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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探讨》

内容概要

《中国传统文化探讨》分为上篇文化史视角中的图景阐释和下篇文化观引领下的意义探寻两部分，内
容包括：中国文化的流变和分期；周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对关于《周易》的两个传统观点的质疑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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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探讨》

作者简介

李宗桂，四川眉山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
为中国古代哲学、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当代中国文化、现代新儒学。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化概论
》（1988）、《文化批判与文化重构——中国文化出路探讨》（1992）、《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
（1997）、《传统与现代之间——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哲学省思》（2011）、《中国传统文化探讨》
（2012）、《当代中国文化探讨》（2012）、《广东文化的多维思考》（2012）等。与人合著、作为
第一作者并主持的著作有《中华民族精神概论》（2007）、《文化精神烛照下的广东——广东文化发
展30年》（2008）、《时代精神与文化强省——广东文化建设探讨》（2012）。主编“中国文化与现
代化丛书”（1992）、 “大思想家与中国文化丛书”（1996- 2001）、“中华民族精神建设丛书”
（2007），以及《儒家文化与中华民族凝聚力》（1998）。在海内外发表论文二百余篇。研究成果曾
获中国图书奖、全国优秀图书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优秀研究成果奖、教育部优秀教材奖、教育部人
文社会科学优秀研究成果奖、广东省政府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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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探讨》

书籍目录

上篇 文化史视角中的图景阐释
中国 文化的流变和分期
一、中国文化的孕育期
二、中国文化的雏形期
三、中国文化的定型期
四、中国文化的强化期
五、中国文化的转型期
周公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一、贤人政治的典范
二、开创礼乐文化的先河
三、开启仁德政治的路径
四、创造性利用天命观念
五、促进传统崇拜的形成
对关于《周易》的两个传统观点的质疑
一、孔子与《易》有关论质疑——向冯友兰、张岱年先生献疑
二、《汉书》有脱文，“农祥”非“农星”——李镜池《周易通义》质疑一则
先秦诸子礼学的思想趋势
儒家哲学的特质与中国哲学的拓展
一、儒家哲学的特质
二、从文化哲学层面拓展中国哲学
战国秦汉思想文化的若干问题
一、评价儒法两家思想的功用不能简单化
二、董仲舒在思想上为汉家创制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多元互补
孔子天命观的文化内涵和内在矛盾
一、孔子论天
二、孔子论命、天命
三、孔子论鬼神
四、孔子天命观的矛盾性
荀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一、奠定传统礼治模式的思想基础
二、为西汉中期的思想统一提供了理论前提
三、开启了儒学自我更新的范式
四、弘扬了儒家道德自我提升的至上性和正当性
《春秋公羊传》的内涵和历史文化价值
一、公羊学思想的正面价值
二、《公羊传》与国学经典
三、公羊学属于汉学、义理之学
汉代礼治的形成及其思想特征
一、礼治孕育阶段：从高祖立国到文景时期（西汉前期）
二、礼治确立阶段：从武帝到昭帝宣帝时期（西汉中期）
三、礼治成熟阶段：东汉章帝时期
四、汉代礼治的思想特征
关于汉代经学的若干思考
一、经学内涵及其发展阶段
二、先秦无经学，经学形成于汉代
三、汉代经学派别分为古文经学、今文经学和谶纬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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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探讨》

四、经学流派分为今文经学、古文经学、谶纬之学和宋学
五、汉学包括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
六、汉代经学的文化价值
《白虎通义》与汉代思想文化
一、军事、政治、思想：春秋战国到西汉中期的三种统一方式
二、《白虎通义》：思想统一制度化、学术政治化的标志
三、雄浑壮阔：汉代精神的特征
《淮南子》与《春秋繁露》的思想同异
一、天人理念和思维方式的相似相通
二、学派归宿和最高范畴的相异相悖
董伸舒：秦汉思想的统一者
一、中国社会从战国到秦汉的历史转折
二、寻求思想统一：秦汉之际的社会思潮
三、董仲舒思想的旨趣
四、董仲舒思想的特点及其评价
董仲舒伦理观的现代省思
一、正谊明道的义利观
二、性善情恶的人性论
三、三纲五常的道德论
董仲舒的天人思想及其文化史意义
一、互感互动的天人感应论
二、同类相副的天人合一观
三、君主持中的天地人相参说
四、董仲舒天人论的文化史意义
董仲舒的文化贡献
一、文化中国的理想追求
二、继往开来的儒学大师
董仲舒对封建制度文化的整合
一、读书致仕的政教合一论
二、忠孝一致的家国合一论
三、儒表法里的礼法合一论
下篇 文化观引领下的意义探寻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一、自强不息
二、正道直行
三、贵和尚中
四、民为邦本
五、平均平等
六、求是务实
七、豁达乐观
八、以道制欲
中国传统人文思想
一、坚韧不拔的从道精神
二、贵和尚中的和谐理想
三、“文化中国”的包容意识
四、守成创新的进化意识
五、崇德重义的价值追求
六、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功能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表现及其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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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德至上
二、整体直观
三、类比外推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及其特点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古代哲学
二、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
从民族性看中国传统文化
一、文化民族性在传统文化中的表现
二、坚持自主精神，光大民族情怀
国学与时代精神
一、国学的内涵、内容和范围
二、国学论争的实质是如何实现中国的现代化
三、国学与时代精神的双向互动
国学与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一、什么是精神家园？
二、国学文化中关于精神安顿的思想
三、建设中华民族精神家园
中国文化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若干问题
一、文化精神和民族精神的内涵及功能
二、中国文化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的关系
三、中国文化精神研究的多元见解
四、人文精神与文化精神、民族精神的关系
儒家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若干进路
一、儒家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两重性
二、儒家文化促进经济发展的切实进路
孟子仁义礼智思想的当代意义
一、现实呼唤失落的文明
二、仁义礼智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
三、孟子仁义礼智思想的当代意义
思想家与文化传统
一、思想家、文化传统的内涵
二、思想家促成的主要文化传统
三、思想家铸造文化传统的主要途径
四、思想家与文化传统的关系
五、吸收历史资源，重建文化传统
儒道对立互补的根源及其表现
一、阳刚与阴柔
二、进取与退守
三、庙堂与山林
四、群体与个体
五、恒常与变动
六、肯定与否定
思想文化在历史上的民族凝聚作用
一、崇德重义的价值取向
二、整体趋同的思维方式
三、成圣成贤的理想人格
四、重和去同的伦理观念
儒学中庸之道与两岸社会和谐
一、中庸之道的内涵及其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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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庸之道的主要理念与两岸社会和谐
生态文明与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
一、天人合一思想的真义
二、天人合一思想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价值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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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探讨》

