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学精华》 上冊

封面、序言、前言、目录

（1）封面

（2）序言

上下五千年悠久而漫长的历史，积淀了中华民族独具魅力且博大精深的文化。中国文化

是中华民族无数古圣先贤、风流人物、仁人志士对自然、人生、社会的思考、探索与总结，

而且一路下来，薪火相传，因时损益。它不仅是中华民族智慧的凝结，更是我们道德规范、

价值取向、行为准则的集中再现。千百年来，中华文化成为人类文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我们称之为“国学”。国学文化的思想内容主要包括天人和谐的思想文化、顺其自然

的思想文化、世界和平共处的思想文化、民族和谐相处的思想文化、以中和为贵顺应天时的

思想文化、不要过于强求和过高欲望的思想文化、仁者爱人的思想文化、尊老惜幼的思想文

化、追求公平正义的思想文化，以及勤劳朴素、自力更生、自强不息、奋发图强和富贵不淫、

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等优良道德品质。

国学包括经史子集、十家九流。它以先秦经典及诸子之学为根基，涵盖了两汉经学、魏

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六朝骈文、唐宋诗词、明清小说、历代史学等一套特有而完

整的文化、学术体系。从古老的诸子百家开始，中国文化就已经非常成熟。中国的诸子百家，

可以说是世界思想文化主要的宝库之一。中国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一代一代地与时

俱进，将这些优秀的东西发扬光大，以各种文艺形式将其流传下来。中国文化不仅在思想灵

魂上博大精深，而且在形式上丰富多彩、五彩缤纷。中国的音乐、舞蹈、诗歌、图画、书法、

医学、建筑、宗教和经、史、子、集各种文章，都是构成中国文化的内容。

在中国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时代的人，有着不同的贡献。从历史到今天，每一时代



都有他们的大师。这些人或在某一思想领域有独特见解，或在某一种文化形式是领军人物，

他们从不同角度为中国文化思想做出了成就。其中代表有老子、孔子、墨子、庄子、孟子、

荀子、孙子、屈原、司马迁、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苏轼、辛弃疾、关汉卿、罗贯中、

施耐庵、曹雪芹、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熊十力、冯友兰、胡适等人。他们对

国学的继承都有一定的成就，是中华民族杰出的人物，虽然各人建树大小不同，但都为中国

国学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是大师级的人物，其中有些还是世界级的圣人。他们留给中华

民族的精神财富，是值得后人继承学习、发扬光大的。

国学经典，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它是中华民族的立世之本。读国学经典，能提升我们

的境界，安顿我们的心灵，锻造我们的人格，使我们获得无限的智慧。孔子说“君子博学于

文”，就是说一个人真正从各方面提高自己、完善自己，真正改变自己，必须读书，必须多

读文化典籍。著名学者、教育家陶继新先生说：“经典文化如果内化到我们个体的心里，外

化出来就是一道绚丽的风景。因为经典文化可以改变我们的话语方式、思维方式，甚至言行

举止，以至于心灵状态。”潜心于国学的学习，人们就会发现其涵盖了无穷的智慧，并从中

领略到恒久的治世之道与管理之智，也可以体悟到超脱的人生哲学与立身之术。

从 18 世纪到 20 世纪初，中国因种种原因落后于世界。振兴中华，成为几代人共同奋斗

的目标。今天，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正在逐步发展壮大，中华民族的复兴指日可待。不过，

这种复兴不仅仅是政治和经济的复兴，更重要的应是文化复兴。为此，倡导中国国学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本书依据相关的史料、文献，尤其是最新的考古成果，对“国学”即中国学

术的精华、神韵，进行了简明扼要的概述。凡有确凿而翔实的资料佐证的，则大胆地提出，

不乏独到的见解，而尚缺乏确凿、翔实的资料佐证的，则留作疑案，绝不臆测和妄断。所以，

我认为本书是一本以科学、严谨的态度重新审视、研究国学的比较全面、系统的新作、力作，

对于人们重新认识、研究、普及国学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

国，关键是要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为人民

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本

书的出版无疑会对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精神、实现“中国梦”起到积极作用。王伟先生

长期致力于国民心理健康的研究、推广，撰写出版过若干心理学图书，希望他能在中国国学

文化的研究、推广领域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也相信读者能从中获得非凡的教益。

关山越

2015 年 4 月 1 日于北京

（3）前言

国学一般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秦砖汉瓦，自汉代以来，国力鼎盛，

海外又称大汉民族之学为“汉学”。考据学证实“汉学”一词在南宋已较常见。“汉学”所指

为两汉时期的经学学术思想。海外所指汉学为大汉民族之学，即对中国的研究，尤特指关于



中国的语言文化、文学、历史和风俗习惯的研究，囊括中华六艺五术，六艺指礼、乐、射、

御、书、数等六艺，五术指山、医、卜、命、相等五术，更有宽泛的解释，把百家之术，如

儒、释、道、兵、法、墨等百家之说收于国学囊中，如此，则五术六艺诸子百家之说，都称

为“国学”，其中除了佛教是外来宗教，基本全是诞生于中华本土，所以，国学又称为“中

国学”。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

术等等。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

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名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普

