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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有人将文化比作一条来自老祖宗而又流向未来的河，这是说文化的传统，通过纵向传承和横向传
递，生生不息地影响和引领着人们的生存与发展；有人说文化是人类的思想、智慧、信仰、情感和生
活的载体、方式和方法，这是将文化作为人们代代相传的生活方式的整体。
我们说，文化为群体生活提供规范、方式与环境，文化通过传承为社会进步发挥基础作用，文化会促
进或制约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文化的力量，已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
　　在人类文化演化的进程中，各种文化都在其内部生成众多的元素、层次与类型，由此决定了文化
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来源于其内部生成的多姿多彩；中国文化的历久弥新，取决于其变迁过程
中各种元素、层次、类型在内容和结构上通过碰撞、解构、融合而产生的革故鼎新的强大动力。
　　中国土地广袤、疆域辽阔，不同区域间因自然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等诸多方面的差异，建
构了不同的区域文化。
区域文化如同百川归海，共同汇聚成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这种大传统如同春风化雨，渗透于各种区域
文化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区域文化如同清溪山泉潺潺不息，在中国文化的共同价值取向下，以自己的独特个性
支撑着、引领着本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朱熹研究>>

内容概要

朱熹的仁政爱民思想，应该说是承继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的优秀的方面。
然而他的对民施行“仁政”又是同他的对民施行封建三纲五常的教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因此他的仁
政爱民也没有超越儒家伦理理性的藩篱。
他的正经界只是要丈量清查土地，均平赋税，并不敢触动土地的占有；他的整顿赋税也仅是要蠲除各
种额外加增的无名苛赋，也不敢触动沉重的“正赋”，老百姓是不可能富起来的，这都可以看出他的
仁政思想的软弱无力。
“民”在他的心目中始终是一个没有独立自主性的受动体，正像他的“正君”思想只会培养一种“好
皇帝”的文化心态一样，他的“仁政”思想也只能培养一种为民请命的“好官”的文化心态，一种“
清官”意识：不是民主，而是为民作主，又成为一种抗御近代民主思潮传播的文化惰力。
　　我们看到，儒家伦理理性在朱熹的理学体系中是一种文化“润滑剂”，它无所不在，四处充溢，
圆美流转地渗透，靠了它，他建构的静态文化系统才凝聚成为一个超稳定的惯性价值体系。
而正是从这一文化视角去审视他的静态文化系统，可以具体而微地透视到整个儒家传统文化深刻的内
在矛盾与危机。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就意味着超越一元伦理理性的古老文化传统迎接一个多元理性时代的到来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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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学问的第二次总结  第一节　先天学与太极学的统一　⋯⋯第十章　漳州太守第十一章　入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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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沋郎与韦斋　　第一节　“武夷君”的降生　　昂首云天的武夷山，像一尊南国雄狮，
高踞在浑莽的八闽大地，不知沉默了几千万年。
但至少在先秦时代，武夷君便同中原的黄帝一起受到同等的享祭，北方的泰山和南方的武夷山，似华
夏文明长河中的两座有文化血缘亲和力的洪峰前后腾起。
中原儒家文化的劲风不断南渐，到了两宋时代赋夷山竟也成了孕育理学文化的热土，诞生了一位中国
封建社会的第二文化“圣人”——大儒朱熹。
　　武夷山从崇安西南的白塔山隐隐发脉，飞度笔架山迤逦而来，当它横越过峰棠岭后，便如一匹不
受控勒的烈马回旋腾嘶，来回跳挪，踢腾出方圆绵亘百余里的群山万谷，三十六峰丹山碧水，三十七
岩翠屏玉岫，烟霞吞绵雾出没，磊磊落落，怪怪奇奇。
那从三保山涓涓发源的九曲溪，从马月岩间泻出，直迎着武夷山敞开的怀抱奔涌而来，盘旋折为九曲
，山挟水转，水绕山行，碧波荡漾，曲折东行。
当它冲出了山前渡，先同奔腾的崇溪相合，然后同邵武溪、太史溪汇成一股巨流，最后又同北上的尤
溪相遇，汇为波澜壮阔的闽江，滔滔从闽北大地褐色的胸膛上流过，奔涌人海。
武夷山古老而又神奇，人们都传说武夷山上有仙灵，名叫武夷君，秦始皇二年八月十五日那天，我夷
君在幔亭峰顶上布彩屋，造幔亭，设宴接待乡人，在天空架起虹桥，接引一千乡人上山。
满山仙音嘹亮，乡人宴罢下山，暴风雨忽然从天而降，虹桥断裂，桥板四散飞溅，直插入山峰的石罅
中，回看山顶仙灵不见，一片岑寂。
朱熹是相信武夷君的，因为《史记》上便记载西汉时派使者以干鱼祭祀武夷君。
这个武夷君大概是远古时代居住闽北的古越人的部落首领，从那以后便有了武夷文化，朱熹推测说：
“武夷君之名，著自汉世，祀以干鱼⋯⋯颇疑前世道阻未通，川壅未决时，夷落所居，而汉祀者即其
君长。
”然而秦汉以后，武夷君再也没有在幔亭峰出现过。
武夷山经受历史风风雨雨的吹打，疮痍满目，它默默地期待着一个真正的“武夷君”的降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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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熹研究》对朱熹生平、文学、学术思想等进行比较系统的讲述。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
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 、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
其词作语言秀正，风格俊朗，无浓艳或典故堆砌之病。
不少作品的用语看得出都经过斟酌推敲，比较讲究。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朱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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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