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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紧箍咒》

内容概要

十八、十九世纪，为什么是英国文明领导全球，而不是中国人、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为什么牛顿和
科学家分工以及其他一些了不起的发现和发明出现在英美以及新教文明这些特定地区，而不是其他地
区？在这部开创性的著作中，文化学者孙继滨揭示了事实上有助于形成历史最深刻模式的文化因素，
从而以震撼人心的力量摧毁了以种族主义、或意识形态、或环境因素为基础的人类史理论。
本书是理解人类社会发展史方面，特别是中华文明史方面的一个重大进展，它讲述了宋代以来导致中
华文明僵化落后的具体原因，是一部真正的关于中华文明的历史，是对中国人生活的完整一贯的叙述
。本书娓娓道来，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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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紧箍咒》

作者简介

孙继滨，业余思想史研究者，民间文化学者。《余秋雨研究中心》网站创建人兼主编。中国领导力沙
龙创始人。作者曾先后在亚信（AsiaInfo）、惠普（HP）、日本乐天（Rakuten）等名企从事技术与管
理工作。另有著作《知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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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紧箍咒》

精彩短评

1、近来，断断续续地看着《中国人的紧箍咒》。现在，终于看完。曾经，看过很多思想文化，哲学
类的书籍，诸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周国
平的《守望的距离》《安静》等，都让我获益匪浅，而这本书也同样让我获益匪浅。主题是：通过文
化来教化世人，即所谓“人文教化”。这本书写得很棒，堪称一部思想史诗。通过中西方文化思想做
深刻的对比，紧紧围绕着“紧箍咒”这一核心，向读者阐述了中国为什么没能担任领导世界这一重任
。书中，很多的史实是在历史书上没见过的。这样一来，又给我上了一节全面的历史课。而书中语言
集幽默，严瑾于一体，还通过制作图表来作详细地分析，给人以清晰明了的感觉。书中还引用众多哲
学家，科学家，政治家等人的事例，语录，意味深刻，给人以无限的思想启迪，获得一次精神的洗礼
2、真好。感慨万分！
3、最近比较少有的有独到见解的书。值得一读，越读越有感触。
4、读了此书，感觉自己原来就不了解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惭愧~~~
5、要重新评价孔子。
6、分工+价值观
7、牛顿为什么没生在中国？这下明白了。
8、趣味性较强，完全从文化层面解读今日中西差异的切入点很好。
9、想起一句：事实上，我们愿意保护自己的旧文化，而我们的旧文化却不可能保护我们。——或者
作者说得对，只有走出她才能救她。
10、获益匪浅。
11、问题还是没讲透，只看到了潮头的浪花，却没有说明潮起的原因。
12、你为什么会有现在这样的思想，那是因为你生长的环境造成的，你生长的环境是谁造成的呢？
嗯~这个环境可是三千多年造就的，曾经有很多所谓的伟人想改变环境，结果在他们短暂的一生结束
后，“环境”又自我愈合了。
13、根深蒂固 求变求生
14、震撼无以言说！
15、何谓文明？
16、内心强大的人，就是真正有思想的人；真正有思想的人，也必然是内心强大的人。作者内心的强
大，看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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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紧箍咒》

