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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传统智慧再发现》一书，分上下两卷，1997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此书是我与夫人喻柏林合作，差不多经过近十年才完成的专著。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这部书出版至今也已十年，虽然经过多次重印，却始终未进入打折书的行列。
现在，应武汉出版社之邀，由我对该书上卷作一次修订，作为单行本发行，书名为《中国传统智慧与
艺魂》。
希望借此能深化原书提出的观点，并补充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在我写这篇序言时，喻柏林已经逝世五年。
回想当年著述时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令人不胜叹惋。
在本书的四篇中，《汉字凝结的智慧》一篇，其内涵之丰富及其深刻的学术性，完全是与喻柏林长期
从事汉字认知心理研究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其他三篇：《（周易>的智慧与魅力》、《禅悟的智慧》和《中国传统艺术美及其灵魂》，也是与她
共同讨论由我执笔写成的。
所以，在此书面世之际，不能不首先提到她，以慰柏林在天之灵。
本书在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时，可以说完全打破了以往的教条框框，并且展开一个根本性的新视角
。
这个视角，就是“象思维”的视角。
因此，可以说，运用“象思维”这个视角去透视和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是本书的一个特征。
即使是与“象思维”相应的诗意表达，已经不可逆转地被逻辑概念式的表达所代替，但在解读和领会
中国原典时能有“象思维”的视角，则是绝对必要的。
因为，中国儒、道、佛的原典主要是“象思维”的产物，而非西方逻辑概念思维的产物。
如果说西方理性主义，运用逻辑的概念思维，能使思想规范和系统化，那么中国诉诸悟性的具有诗意
把握的“象思维”，则能在“象的流动与转化”的体悟中推动新智慧的发掘。
有鉴于此，为了首先使读者能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认识，在这里，特把作者对这个问题的专
论《中国的“象思维”及其原创性问题》作为《代绪论》置于全书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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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周易的智慧与魅力》篇，可以说是一篇非常简明的概论。
对于想进入《周易》智慧之门的人，认真读此篇定会得到帮助，甚至能开启思之妙门。
本篇在指出《周易》的基本特征之后，主要是在其无限能指的意义上，或可能给人以无限启迪的意义
上，加以阐发。
    谈到《禅悟的智慧》篇，其内涵对于当代中国学人而言，大多都变得生疏了。
这也显示出20世纪初以来，中国学人与传统文化断裂的消极后果。
汉代传人中土的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在反复冲突和融合中，终于形成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
基的禅宗。
这朵中外文化融合的奇葩，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影响或塑造及其旺盛的生命活力，使得研究中国思想
文化的人，如果不懂得禅宗，就不能真正领会中国隋唐以降中国思想文化的真切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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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树人（老树），1936年11月生于吉林省东丰县。
祖籍山东莒县。
196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
1965年研究生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所，师从杨一之先生与贺麟先生。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名誉理事长。
曾长期从事西方哲学研究，最近二十年间，重点转入中西思想文化比较研究。
主要代表作有：《思辨哲学新探——省黑格尔哲学体系研究》、《历史的哲学反思——黑格尔“精神