遍说法如国粹派邓实在 1906 年撰文所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

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

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其中

以儒家哲学为主流；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

史，其他列从属地位；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

为重，尤倾向于经部；以国学大师章太炎《国学讲演录》所分，则分为小学、经学、史学、

诸子和文学。

人们常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历史悠久，在世界文化的格局中独树一帜，那么中国文

化的精神究竟是什么，应该来怎样界定。著名学者冯友兰先生在抗日战争期间，写了一本《新

原道》，副标题叫作中国哲学的精神，所谓哲学的精神也就是文化的精神。冯先生认为，中

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不相同的地方，关键在于贯穿了一条“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

神。“中庸”是指现世生活的人伦日用之常，“高明”是指人对宇宙的完全觉解和超越的天地

境界，不脱离现世生活而又追求超越的境界，天人合一，这就是中国哲学的精神，也是中国

文化的精神。

在中国历史几千年的长河中，中国人一直是把阴阳协调、刚柔并济当作理想的目标进行

不懈的追求，尽管由于各种各样复杂的历史原因，理想未能实现，仍然是始终坚持，毫不动

摇，这就形成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称之为中和、太和，也就是和谐。今天我们学习国学，

就应该通过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站在文化精神的高度，来深入体会和谐理念的内涵，并且

与时俱进，进行现代的转化。进入 21 世纪，构建和谐社会，共建和谐世界，这两个关键词

已经由中国走向世界，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表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日可待，千年的理想

即将变为活生生的现实。

国学中最精华的内容在于国学观。它首先是自然国学，阐述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

三，三生万物”的含义，一阴一阳谓之道，这对于高速运转的现代社会的人们有着相当深刻

的教育意义。其次是生命国学，国学是油盐酱醋茶，是吃喝拉撒睡，是生老病死故，是衣食

住行修，是成人成才成圣成贤，是成长成功成熟大成。在市场经济商品社会的今天，在权钱

和欲望涌动的今天，国学的普及和传承已经变得尤为重要。国学还是家庭国学，强调“一家

兴旺，国家兴旺”，在强调个性解放以及民族创新的今天，我们尤其需要强调人类一家、地

球一家、宇宙一家的家庭国学观念。

国学不仅仅是传统文化、先进文化、时尚文化，也不仅仅是自然国学、生命国学、家庭

国学，而更是一种起源于原始太初而传承于历史现实的、活着的、正在继续的中正文明、和



谐文化，是中华民族核心的价值理念和追求，是数千万年来中国人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

活方式、生产方式的高度总结，是中华母亲的乳汁，是中华儿女的血脉、精神和灵魂，是中

国人信仰的天空和大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接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今天，老百姓

国学有可能让我们更加真实而幸福。

中国几千年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一直强调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积极的、正向

的关系，而国学早就存在于泱泱华夏之邦，早就孕育于绵绵不绝、悠久灿烂的中华传统文化

经典教育与文明的深厚土壤之中。我们有幸生长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度和伟大的时代。不管

你是满怀梦想，还是饱经世事，国学都将对你的人生产生强大的力量，使你的生活发生根本

性的改观，在轻松快乐的生活中领悟和掌控自己的命运、人生真谛与宇宙规律的智慧，从而

提高生命品质和幸福感指数，使你在当下和未来的日子拥有幸福和成功的人生。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有五千多年的历史，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为什么它能

延续下来？因为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核心。国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总称。它是一个国家治

国、齐家、修身的所有学术、文化的总和，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所有门类。国学不

仅是高扬人类至善至美的人格典范，而且以数千年的历史证实创造永久和平才是人类健康的

发展方向。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曾聚集和引导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诗人作家，从

而使饱经忧患的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历尽战乱而不倒，终于建立起今天这样一

个强大的新中国。

国学，兴起于 20 世纪初，鼎盛于 20 世纪 20 年代，80 年代又有“寻根”热，90 年代

“国学热”再次兴起遂至今，人们急需一本国学培训教程。国学博大精深，内容浩如烟海。

但目前国内还尚未见到一本全面介绍国学精华的书籍。本书正是为了弥补这个缺欠而编写的。

本书不仅是一本帮助人们认识、研究国学的指导性读物，而且也可以作为大专院校相关专业

的培训教材。希望本书的出版能给读者以知识和力量，能切实起到帮助读者提高文化修养和

人文素质的作用。因编写水平有限，书中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和错误，我们诚恳地希望

读者批评指正，以期本书能不断改进和完善。

编者

2015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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