精彩书评

1、作为一名所谓专家，我每年都要读十多本与自己专业无关的“闲书”。这本书是我最近两年读到
的最有价值的一本书。所谓最有价值，就是说我从这本书学到的东西最多。　　下面谈一谈感受最深
的几点：　　1）中华文明的历史概貌。也许是在大学里养成的习惯，我比较追求理论体系的完整性
，不管读哲学类还是管理类图书，常常试图构建一个完整的框架，并乐此不疲。但对于文明和文化这
样的大课题，我却不敢做此尝试，因为东西太多太庞杂了，效果显然不会好。这本书，正确与否我不
敢说，但是对于中华文明的历史源流发展脉络，思想核心及其影响，提出了一整套体系。这对我这样
的人，试图清晰地认识自我和自我生存的社会的人，非常有益。——它给出了一幅图景，你可以按图
索骥。　　　　2）为什么中华文明会僵化落后？以往已有了许多种答案。这本书所给出的回答，是
我所见过的最根本的回答，没有之一。它站到了文化的高度，更追寻到了文明的基础价值观——文明
的紧箍咒。比如说，世界观，信仰观等等。具体来说，作为儒家基本文化内涵的“内圣外王”，以前
我就从未深想过会有什么问题。而书中认为“外王”导致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丧失了探索精神，“内
圣”则导致中国人怀疑意识的低落。作者对类似文化问题的深入辨析，令我开始反思，反思已有文化
教育到底给我戴上了哪些紧箍咒。　　3）作者的文采还是很棒的。按说这种深度的书，读起来会很
艰深。这本书却完全没有这种感觉，反倒有“一以贯之”的气脉相连之感。这让我很惊讶。因为这本
书的每一章，甚至每一段都含有很深的意象，完全可以拆解为一本本不同的书，而且不同的人拆解的
结果可能会大相径庭。比如说，有的人悟出了A，有的人悟出了B。然而，这本书居然还能够浑然一体
，一口气从头一直撑到尾，最后还能呐喊出来。“佩服”，只有这两个字。　　总之，很有收获—特
有收获—极有收获。强烈推荐！！！尤其推荐给那些“想对中华文化有一个提纲挈领的概念、却被诸
多国学大师们搞的云山雾罩莫名其妙的人”。
2、十分另类的一本书。值得一读。读罢，心很凌乱，真的很凌乱。 我在看这本书的同时也在时不时
的溜达在豆瓣上。心思不完全在这本书上，也不完全在豆瓣上。 我觉得我自己的看法在改变，变化是
这本书引爆的，而引子是原本埋在我心里的。 这本书——你不要指望这本书能给你的未来画出一条康
庄大道。但它仍然是值得一读的。倘若你有反叛的因子，倘若你有独立的因子，倘若你有冷酷的因子
，倘若你有理智实用至上的因子，它会支持你，让你觉得不孤单。让你感受到独立的被认可。让你坚
信你自己的路。 就像书中所说：走出自我。。。走出文明。。。我是这么觉的。 或者书中谈到的技
巧不多、讲到的道理也貌似遥远，但于你来讲，为什么不抓住些思考的碎片去寻找它们的源头呢。
3、读《中国人的紧箍咒》，时时拍案叫好。又是一本不忍心快些读完的书！珍贵。有着顶级文化人
的风范和眼光，文章深入浅出，有趣味也有智慧，多么难得！大赞！ 在这样一个价值观混乱的时代生
活，有人选择的是愤然，有人选择的是默然，更有人选择深思后作负责之言，而后者才是求知者，如
我，之挚爱。不矫情、不偏激、不煽动、不媚俗，在当今社会，真可谓少见了。 　　 “他们不是在
追寻救国真理，而是在寻找人间上帝。”真令我击掌称好。望而今多少人以寻求信仰为幌子，求的无
非还是自己的利，在各个价值观层面上都不求真求实，只妄谈“信仰”二字，连信仰的真正意义都体
察不到，却还纷纷扰扰挟一己之私试图扰乱整个时代的进程，岂非可笑，岂非可恶。站在低处，能看
到苦难的细部，却忘了须站高些，才能看到历史的面貌和真正的自由。 　　非常喜欢也非常受益。在
今天的浮躁年代，能读到这样深沉思考，真正站在文化高度发出千年一叹的书，岂止是开卷有益，简
直是求知者之幸啊！
4、了解过去与理解现在的一把钥匙 /猛虎之心　 这是一部值得反复研读的文明史。一部有价值的文明
史，对人对物对事件都应该给读者一种位置感，才能将历史讲得深入、生动，才能结合人们眼前的现
实社会，找到历史与现实的联系，而不至于仅仅罗列一些历史事件。猛虎以为：《中国人的紧箍咒》
就是这样一部文明史。什么是位置感？什么是历史的位置感？有了《中国人的紧箍咒》，也许猛虎可
以来试着解释一二。一、文明史，要有人类的代入感。古时候，有一个人喝多了，在庭中一颗大树下
歇凉，不知不觉就睡着了。梦中，他考取了大槐国的状元，娶了公主，成为国家重臣。后来擅萝国入
侵，他被派去御敌，大败而归。皇帝非常失望，将他革职为民。想想自己一世英名毁于一旦，他羞愤
难当，大叫一声，从梦中惊醒。后来，他按梦境索隐。原来大槐国就是大槐树下的一个蚂蚁洞，一群
蚂蚁正居住在那里。成语“南柯一梦”，讲的就是这个故事。传统的文明史，就仿佛南柯一梦。它们
仅仅按照文明自身来讲述，如罗马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等，这和按照擅萝国大槐国来写蚂蚁文明史没
有根本区别。既不能体现人和人类文明的独特之处，也不能说明何以人类文明能够发展壮大并统治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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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紧箍咒》