精彩短评

1、　　中国传统文化探讨
　　粗粗查看了这本书，根据书中的描述，也为中国问什么如此的关注现世而不像希望世界那样信仰
基督，已获得重生，不得不说确实找到了点依据，儒家学说在传统文化中占用很重要的比重，儒家文
化注重现世，在这种氛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经受了很多的洗脑，让我们特别的注重现世。
　　文中主要在描述汉朝如何修订与制定礼制，而后面的王朝也只是继续汉朝所制定的规则前行，所
说有点变化，但实质上面的变化差异不大，在武帝，元帝，宣帝，这三代帝王的行政力量下，儒家确
实成为了帝国统治的基石，忠君思想在儒生的选择下，深入到每个人心中，这点说不好对与错，儒家
的选择是统治阶层面对帝国所需要的选择，儒家的守成与教化民众，维护社会的稳定性上面存在着其
他学说无法比拟的优势，也可以说是儒家学说的幸运吧，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精英，魏晋时期的玄学
，宋明的理学只是儒家学说的延续，玄学的形成有其历史环境，在命不保夕的环境下，只能寄托于这
种清谈的风气。
　　宋明理学，进一步的让整个社会步入一种僵化的环境，确实流毒长久，现在有些文章对朱熹的个
人生活进行评说，这点上面来看确实无太大的必要，只能算是逗比而已，
　　文化学说的脉络清晰可见，对于人性确实那样的不够理解，我们的文化一直在尝到仁义礼智信，
可惜我们很多时候都只是学会了这些文化中的糟粕，能做到这些一般也都会在历史上面留下痕迹，难
怪有人发出感概，在当今的社会中，能够好好的看看书的人太少了
2、一般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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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中国传统文化探讨粗粗查看了这本书，根据书中的描述，也为中国问什么如此的关注现世而不像
希望世界那样信仰基督，已获得重生，不得不说确实找到了点依据，儒家学说在传统文化中占用很重
要的比重，儒家文化注重现世，在这种氛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人经受了很多的洗脑，让我们特别的注
重现世。文中主要在描述汉朝如何修订与制定礼制，而后面的王朝也只是继续汉朝所制定的规则前行
，所说有点变化，但实质上面的变化差异不大，在武帝，元帝，宣帝，这三代帝王的行政力量下，儒
家确实成为了帝国统治的基石，忠君思想在儒生的选择下，深入到每个人心中，这点说不好对与错，
儒家的选择是统治阶层面对帝国所需要的选择，儒家的守成与教化民众，维护社会的稳定性上面存在
着其他学说无法比拟的优势，也可以说是儒家学说的幸运吧，出现了一代又一代的精英，魏晋时期的
玄学，宋明的理学只是儒家学说的延续，玄学的形成有其历史环境，在命不保夕的环境下，只能寄托
于这种清谈的风气。宋明理学，进一步的让整个社会步入一种僵化的环境，确实流毒长久，现在有些
文章对朱熹的个人生活进行评说，这点上面来看确实无太大的必要，只能算是逗比而已，文化学说的
脉络清晰可见，对于人性确实那样的不够理解，我们的文化一直在尝到仁义礼智信，可惜我们很多时
候都只是学会了这些文化中的糟粕，能做到这些一般也都会在历史上面留下痕迹，难怪有人发出感概
，在当今的社会中，能够好好的看看书的人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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