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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个国家、民族的品格，是其文化的外化。
近百年来，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在借用西方的思维方式来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使很多人心中的传统
文化已失去了本来的面貌。
”    有感于此，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以50年的中国哲学研究为底蕴，厚积薄发，用平实的
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了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详细梳理了中国文化发展的脉络与体系，引导读
者去关注、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去发现中国文化内在的品格与精神。
    在全球化的舞台上，中国iE在和平崛起，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如何保持自己的从容与独立?这就
脱不开作为支撑的中国文化。
    肯定中国的品格，我们才能获得做人的自信、经济的自信和国家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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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楼宇烈，浙江省嵊县人，1934年生，1960年自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北京大学哲
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兼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
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等。
主要论著有《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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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中国文化的百年沉浮　　中国文化何去何从　　什么叫文化？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文化就是人类创造性的实践和理论的结晶，它包含着一个民族的价值观念、思维
方法、生活样式和信仰　　习俗等，跟一个国家的历史和传统密切相关。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文化就是历史的载体。
我们说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不是指某一个具体的朝代，而是指整个中国文化的积淀和传承有五千年
。
所以，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主体性失落了，那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历史中断了，它的民族
精神和传统丧失了。
因此，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一点现在正受到巨大的挑战。
　　在当今世界，随着国际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文化的开放和交流势不可挡。
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因为世界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和交流将是维护世界和平、推动世界发展的一种重
要方式。
但文化交流的前提是多元文化的共存，如果世界文化的发展都趋向一元，那么既无法交流，也无需交
流。
　　遗憾的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文化也在向全球化发展。
当今世界上一些强国的强势文化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其他国家的文化传统。
　　我们讲强势文化，说得坦率一点，就是美国文化。
在当今世界上，美国文化是一种强势文化，它正在以非常强大的力量和惊人的速度向全球推进。
它不仅严重影响了发展中国家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同样也在影响着那些有着古老历史文化传统的欧洲
国家。
所以目前在欧洲，不管是法国，还是西班牙、德国，同样都在思考，对于美国的强势文化，应该采用
什么方法来应对。
　　维护多元文化的存在，保持和发展自己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可以说已经成为当今世界许多国家、
民族最为关切的一个问题。
不然的话，自己民族特有的历史、传统、精神都会在强势文化的影响下，慢慢地消退，而失去文化主
体性以后，国家的独立性也就丧失了。
　　但我们不能采取抵制的办法，干脆不交流，这是不行的。
当前有一些国家，特别是伊斯兰国家，有时候就会采取一些完全排斥外来文化的办法来保护自己，比
如现在的伊朗，甚至连一些美国的音乐都不准放．这样能不能解决问题呢？
绝对解决不了问题。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文化交流的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因此，现在的挑战就是：我们怎样在与强势文化的交流中，保持一种清醒的文化主体意识，既汲
取对方的营养。
又不丧失我们自己的民族文化，维持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独立性？
　　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
一百多年来，我们实际上一直都在面对这个问题、处理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问题有没有解决？
没有解决！
不但没有解决，形势还越来越严峻。
在今天的中国人中，懂得自己民族文化精髓的人越来越少了。
因此，在我们重新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回顾一下百年来的经验教训是十分必要的。
　　中西之争　　近代的反思　　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面临着西方巨大的压力，在很多时候，我们
的国家甚至面临着灭亡这样一种巨大的危险，所以大家一直关注的问题就是：怎样救亡图存？
怎样使中国强大？
方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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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向西方学习。
因为摆在我们眼前的事实是西方强大，中国弱小。
于是，就开始了一浪高过一浪的西化运动．　　我们最初提出来的一个口号是：“师夷长技以制夷”
这是鸦片战争时期一位著名的思想家魏源提出来的。
师，就是学习，夷，当时是指外国人。
就是说，首先要学习外国人或者说西方人的“长技”，学习他们的优点。
　　在当时中国人眼里，西方人的。
长技。
是什么呢？
就是船坚炮利。
大家觉得西方人之所以能战胜我们，就是因为他们技术比我们发达，能够制造出军舰、大炮这些现代
化的武器。
所以中国首先应该学习西方的。
器物文明”，学习西方人在技术方面的长处，学习好了我们再跟他们抗争。
　　鸦片战争结束以后，中国就开展了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发生在1840年，而洋务运动是从1861年开始的，当时李鸿章、张之洞这些人都是洋务运动的
核心人物。
　　洋务运动的主要任务就是“师夷长技”。
