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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刘仲林教授要我为他主编的《亲证中国哲学大智慧》一书写几句话，同时纪念张岱年先生百岁诞
辰，不料“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院士亦于近日辞世，我很自然地把这三件事情联系在一起来思考，
中心是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
　　在举世国悼念钱老去世的这些日子里，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中国今天的教育，能否再
培养出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巨星？
这恰恰也是钱老晚年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它已被人们称为震聋发馈的“钱学森之问”。
　　2005年7月29日，钱老对来看望他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
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
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
这是很大的问题。
”在此之前（同年3月29日），他曾就此问题有一次系统谈话，回顾自己上个世纪30年代去美国留学，
在加州理工学院所受创新教育和创新学风的薰陶：“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
在那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在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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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普通大众如何步入中国哲学的“众妙之门”，体会其间的大智大慧？
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急功近利的炒作，走马观花的浏览，浅尝辄止的听闻，都不可能获得中国哲学的精髓。
　　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哲学，中国哲学的核心是“道”，“道”的核心是人生亲证。
庄子说：“道，行之而成”，真正的“道"体现在实践中。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部关于“实践体验中国哲学”的特别报告。
《亲证中国哲学大智慧》凝聚了主编8个春秋的倾心教学，3000多位学子的亲身体验，是“中国文化精
髓大众化”实践探索的结晶。
　　本书分两部分，开篇和首章阐述了“道”与“智慧"的内涵、中国哲学传承与创新发展；其余为运
动休闲、生活技艺、学习科研、创造创新、生命人生五章，选录了111位学子从各种生活视角实践悟道
心得。
　　“道”是了解整个中国哲学大智慧的总门径，它不是讲出来的，而是在实践中体会出来的。
《亲证中国哲学大智慧》大量的实践案例，为初学读者提供了入门向导。
当然，阅读《亲证中国哲学大智慧》，并不是悟道的完成，亲身实践，方是体道的开始。
期待着各界读者把你们的实践心得和体验寄给我们，携手共修中华文化大学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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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话说“亲证“　　有一个著名文学家的故事，说的就是亲证“月夜鸣蝉”①。
　　1927年7月，朱自清先生在清华园写下了著名散文《荷塘月色》。
这篇文章后来选入多种散文集及课本，产生了很大影响。
因此文章中几乎每一句话，都被读者认真研读。
譬如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荷塘的四面，远远近近都是树，而杨柳最多⋯⋯树缝里也露着一两点路灯
光，没精打采的，是瞌睡人的眼。
这时候最热闹的，要数树上的蝉声与水里的蛙声；但热闹是它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因为提到了“树上的蝉声”，便引发了“月夜有无蝉声”的疑问。
　　到了30年代，有一位陈姓的读者致函朱自清先生，认为“蝉子夜晚是不叫的”。
这一下，叫文章写成好几年的朱自清先生也拿不定主意了。
朱先生　　是个十分认真的人，接到读者的信后，他便向周围的同事询问，出乎意料，同事大多同意
那位读者的说法：蝉子晚上不叫。
但似乎不够权威，朱先生便写　　信请教昆虫学家刘崇乐先生。
刘先生大约也没有亲身经历，便翻阅多种有关昆虫的著作。
几天后，他拿出一段书中的抄文，对朱自清先生说：“好不容　　易找到这一段!”抄出的这段文章的
著者讲，平常夜晚，蝉子是不叫的，但在一个月夜，他却清楚地听到它们在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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