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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精神》

内容概要

◎ 中国文化最专业极通俗的国民常识书
◎ 国学大师通讲中国文化精神的简明备忘录，中国人传承文明创造新文化的国民常识书
本书以古今中外为参照，在历史的长河中对中国文化的品格、得失与论争等方面的内容进行了最通俗
又极专业的讲述，并阐明了中西方文化的异同。它深入浅出、言简意赅、简明系统地对中国文化精神
突破性的概括，蕴含着历史的智慧与哲理的启迪，行文一气呵成，叙述引人入胜。本书是学习中华文
化传统、理解中华精神品格最权威的顶级普及读物，它对中国人继承优良传统、创造未来新文化有巨
大的现实作用。是值得每个中国人拥有的国民常识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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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岱年：中国哲学家、文化学家、国学大师。早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后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教授，曾任
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他长期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研究，有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他诲人不倦
，桃李满天下，是一位享誉海内外的国学大师。他晚年以《中国文化精神》彰显了中国文化研究与普
及的最高水准。
程宜山：中国文化著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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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 我们的文化观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第二章 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上）
第三章 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下）
第四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
第五章 中国文化的发展
第六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哲学
第七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就
第八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不良倾向
第九章 中国文化的论争（上）
第十章 中国文化的论争（中）
第十一章 中国文化的论争（下）
第十二章 我们的文化主张——综合创造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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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
相比于个体生命（主观精神）而言，文化体（客观精神）是一种更高的存在，如何对它进行全面深入
的理解是一个很难被肃清的问题，但《中国文化精神》抛弃了以往学术著作晦涩难懂的弊端，以一种
深入浅出的方式，简明的对中国文化进行了一种整体细致的解读。想要对自身所处的文化内蕴有所理
解，这本书当然是上乘之选。
2、堪比给加西亚的信
3、
文化精神是思想独有的“范畴”演进的表征。《中国文化精神》从一种宏观的视角，从古今中外文化
的发展入手，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得失、争论以及发展主张，是一本极佳的可以对中国文化精神进行全
面理解的学术科普性读物。
4、对于当下中国而言，要对自身进行彻底的认识，不仅仅是对红灯笼、旗袍等外在实体的象征物进
行实践，更重要的是，要从自身的文化精神入手以达到整体性的自我认同。在这一点上，就必须要对
中国迄今为止仍在建构、发展中的文化精神进行厘清。毫无疑问，《中国文化精神》这部论著以一种
学术、严谨的方式为我们认识自身提供了整体的视角，在这里，我们认识中国，认知自己。
5、
西方文化崇尚活力与变化，主张探寻和征服自然，这种外向扩张型的传统推动了近代西方科技和工业
的迅速发展；而中国自古就有“虚静无为”的“静因之道”，谋求人与自然的协调，是一种“协和外
邦”的温和性质的文化。
6、好书是好书，可是满纸都是马克思主义认为怎么怎么样
7、架构庞大，内容很扎实，粗读一遍感觉只能理出一点头绪，绝对会是案头书，以后经常需要翻的
那一类。
8、正
9、狗屁不通，
10、不易读！有个疑问，P32，“程朱陆王在哲学上都有重要的建树，但他们在崇德，利用，厚生三方
面，只讲了一个崇德，轻视了经世致用的实学⋯⋯轻视了身体的锻炼，⋯⋯不读书⋯⋯”接受无能，
求解答
11、前4/5非常流畅 后面中体西用部分略显枯燥（这方面并未深入了解）但日后还有挖掘的意义。马克
思主义那段有点像政治课本⋯⋯
总的来说 逻辑清晰 辩证观点 值得一读
12、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形式多样、丰富多彩而又富于变化，诸如建筑、雕塑、绘画、书法、音乐、舞
蹈、诗赋、词曲、小说、散文、戏剧、方言等都承载了中国文化独特的精神内核。
13、
中国文化精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命题。较早之前，钱穆先生也曾经针对这个命题有过论述，这两本论
述都以学术的方式将这一大命题以深入简出的方式体现出来。但是在当代文化背景下写作的张先生和
程先生显然更缺少了钱穆先生所面对的时代局限性，有得有失，有利有弊，更为客观思辨一些，两部
著作相结合一定能够得到更多的认识。
14、政治性太强，掩盖了部分闪亮光辉的思想。
15、
文化是有生命的，止步不前的文化必将落后于历史发展。以中国文化精神为基础，吸收西方文化合理
成分，会通以求超胜，达到优秀文化价值的新综合、新创造才是中国文化的未来之路。
16、典型的“政治正确性”学术著作，学问功底不可否认。
17、好老土的见解；还不如原来的书名《中国文化争论》；闲书
18、经济学通识
19、觉得啰嗦的很，有的内容论述的有失偏颇。论述的就如同中国典型的老好人般。
20、
近年来国学热成为一种学术风尚，但在普及的同时，也会陷入简单化、层面化的理解误区。但是这本
《中国文化精神》却能将严谨学术与普及通俗两种写作风格相结合，易于理解，又不失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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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文化是活着的文明，文明是死了的文化。
22、这书读着很累，可能是因为自己才疏学浅吧。不过那个年代借用导师名字的时候，导师原来是会
对内容进行审核和评判的，不像现在。
23、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囊括了所有的人生问题：天人协调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崇德利用着
眼于人自身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统一，“和与中”解决人际人伦关系，刚健有为则是处理各种关
系的人生总原则。
24、
在当代世界背景下，经济竞争已不再是绝对的唯一焦点。那么，在中西文化彼此相互渗透竞争的时代
，价值中国是否可能？要回答这一问题，就要求我们首先面对一个问题：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和气质
倾向是什么？张岱年先生和程宜山先生以严谨、思辨的角度，以这本书为载体，对中国文化精神针砭
时弊，并对中西文化进行系统的比较，也为我们读懂中国，构建价值中国提供了一个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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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文化精神》的笔记-求解答

        有个疑问，P32，“程朱陆王在哲学上都有重要的建树，但他们在崇德，利用，厚生三方面，只讲
了一个崇德，轻视了经世致用的实学⋯⋯轻视了身体的锻炼，⋯⋯不读书⋯⋯”接受无能，求解答。

我了解不多，但是心学绝对不是“心”学，王阳明讲知行合一，文武兼备，不能说他轻视了实学，更
不是不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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