为此，李鸿章们开办了江南制造厂等现代工业，建起了一支很强大的海军一一北洋水师，而且也向西
方派了一大批留学人员，造就了一批人才，大家都感觉不错。
　　但是到了1894年，发生了甲午战争。
我们都看过电影《甲午风云》，大致知道是个什么状况。
中国的北洋水师，经过30年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面对小小的岛国日本，居然一仗就被打垮了！
被彻底打垮了！
　　因此人们就开始反思，认识到仅仅只对器物方面进行改革，仅仅只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是不够的
，如果没有好的政治制度来保证，器物文明学得再好也没有用。
当时有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严复，他就总结道，西方之所以能够取得现在的成就，绝不仅仅是靠船
坚炮利的器物文明，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有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平等的政治制度，并且通过共和的形
式或者君主立宪的形式来保证这种制度文明的有效运作。
　　所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的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人都来
推动制度的改革。
但对如何改革，大家显然有着不同的看法。
有的人主张学法国大革命以后建立起的共和制度。
有的人主张向英国学习，搞君主立宪。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还想搞君主立宪，因为当时和我们最相似的日本，它的明治维新搞的就是君主
立宪，既然它能成功，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功？
于是就有了戊戌变法。
　　结果大家都知道，戊戌变法虽然推出了很多新政，但是最后还是失败了！
这里面的原因很复杂，现在有人简单地把它归咎到慈禧太后身上，我看也不公平．我想当时是很复杂
的情况，是各种势力综合作用的结果，有国外的势力，也有国内的势力。
总之，戊戌变法失败了，有一些人也牺牲了，谭嗣同被推到菜市口给砍了头，其他一些人都流亡了，
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流亡到日本去了。
　　戊戌变法的失败说明了什么呢？
它说明光有器物改革不行，还要有制度改革，但制度改革如果仅仅停留在制度本身也是不行的．戊戌
变法结束以后，有人说，整个戊戌变法的改革最后就剩下了一个成果，什么成果呢？
京师大学堂，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其他的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照旧。
当然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其实也不能说一点变化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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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一件事情发生以后，不可能完全退回到原来的状态中去，一定会有所变化。
　　另外，还有一批希望发动民主革命、建立共和制度的人，就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
革命派”。
民主革命派虽然最后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却没能将辛亥革命的成果保存下来，后来被袁世凯窃国，
复辟了帝制。
所以辛亥革命也是不完整的，只是赶走了清朝的皇帝，就整个中国而言，改革还是没有成功。
　　于是人们又反思，怎么回事？
为什么改革始终不能成功？
人们就发现我们深层的思想意识里有问顾一一我们的思想还是旧思想，观念还是旧观念，而改革一定
要彻底地从思想观念上去改造，然后才有可能改变制度，改变器物。
所以接下来就有人开始酝酿、发动新文化运动。
　　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发生在1919年，其实早在1915年就开始了。
新文化运动就是要彻底地检讨中国的传统文化。
当时的人们认为改革之所以没能成功，就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自身存在的宗法的、血缘的、封建专制
的观念太顽固。
这些观念如果不破除的话，中国就不可能进行彻底的制度改革，更没有办法彻底地改革物质文明。
　　新文化运动使改革深入到了意识形态这个层次。
这个时候中国开始更加积极地向西方文明学习，比如创办西式学校，引进西方的各种思想，以西方意
识形态为武器对传统进行彻底的批判．从形式上来看，当时最核心的批判集中于对儒家的批判，也就
是所谓的“打倒孔家店”。
　　比如有一位著名的四川学者，叫吴虞。
他写了好几篇文章，认为中国的落后、贫穷，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顽固的宗法血缘制度和观念造成　
　的，这同时也形成了中国长期以来的封建专制制度。
他的文章影响很大，当时胡适就称吴虞是“只手打倒孔家店”的四川老英雄。
　　从那时起，人们就开始激烈地批判传统的儒家思想，认为只有破除传统的道德观念，我们才可以
有一个新生的机会。
同时，在新的教育制度的推动下，整个学科的构建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研究学问的方式、方法也
都发生了变化。
　　但是，也有很多人在反思这样批判传统是不是有片面性，或者说有不够慎重的地方。
特别是到1914年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欧洲的学者都在反思，欧洲文明既然那么好，
怎么还会发生这样一场残酷的世界大战呢？
这同时也引起了许多中国学者的反思。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很多人就到欧洲进行考察，比如梁启超，他是康有为的大弟子，是戊戌变
法的主将之一。
他到欧洲考察后，回来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欧游心影录》，记录在欧洲游历时的所见所闻。
　　在欧洲，梁启超看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萧条的状况，这反映出欧洲文化也不是十全十美
的。
于是他就反思说，我们过去想的就是一切都是欧洲的好，西方的好，中国的都一无是处，所以希望用
西方的思想来彻底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但这样真的就对吗？
　　就这样，梁启超等知识分子从欧洲考察回来以后，思想有了很大的变化，他们感觉到不能再像以
前那样简单地看待西方文化和我们的传统文化，西方自然有他们优秀的一面，但我们自己也有一些优
秀的传统，应该有所鉴别地学习西方的东西。
　　这些从欧洲考察回来的人，当时就在中国掀起了一股国学热。
我们现在也讲国学热，当时也有一个国学热，也有国学讲堂。
很多人觉得，经过对传统的几次批判后，回过头来看，中国文化其实也不是一无是处，也应该认真对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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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的品格》由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编。
他引领您发现中国文化之美，肯定中国的格，我们才能获得做人的自信、经济的自信和国家的自信！
国资发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干部推荐读物，重庆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指定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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