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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探索中国“和文化”的奥秘　　《智圆行方的世界一中国传统文化概论》是一本从横坐标角度即
从文化——的各组成要素来阐释中国历史和传统的书籍，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偏爱和时间自由
进行选读或通读，加上资料翔实，可读性强，原版《智圆行方的世界——中国传统文化新论》在国内
发行十多年，一版再版，拥有了众多的读者。
如今，应海内外广大读者的需求，作者在广纳读者资讯的基础上，又重新修订了该书并出版。
　　当今文坛，“后”学之风甚劲，后殖民、后现代主义方兴未艾，大众文化研究日渐成为显学，在
这样一种文化语境中，本书的几位中青年作者还能够将自己的工作重心放在完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
解与阐释上，实属不易。
这可以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文化自觉，而拥有众多的海内外读者则验证了这种自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
在浩瀚、复杂的中国传统文化结构中，他们很巧妙地找到了中国文化传统中“和” （文化系统）这个
概念来展开阐释与叙述，主线清晰，意图明确，“冰糖葫芦”式的结构与书写方式，使人眼前一亮。
　　“和，这一理性的哲学概念最早应出现在西周晚期至先秦之间，当时，原有的一套宗法等级制度
土崩瓦解，井田制废除，工商业日渐兴起，伴随着新的生产方式，新的“士”（诸子）阶层也出现了
。
开放的社会环境冲击着商周以来的“同，，文化，整个社会的心态又倦怠于“异”的冲突，“和”便
呼之即出、应时而起。
经过先秦诸子的争辨与阐释，“和”的蕴意日臻完整，日后的“和文化’’也在此基础上衍生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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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也是中国传统的系统论，它包含在传统文化的诸要素里，也体现
在文化整体结构中，使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内在的融合机制（圆）和独立个性（方）。
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把握文化发展规律、理解中国文化在现代世界中的位置具有现实意义。
本书有史有论，资料翔实，在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和文化结构方面有新的尝试。
全书分九章，各章既可连缀成文，作为论述传统文化特征和结构的有力依据，又可独立成篇，使读者
得以自由撷取，在较短的时间内对文化的进化背景（地理功能、社会结构、思维方式、语言文字）和
文化要素（哲学、宗教、文学、史学、艺术）的概况有个大致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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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背景：　　人类文化遵循共同的发展规律，从原始形态向更高、更
复杂的形态进化。
其间，文化各要素不是孤立地单系发展，除了互相渗透、联系和干预外，还与社会共同构成统一的有
机体。
研究文化状态，不能从其社会的躯体上割离开来。
　　社会结构本身是一个多维系统，在中国古代特有的经济基础制约下，系统中占主导地位的部分，
就是建立在家族、宗族等血缘关系上的传统观念和建立在地缘关系上的政治制度。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社会结构经常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之中，这为中国文化特征的定型提供了充分
的时间和条件。
　　第一节　人类初始集团的社会导向：　　家庭，是文明时代大多数人降生后接触到的最初群体—
—初始人类集团。
尽管家庭“就其体现着集中的，有时也是广泛的人际关系而言，是一切文化的基础学校”，但在不同
社会、不同地域或不同时代，家庭分别反映出不同的生活价值取向，有的逐渐转型为异质于血缘关系
的处世观，为家庭以外的二次集团，如宗教、种姓、各种社团和思想团体所取代；有的依然以家庭为
一切文化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家庭被扩大为各血缘集团、亲属集团，即二次集团本身是初始集团的
延伸。
古代中国即属后者：宗族，是生活现实中最重要的二次人类集团。
　　在进入国家形态之后，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导向几乎均以家庭为起点，这与印度的超自然观、近
代欧洲的自我中心观形成对照，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无不带有深刻的家庭意识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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