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儒家文化>>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国儒家文化>>

13位ISBN编号：9787544514620

10位ISBN编号：7544514625

出版时间：2011-1

出版时间：长春出版社

作者：孙庆明，陈秀平　著

页数：172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儒家文化>>

内容概要

　　《中国儒家文化》主要介绍了儒家文化的产生和发展，儒家文化是人性心理文化，儒家文化的天
人观，儒家文化的“仁”学，儒家文化的义利观，儒家文化的中庸思想，儒家文化的治国理念，儒家
文化的教育思想，儒家文化的包容性等内容。
儒家文化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文化，它如果能够把公权至上和私权至上的两种文化结合统一起来，创
造一个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模式，那就是人类社会万世长青的最大福祉。
这就是追求进步的人们重新关注儒家文化的原因所在，这就是沉积了几百年韵儒家文化又被人们热情
地发掘出来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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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庆明
　　法律思想史学会副会长。
长期从事中国和西方法律思想教学研究工作，著有《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民法史》、《法哲学
新论》等著作。
代表性论文有《铸刑鼎辨正》、《黄老思想的法哲学高度》、《董仲舒法哲学思想》、《黑格尔法哲
学要义浅析》、《马克思恩格斯论权利与法》，确立了法律的实体是权利关系的观点，认为法律的价
值就是通过权利架构推动社会发展。
研究成果获得山东省社会科学突出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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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儒家文化的产生和发展　　二、儒家文化产生的社会根基　　（一）儒家文化产生的生产
生活环境　　五千年前的中国这块土地，只适合于农耕。
这块土地的东方是一片汪洋大海，在上古时代人们面对大海只能望洋兴叹。
这块土地的西方是高耸人云的喜马拉雅大山脉。
这块土地的北方是一片荒漠。
正是在这大包围的中间，造就了既广阔又美好的空间。
珠江、长江、黄河、松辽四大水系的各自流域，形成了肥沃而又有充足水源的土地。
这就注定了中国人民以农耕为生的命运，注定了中华民族祖祖辈辈都把自己的精力和智慧倾注在田地
上。
　　中国的社会存在从物质到精神都与农耕有关。
舜帝亲耕和大禹治水的故事，是勤于农耕的真实写照。
象形化的方块字的出现也与农耕密切相关。
一口人一亩田，构成一个“福”字。
禾苗长到成熟用刀收割就是“利”。
中国古代确定24个节气，称为“农历”的历法，是农业经济的典型杰作。
农历新年的“春节”，厚重地凝聚了农家的情怀，展示了农家生活的幸福喜庆愿望。
中国人把“龙”作为图腾加以崇拜，龙是行云播雨、治水丰田的神物，龙勤劳勇敢普爱惠施，排涝去
旱，给农业带来风调雨顺。
中国有一部最古老的神话故事书《山海经》，成书于战国时期，记述了许多中国上古时代的神话故事
。
《山海经?海内东经?雷神》载：“雷泽中有雷神，龙身而人头，鼓其腹则雷。
”《山海经?大荒东经?应龙》载：“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
应龙。
处南极，（助黄帝）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天），故（天）下数旱。
旱而为应龙之状（人们作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究其实，龙的形象是中国农民在乌云翻滚、雷鸣电驰、风旋雨泼、水柱冲天的景象中想象出来的。
过去每逢过年，农家各户都要买一本“黄历”，据说是人文始祖轩辕黄帝流传下来的“黄历开璇”。
黄历除标明日月二十四个节气之外，还推断出当年有几龙治水。
这就是龙与中国人的亲密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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