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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古老的中华民族，最早迎接了人类文明的曙光，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
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虽经朝纲更迭和内忧外患，仍如百川东导，襟三
江而带五湖，波澜壮阔，绵延不断，代有高峰，蔚为壮观。
中国传统文化曾与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希腊文化、古印度文化等并驾驱，在人类文明史上处
于显赫位置，但又不像它们那样或衰败，或断代，或由于种种原因而失去它的历史光辉。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也曾遭受过摧残和破坏，痛苦过，呻吟过，但每当它复平自己的创伤，总是又以崭
新的面目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
它顽强的生命力，博大的蓄积力，强劲的凝聚力以及它丰厚的积淀内质是举世无与伦比的。
在世界文明宝库中，中国传统文化永远是一颗璀灿夺目的明珠。
　　中国传统文化萌生于东方古老的土地上，却辐射到全世界，它不仅是炎黄子孙、而且也是全人类
的无比珍贵的财富。
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以其强劲的浸润力影响、规范着炎黄子孙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成为世界
各地华人认同心态和归属感的内在基因。
同时，它还以独具的历史魅力强烈地吸引着世界各国人民。
近现代以来，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奥秘，在世界各国都有许多学者终身为之。
在日本、美国、东南亚及欧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研究正呈不断高涨之势。
　　进入本世纪80年代，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介绍方面，国内外都·涌现出不少优秀成果，其中
绝大多数是从某一文化门类入手，或探求，或描述，虽着意细部，焦点集中，但见诸散乱，缺乏整体
感和条理性，很难让人从整体上感知中国传统文化的恢宏概念和深遂内涵。
当然，也有的从整体上总揽，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宏观描述，但又往往是偏重于“史”，而冲淡了文
化。
总之，目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介绍，多为平面的、板块的或单线条的，还没有一项成果能包
容5000年，涵盖960万平方公里，系统、详实地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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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古老的中华民族，最早迎接了人类文明的曙光，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
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虽经朝纲更迭和内忧外患，仍如百川东导，襟三
江而带五湖，波澜壮阔，绵延不断，代有高峰，蔚为壮观。
中国传统文化曾与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希腊文化、古印度文化等并驾驱，在人类文明史上处
于显赫位置，但又不像它们那样或衰败，或断代，或由于种种原因而失去它的历史光辉。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也曾遭受过摧残和破坏，痛苦过，呻吟过，但每当它复平自己的创伤，总是又以崭
新的面目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
它顽强的生命力，博大的蓄积力，强劲的凝聚力以及它丰厚的积淀内质是举世无与伦比的。
在世界文明宝库中，中国传统文化永远是一颗璀灿夺目的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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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董仲舒与儒家文化一统　　汉武帝致力于一统文化体系的创建工作，从他即位时就开始了，
只是由于窦太后掣肘，进展不大。
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即令公卿大臣、诸侯王相荐举贤良文学之士赴朝廷承诏对策，探求建立什么样
的大一统文化体系。
所谓“对策”是汉武帝亲自提出问题，由贤良文学之士解答。
综观汉武帝五次册问的内容，主要是天文地理人事之纪，五帝三王大道之要、至论之极。
如他在元光元年诏书中，历数唐虞太平盛世后感叹说：“呜乎，何施而臻此与！
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
猗与伟与！
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
”（《汉书·武帝纪》）意思是说，他如何才能效法五帝三王之道，达到天人和洽，政通人和，四海
一统的太平盛世。
他在寻找治世的理论根据。
他所找到的新的理论就是儒家学说。
这从他册问的具体问题可以看出，他在用儒家理论批判黄老之学的思想倾向和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他不仅要以儒家学说作为他政治上的指导思想，而且要求用儒家学说解决大一统专制帝国存在的根据
，宇宙和历史发展的规律，人性的根据等一些形而上学的问题；他不仅要将儒学传统中的理想社会政
治奠定在人间现实的基础之上，而且要求儒家学说发挥其宗法的、礼仪道德的甚至原始迷信的文化功
能，将单一分散的个体小农变成封建文化的载体，形成向心力和凝聚力，为大一统专制帝国奠定一个
稳固现实的社会基础。
汉武帝通过他的册问，大致限定了他所要求的大一统文化的性质、范围和发展方向，这是以儒家学说
为主体的齐鲁文化最终演化为中国大一统文化之主体的历史契机。
而这一演化是由董仲舒改造儒学完成的。
　　对汉武帝的册问，数以百计的贤良文学之士从不同侧面对汉武帝的提问作出了解答，而公孙弘、
董仲舒由此脱颖而出。
就理论建树而言，公孙弘不如董仲舒。
董仲舒本来就是著名的《公羊春秋》之学的大师，他援引“春秋大一统”的要义，提出了著名的“天
人三策”，对汉武帝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最后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
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
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汉书·董仲舒传》）这就是后来被人们所称之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大一统文化专制政
策。
这一文化专制政策的施行，标志着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齐鲁文化在中国大一统文化体系中主体地位的
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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