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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人之为中国人，非仅政治地域、生理特征所能涵括，更在其独立特异的文化类型，尤其是民族人
文品格的特异性。
传统中华民族精神集粹于以人道为归的天人之学，故人学是中国哲学之根本立足点。
历代思想巨擘对人学的探索和阐扬，不但形成诸多声震当时、名垂后世的思潮，而且作为历史文化积
淀，对中华民族的人文品格、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
这种生机勃然、历劫不绝的民族精神正是中国人内在的文化规定。
当此世界大通、民族竞进的时代大潮，国人自当对传统的民族精神下一番择优去劣、更化日新的功夫
，惟与时偕行，方能雄强于天下。
于传统人学有所知，才谈得上自信、自新、自强。
是为本书著述之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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