴，就必须抓住道德文化的复兴，因为道德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文化
，道德是民族精神的食粮。
德国思想家亚思德尔思说过，2500年前，人类出现了一个轴心时代，中国有孔子、老子，古印度有释
迦牟尼，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各自创造了自己的文明，影响了两三千年的社会。
我们可以看到在世界上的这三大文明中，古印度释迦牟尼所开创的文明，历史上早已经汇人了中国老
子和孔子所创造的文明之中。
中西文明也就构成了影响世界发展最大的两支文明体系。
而且自16世纪以后，中国文明西传欧洲，推动着西方文明的前进，老子的思想像永不枯竭的井泉，滋
养着中西文明在21世纪的大融合。
第一节　中西对比分析慧识教育的失落比较中西两大文明体系发展的起落进程，我们可以客观地发现
，在16世纪之前东方文明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越于整个西方。
然而在16世纪以后，西方文明发展的速度却反超中国，将中国甩在身后。
对于中国文明发展史为什么会落后于西方，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形形色色的观点和立论。
有的承袭西方的评价，有的继承五四时期的观点，有的则标立新论。
总体而言，许多学者都是将眼睛盯着西方文明发展的瑰宝——“逻辑推理，实验证伪”两大方法论进
行反思，认为中国文明的发展缺乏这两样法宝是根本原因所在。
某些著名学者甚至诿过于《周易》，说《周易》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国古代没有产生科学思想的罪魁祸
首，指出以《周易》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重“归纳法”、重“天人合一”，没有推演法、没有还
原论才造成了中国文明发展的落后，批评中国古代缺乏理性思辨、逻辑推理的思想，而这方面正是引
发现代科学方法产生所必须具备的思想要素，古希腊哲学家们则更擅长于理性思辨与逻辑推理。
但是这些学者却未能高度重视古希腊的哲学家们，他们推理的基础更多的是建立在从直觉而来的“先
验假定”上。
近代许多学者为了维护自己是百分之百的唯物主义者，都主动回避对西方式直觉、对西方关于灵感的
探索与研究，甚至于否定直觉与灵感的客观存在性。
如果丢掉一个事物生发的来源和起始，仅仅用结果去判断事物的对错，不用本因、内因、外因全面进
行分析，其实也并不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
翻开中国春秋战国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并不缺乏理性思辨和逻辑推理的思想和方法。
而且，我们要看到，爱因斯坦早就断言，创造并非逻辑推理的结果。
莱布尼茨这位德国启蒙运动中伟大的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被称为德国
以及欧洲历史上最后一个各学科的通才，他的逻辑推理不可谓不精妙，可是他却说：“因为问题在于
证实古代中国人的学说的价值以及古代中国人远远胜于近代人。
”天才发明家爱迪生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天才的名言：天才那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
但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重要。
这些人类科学队伍中的佼佼者，他们的逻辑推理和理性思辨难道连我们都不如吗？
他们为什么不像我们这样去推崇和迷信“逻辑推理”，而是一针见血地指出创造性不是来源于逻辑推
理。
莱布尼茨都能坦然地承认我们的祖先“远远胜于近代人”，爱迪生“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
比那99％的汗水都重要”这句话不就是在指出创造力的来源吗？
诺贝尔奖得主普里高津曾经说：“中国文化是欧洲科学灵感的源泉，欧洲近代文明和科学技术飞跃发
展与中国传统文化输入有直接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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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学道德经典导读》是德慧智教育系列丛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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