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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鸦片战争以后，近代中国所遭受的屈辱，在中国人的心灵上留下了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
面对现代西方文明在全球的肆虐，曾经创造无数辉煌历史的中国人倍感失落和自卑。
    受传统文化影响至深的中国人十分渴望从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寻找到实现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方
法和途径。
然而，儒家文化是在两千多年前在农业社会条件下诞生的，它很难再适应现在的市场经济社会。
无论孔子、孟子等儒学宗师多么高明、多么伟大，“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他们也无法预知今
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这种历史局限性，是任何人都逃脱不了的。
    文化是属于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它的产生和发展必然要受到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
农耕文明条件下产生的儒家文化很难再适应今天的工业化社会——农业社会已经离我们渐行渐远，工
业社会呼唤商业文明。
    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文化和传统都只是工具，人民的福祉才是根本。
如果为了传承文化和维护传统而牺牲人民的幸福，那就成了本末倒置。
北宋时期的大改革家王安石曾石破天惊地喊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20世纪之初的陈独秀先生也曾言：“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
之生存而归消灭也。
”然而，这些有识之士的良语箴言在历史悠久、影响深远的传统文化面前，犹如沧海之一粟。
    中国人向来重仁义道德，却忽视法律规则；重视礼治、德治、人治，唯独缺少法治。
在辛亥革命以前的几千年里，中国人根本不懂民主与法治为何物。
即使是在今天，我们对法治的认识也还停留在“警察抓小偷”的层面。
2010年11月5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教授高全喜先生在中国政法大学第88期燕山大讲堂做讲座时，
曾批评某电视台科教频道“法治进行时”栏目，播放的全是如何抓坏蛋的镜头，根本不懂法律是用来
干什么的。
    中国人非常感性，特别善于虚构想象，却不善于实证推理，因而我们的文学艺术十分发达，我们创
造出了举世闻名的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的四大名著，可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却没有多少建树。
四大古典名著对中国人的影响非常深远：《水浒传》教我们要“讲义气”，却没教我们“讲法制”；
《三国演义》教我们要“懂谋略”，却没教我们“懂规则”。
在现实生活中，“谋略”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使诈”。
由于中国人向来都把“狡诈”解读成“智慧”，所以“田忌赛马”的故事才被我们津津乐道了几千年
。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一度被自卑和失落压抑得失去自信的我们，重新找回了信心。
最近几年来，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就是比较好的例证。
然而，就像被压抑太久的弹簧一样，我们从自卑转向自信的同时，有很多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狂妄自大。
    最近30年来，我们的物质文明发展获得了极大的进步，我们可以修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造世界最
长的跨海大桥，建世界最快的高速铁路，但农业社会留下的陈旧观念却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
很多时候，由于陈腐观念的影响，我们把无知当成了纯洁，把偏见当成了原则，把愚昧当成了德行。
    虽然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重新崛起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和必然趋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心态。
在我们通往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还存在着许多艰难险阻和不确定因素，我们必须做好各种
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
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我们应该多一些理性和务实，少一些感性和狂热。
只有这样，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会由梦想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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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崛起需要大国心态》由查继宏编著: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
一度被自卑和失落压抑得失去自信的我们，重新找回了信心。
然而，就像被压抑太久的弹簧一样，我们从自卑转向自信的同时，有很多人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狂妄自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我们可以修世界最高的摩天大楼，造世
界最长的跨海大桥，建世界最快的高速铁路，但农业社会留下的陈旧观念却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改变
。
很多时候，由于陈腐观念的影响，我们把无知当成了纯洁，把偏见当成了原则，把愚昧当成了德行。

虽然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重新崛起是谁也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和必然趋势，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
们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理性的心态。
在我们通往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道路上，还存在着许多艰难险阻和不确定因素，我们必须做好各种
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准备。
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我们应该多一些理性和务实，少一些感性和狂热。
只有这样，中国的崛起、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才会由梦想变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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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慈禧太后从一开始就对变法过程给予了“充分关注”，并且“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
诏书颁发后第四天，慈禧便革去帝师翁同稣的职务，派荣禄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命刑部尚书崇
礼兼任步军统领，掌管紫禁城的御林军。
随后又令礼部尚书怀塔布、军机大臣刚毅分管通州大营和丰台大营。
慈禧太后一切都成竹在胸，静观时变；而光绪皇帝则日夜忧惧，寝食难安。
维新派由于缺乏武力支持，一筹莫展。
恰在这个时候，袁世凯从朝鲜归国，李鸿章派他署理辽东前线军粮事务。
康有为觉得袁世凯久居国外，对世界各国都颇为了解，应该会支持变法改革，而且，他是行伍出身，
手中握有兵权。
于是康有为派人前去联络袁世凯，袁世凯当场表示支持变法。
康有为信以为真，密告袁世凯说，光绪皇帝不日将召其来京，以备不测。
袁世凯回到北京后，光绪立即擢升他为兵部侍郎，专管练兵。
由于保守势力的重重阻挠，各种新法的实行十分困难。
为扭转变法不利的局面，9月18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林旭等人商定，劝说袁世凯发动政变，
囚禁慈禧，拥戴光绪，并决定由谭嗣同前去游说袁世凯。
袁世凯答应“一力承担”，康、梁、谭等人十分满意。
然而，精明老到的袁世凯，其实对当时的政局看得非常清楚。
他心里很明白，即使自己鼎力相助，光绪也不是慈禧的对手。
权衡利弊过后，袁世凯决定向慈禧告密。
维新派的“政变”还没准备好，保守派已断然采取行动。
9月21日，慈禧太后宣布训政，幽禁光绪；“百日维新”期间所推行的全部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一
概推翻，全部恢复旧制；将“祸国殃民”的变法“逆贼”从速缉拿归案。
康、梁等人得到消息后，在英国、日本等领事馆的帮助下，分别远走中国香港和日本。
而谭嗣同“自愿为变法牺牲”，与杨锐、杨深秀、刘光第、林旭、康广仁等一起被捕入狱。
1898年9月28日，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风雨如晦，杀气阴森。
谭嗣同、杨锐、杨深秀、刘光第、林旭、康广仁等“戊戌六君子”在这里引颈就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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