现象学”研究》、《传统智慧再发现》两卷、《回归原创之思——“象思维”视野下的中国智慧》，
译作有：《黑格尔与哲学史》，与叶秀山先生合作总主编八卷本《西方哲学史》（学术版）并合作撰
写其第一卷。
近期重要论文有：《中国的“象思维”及其原创性问题》、《庄子、海德格尔与“象思维”》、《“
上帝死了”道还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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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老树自序代绪论——中国的“象思维”及其原创性问题第一篇 汉字凝结的智慧　引论　第一章 汉字
以象形性为根基　　小引　　一、汉字造字法提供的证明　　二、现代心理学实验研究所提供的证明
　　三、书法艺术与汉字能传递古代社会信息所提供的证明　第二章 汉字的孤立性质与分析性质及其
意义　　一、汉字之为孤立语与分析语　　二、汉字与世界语言文字发展趋势　　三、汉字的优越性
　第三章 原始记事方式与汉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制约　　一、关于原始记事方式　　二、汉字对传统
思维方式的影响　　三、汉字与传统文学艺术第二篇 《周易》的智慧与魅力　引论 　　一、作为多
维编码的体系　　二、“巫术性”与象思维　　三、争论至今的两大重要问题　第一章 引发整体思维
　　一、理性与非理性　　二、动态之象及其内涵　　三、作为全息性的体系　第二章 启动创造性联
想　　一、从神话谈起　　二、《周易》与神话　　三、关于象征性　　四、象征性与不确定性　　
五、《周易》的不同文体之重合　第三章 开导“分而变的循环”运思　　一、关于《周易》之“分而
变”　　二、关于《周易》的循环论第三篇 禅悟的智慧　引论 　　一、论禅之难　　二、论禅之可
能　　三、论研究禅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四、论禅的复杂性与禅外说禅　第一章 禅宗对于佛教的革
新而又超越宗教　　一、对于佛教的革新　　二、超越宗教　第二章 禅所处的智慧层面及其意义　　
一、理性思维与非理性思维　　二、禅宗的四句真言　　三、禅宗对非理性思维的开拓和发掘　　四
、“自性”的两个基本层面及意义　第三章 开悟的大智慧　　一、悟的平常与神秘　　二、开悟的表
征　　三、智能的深层开发　　四、“无念”、“无相”、“无住”作为开悟的根本法门　　五、走
向禅悟　　六、心灵自由与人的自我解放第四篇 中国传统艺术美及其灵魂　引论　第一章 中国传统
艺术之美　　一、抽象美与具象美　　二、作为抽象美典范的中国书法艺术　　三、似与不似之间：
中国画之关　第二章 中国传统艺术的美学基础　　一、中国精神的一脉：南中国精神　　二、高层次
文化发展的思想动力　　三、意境：中国艺术之魂　　四、意境论对于艺术发展的重要意义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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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汉字凝结的智慧第一章 汉字以象形性为根基一、汉字造字法提供的证明汉字以象形性为根基
，可以从汉字造字法得到证明。
最初创造的汉字，从传统的“六书”看，只有单纯表意的象形字和指事字。
指事字尽管表示的字意已具有一定的抽象性，例如数目字，但这种抽象性，仍然是借助于象形来表达
的，而与后来传入的阿拉伯数字不一样。
因此，在班固的《艺文志》中，称指事为像事。
同时，他还把会意称为“像意”，把形声称为“像声”。
事实也是如此，无论指事字、会意字，还是后来成为汉字主体的形声字，其事、意、声的表达，都离
不开最原始的象形表意法。
这表明，班固似乎比《说文解字》的作者许慎更深刻地洞察到汉字的基本构造均以象形为根基的特性
。
清代著名文字学家王筠称赞班固“六书”的提法“其次第最允”，表明他也洞察到汉字以象形性为根
基的特点。
传统汉字的“六书”，其中所说的假借与转注并不是造字法，而是用字法。
因而，实际上属于造字法的只有前“四书”，即上述的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
众所周知，汉字最早产生的是象形字。
汉字的成熟标志是以形声字为主体。
但是，“四书”中的指事、会意、形声，何以没有抛弃象形性而仍然以之为根基呢？
首先说指事的造字法。
这是回答上述问题的关键所在。
按照王筠的解释，“有形者物也。
无形者事也，物有形，故可象。
事无形，则圣人创意以指之而已。
夫既创意不几近于会意乎。
然会意者，会合数字以成一字之意也。
指事或两体，或三体，皆不成字，即其中有成字者，而仍有不成字者，介乎其间以为之主，斯为指事
也”。
在这段话里，王筠首先把指事字与象形字加以区别，指明象形字所表意的对象是具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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