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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矛盾的凸显期，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
征，党面临着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
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面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繁
重性，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围绕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领
导能力培养，重点提高谋划发展、统筹发展、优化发展、推动发展的本领和群众工作、公共服务、社
会管理、维护稳定的本领，注重增强新形势下依法办事能力和应急管理、舆论引导、新兴媒体运用、
做好民族宗教工作等方面能力。
    毫无疑问，应对四大考验，提升各种本领和能力，成为各级官员和领导干部的当务之急。
“与官员谈”系列丛书，紧紧围绕“本领”和“能力”，从学习知识、拓展视野、提升能力、促进工
作四个层面设计“谈”的话题，既要“谈”得轻松，又要“谈”得明白；既要“谈”得有高度、深度
，还要“谈”来管用、实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与官员谈国学>>

书籍目录

第一篇  国学概说  一、国学的丰富内涵与文化精神    1.国学概念的由来    2.国学概念的内涵　　3.国学
与“汉学”、“中学”的区别    4.国学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关系    5.国学中所蕴涵的人文精
神　  6.国学中所蕴涵的“和合”精神  　7.国学中所蕴涵的“自然”精神　  8.国学中所蕴涵的“通变”
精神　  9.国学中所蕴涵的“担当”精神  　10.国学中所蕴涵的“民南”精神  二、国学的价值与“国学
热”的掀起    1.国学饰现着中华民族的精神　  2.国学凝结着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3.国学催发着民族文化
的创新  　4.国学与社会现实生活密切相关　  5.“国学”在文化比较中的价值  　6.20世纪以来的三次“
国学热”    7.20世纪末“新国学运动”兴起的背景　　8.新世纪“国学热”兴起的背景第二篇  先秦思
想　一、先秦学说    1.图腾崇拜    2.远古神话    3.阴阳    4.五行    5.天人台一    6.自然无为    7.大同思想  二
、先秦学术派别    1.诸子百家    2.道家    3.法家  　4.墨家　  5.名家  　6.兵家　  7.阴阳家  　8.纵横家　
　9.黄老之学　三、先秦经典著作    1.《周易》    2.《诗经》    3.《楚辞》    4.《山海经》　　5.黄帝内
经（一）    6.诸子散文第三篇　儒家思想　一、儒家学说    1.仁    2.义    3.忠    4.孝    5.智  　6.性善论　  7.
性恶论　　8.民贵君轻　　9.中庸之道　　10.人定胜天　　11.义利之辩　  12.理学　二、儒学大师　
　1.孔子（一）    2.孟子　　3.荀子（一）    4.颜回    5.贾谊    6.董仲舒    7.韩愈    8.周敦颐    9.朱熹　三、
儒学经典著作　　1.《论语》　　2.《孟子》　　3.《礼记》　　4.《孝经》　　5.《中庸》　　6.《大
学》　　7.《二程集》第四篇　佛学佛教第五篇　道家道教第六篇　政治文化第七篇　法制文化第八
篇　伦理文化第九篇　军事智谋第十篇　教育与科举知识第十一篇　中医药文化第十二篇　神秘文化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与官员谈国学>>

章节摘录

　　第一篇 国学概说　　一、国学的丰富内涵与文化精神　　1.国学概念的由来　　国学这个名词最
早出现于清末，但不知究竟是谁首先提出来的。
据有关学者考证，国学这个名词，是为了便利欧美学术的输入才提出的。
国学一词的概念范围广泛，可以把西学输入以前中国原有的全部传统学术和文化都包括进去。
　　和国学相当的名词，还有国粹和国故。
国粹似乎有点夸大中国学术乃完全精粹物的意思，而且又似乎有点为选择精粹部分而抛弃其他部分的
意思，所以人们觉得不甚妥当，改称国故。
国故，就是本国文献的意思。
过去的文献是十分宝贵的史料，都可以包括在国故范围里面去，但国故也有它的缺点，就是它只能够
代表研究的对象，而不能代表研究这种对象的学问，因此，大家又想起用国故学的名称来代替它，最
后又简化而称为国学。
　　然而，国学这个名称还不是十分合理的。
因为学术没有国界，当代各国都没有特殊的国学，而所谓的国学，从内容上看，也就是哲学、文学、
史学等等的东西，都是可以作为世界学术的一部分的，而且事实上外国也已经有人在研究我国古代文
化。
虽然如此，人们为了依从习惯，并且因为中国各科学术还没有整理清楚，和世界学术融合为一的缘故
，只得仍旧采用’国学这个名称。
　　2.国学概念的内涵　　所谓国学，狭义上讲是指以儒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思想，包括
古代诸子百家。
广义上讲是指中国学术文化的总体。
正如胡适所言：“中国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都是我们的‘国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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