地，而不是一群群蚂蚁的流浪迁徙史。《中国人的紧箍咒》则是站在万物之灵高度来叙述人类文明。
这种写法从根本上区别于以往的文明史。具体来讲，这部文明史是把人的怀疑意识、探索意识、创造
意识、变革意识等七大使得人类凌驾于其他物种的根本载体——人类群体意识——作为文明的基石来
展开。这显然不同于传统的、以往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写法，即按照年代顺序详细地叙述一切事件，那
种“毫不吝啬地将日期、英雄名字、大人物的事迹和武功，一股脑地塞进学术论文当中”。这种历史
书读后就忘，不能使人评判和理解历史，更不能使人能从历史中获取什么对现实有用的东西，事实上
，它们和大槐国文明史没有什么根本区别。 　　 二、文明史，要凸显社会发展的动力源。对于中华
文明的形成历史，作者花了很大的心力，从各处收集了许多在我来讲首次见到的资料。这一点当然值
得学习。然而，在我看来，此书虽然以中华文明为中心，辅之以英美系新教文明做比，其中最大的亮
点却并不在对中华文明的论述处，而是对于科学家分工为何在英国诞生的那段文字。 关于人类社会发
展的动力源泉，这本书提出了一种新视角——社会分工；一个新的动力源泉说——人文教化说。在这
本书中，作者突出了社会分工的重要性，尤其是科学家分工的重要性，最后则归结于文化因素，即，
紧箍咒【文明人群在后天形成的共同价值观，是该文明人文教化的必然结果】。通俗的解说就是：科
学家分工，（这里要注意：不是说科学家），只可能诞生在英国，这是由英国文明独特的紧箍咒所决
定的。 　　文明的动力源问题，现今已有多种经典论述，比如说环境因素、阶级斗争、宗教因素、生
产方式等等。学者们或者执着于其中某一要素，或者强调各种要素的综合作用，可谓议论纷纷。然而
，毫无疑义的观点仅有一个：目前还没有令人们普遍认同信服的理论。在这种情形下，一个新视角的
出现、一个新理论的诞生，其本身就足以令我们欢欣鼓舞、击掌叫好。三、文明史，要意识到文明诞
生、发展、成熟、僵化、乃至衰亡的生命过程。关于文明史的内容，国内外著作通常都是多主题的组
合、多视角的展开，似乎政治也重要、经济也重要、军事也重要、文化也重要⋯⋯，这样的编排固有
其无法替代的优势，但反过来看，说它“就是一个大杂烩”也并不为过。事实上，传统写法不但难以
述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更难澄清这一切的根本源泉。因此，著作内容可能很丰富很
精彩，但结构复杂，脉络混乱，说不清楚文明是何时诞生的、怎么发展的、成熟的标志是什么、为什
么会僵化⋯⋯，当你试图搞清这些问题时，你就会发现：似是而非的回答比比皆是，顾左右而言他的
态度贯彻始终。你就会明白：这样的内容，这样的历史，不过是知识的堆砌。而在《中国人的紧箍咒
》，经过作者的整理，基本上能够提供一条系统的清楚的脉络，基于紧箍咒（文明价值观）的历史变
迁的脉络。依据紧箍咒概念，作者对传统中华文明做出了阶段划分和综合评述，各阶段各部分又透过
紧箍咒相互联系相互对照，真正体现了 “整体性历史”与“历史时间” 观念，给人以统一而又清晰
