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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解读民族文化元典存在的问题及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都说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
然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尤其是原创的思想文化元典在传承中却被层层脂粉涂抹得失去了本色。
　　拿周易来说(注：周易并非一本书，故除个别地方外，均不加书名号)，她是中华民族远古祖先用
似乎是来自神启的顶级智慧建构起来的一座令人类社会叹为观止的“文化金字塔”。
其无与伦比的哲理思辨及科学底蕴，足以奠定她在人类思想文化、科学文化史上的巅峰地位。
然而在传承流变过程中，不仅蒙上一层厚重的玄学污垢，被贴上不可知神秘文化的标签，甚至沦落成
江湖术士的行头，几乎与巫术等同。
　　一部《周易》，数千年来研究者众若繁星，著述汗牛充栋，观点五花八门，然而相当一部分研究
成果为什么留给人们的只是一种“是耶非耶”的感觉?　　古今中外不乏众多对周易心存“衣带渐宽终
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之执著学者，然而为什么却未闻有谁真正经历过“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情感震颤，取得突破性成果?　　基于这两个为什么生发出如下三点疑虑
：　　周易的研究是否存在着将“易简”的天地之道人为地复杂化，将本属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
浅显道理人为地神秘化之倾向?假如存在着这种倾向，会不会导致研究方向的南辕北辙?明明只有百里
之遥的直线距离，弄得走上了十万八千里却越来越找不到目的地?　　电视娱乐节目中有一种“传话游
戏”，几个人带着耳幔排成一排，一个接一个地往下传话。
倘若第一位说“吃饭”，第二位传出去的可能是“参观”，第三位传出去的可能是“装蒜”，第四位
传出去的则可能是“扯淡”⋯⋯周易的研究是否存在着从“吃饭”到“扯淡”这种以讹传讹的讹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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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尤其是原创的思想文化在传承中却被层层脂粉涂抹得失去了本色，严重地
影响了包括黄炎子孙在内的整个人类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正确认识。
撰写《本色道儒》书稿，一方面想通过对《道德经》《论语》所作出的立足元典、忠实元典的全新解
读去洗尽涂抹在其外表的厚重铅华，使其复归本真；另一方面更想通过书稿去回答“怎样解读民族文
化元典”这一弘扬民族文化必须予以明确回答的启蒙课题。
 愿全体黄炎子孙能真正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之于人类的价值，钟情民族文化，传播民族文化，为迎接
迟早就要到来的中华民族文化、华夏文明的伟大复兴而热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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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如何品味《道德经》　　人类是宇宙间、地球上万千生命体之一种。
倘若这一基本命题是成立的，那么就有这样一个其实是十分简单的思考题需要人类去思考：作为万千
生命之一种的人类，与其他生命体相比究竟有着怎样的区别？
在整个生命体系统中究竟处在怎样的位置上？
　　直面这一简单的、极易作答的思考题，对于自我感觉良好的人类而言是残酷的。
正如一位已步入美妙梦境、沉湎于美妙梦境之中、为美妙梦境所陶醉的人，突然被某种声音所唤醒，
使其从虚幻返回到真实，那种意犹未尽、情有不甘的失落既可想而知，亦不言而喻。
只要回到了真实，人类便成了真实的自我，它会清醒地意识到：梦境中“万物之灵长”是自封、自诩
的，作为万千生命之一种的人类在宇宙间、地球上存在的价值、享有的权利以及承担的义务与其他生
命体并无二致。
人类称自己是有思想、有情感、有语言、能用自己的双手通过劳动创造财富的动物，以为这些个特征
除人类而外其他动物不可能具有。
对于这一结论，假如从《庄子》中信手拈来一个诘问句“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斩钉截铁、言之凿凿
的结论便会疑窦顿生：难道其他动物就没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情感、自己的语言吗？
人类说“对牛弹琴”，牛虽听不懂人类的琴声，难道牛类就不能有一个成语叫“对人放歌”，人类不
是也同样听不懂牛类的歌声么？
人类可以用自己的双手通过劳动创造财富，如果从生存的角度去观察，哪种动物不是通过自己的劳动
来为自己创造财富的？
打洞、筑巢使自己居有定所，觅食、积食满足各自的果腹之需，这种为生存所付出的劳动与人类的劳
动比究竟有多大的质的区别性？
如果非要找出二者之间质的区别性之所在，那么只能说人类在生存范围之外的瞎折腾是任何一种动物
难以企及的。
　　诚然，人类能制造工具。
人猿相揖别，仅几块石头磨过，如此而已。
在动物界没有哪种动物能像人类一样会制造工具，但能制造工具充其量不过是个性的体现，万千动物
之所以能分出彼与此，毕竟得靠个性来区别。
人类有人类的个性，其他动物有其他动物的个性，谁也不能用自己的独特个性去确定唯我独尊的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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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批判不一定能发展真理，然而，发展真理却只有批判之一途　　在学术殿堂里有一条心传的的秘
诀，要想自己成为学术权威，自己就成为不了学术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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