的“文明史”的整体感。可以说，它是目前大陆文化学者唯一能够比较具体、清楚地描述中华文明发
展历史的作品。所谓“位置感”，就体现在上述三点之中。而《中国人的紧箍咒》的成功就在“位置
感”这三个字上。没有这三个字，这本书不过是一部不起眼的中华文明简史；有了这三个字，这本书
就是我们了解传统中国与理解现在中国的一把钥匙。“一个文明就是一座象牙塔。出走，是居住在象
牙塔中的人们的唯一选择。——只有走出自我囚禁，人们才可能认识自己；只有走出自我囚禁，文明
才可能永不凋萎。”无须讳言，对于中华文明，书里的某些批判相当激烈，然而，上面纲领的提出早
已证明：作者远不是在重复鲁迅柏杨们的话语。“走出文明，走出自我囚禁”，可谓是《中国人的紧
箍咒》的真意切解，猛虎在此愿与同志诸君共勉！ 
5、眼下的中国人自以为比传统中国人强多了。君不见各种穿越幻想，宅男宅女废柴们摇身一变，都
成了超人，都成了奥特曼。比起五百年前，我们真的强很多吗？真的进步了吗？恐怕没有，貌似六零
后九零后之间的人互相无法理解，而实际上我们还一直生活在四大名著的同时代呢——每天都是四大
名著加金瓶梅：国际新闻是三国演义，都是谋略；国内新闻是水浒，都是官逼民反，打家劫舍；网络
小说是西游，都是盗墓，神怪；微博上写自己的是红楼，都是自恋，今天怎么样，穿了什么，无病感
慨呻吟啊；微博写他人的是金瓶梅，都是爆料，贪腐，床戏。 这个年代，大多数人蒙在鼓里。为什么
中国人只能山寨不会创新？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为什么中国缺少像样的企业家？为什么中国
出不了大师？。。。。。。难道是少数统治者的问题？难道是中国人智商问题？难道是中国人不努力
不勤奋不进取吗？如果你确实这么认为，就未免太过天真了。 《中国人的紧箍咒》大声说：根子出在
我们自己身上，出在我们的人文教化上。他说的对吗？有人会问。我觉得，无论对错，他都给了我们
一个新的视角、新的方向。这已经足够可贵了。这世上，多数人只能决定自己付出了多少，却无法把
握最终的命运。这是事实。然而，我们总应该知道：为什么我们付出那么多，却依然无法把握自己的
命运。我想，这就是此书的意义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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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紧箍咒》

6、大洗脑时代终于来临了。 大概算是有幸，躬逢这样一个急剧转型、商机无限的时代。任意的热点
，都能与营销挂钩，“成功”、“机会”这般字眼之泛滥，直逼街边电线杆与墙垣的老军医小广告。
几乎没有什么是不能被消费的，洗脑像病毒一样传播开来。 前阵子网上有一个热播视频，实拍丹东阿
里郎酒店的员工培训。在领班激昂到近乎尖叫的指挥声中，员工们列队齐整，划一地喊出口号，配合
形体动作。言行之夸张，形似癔症，因此也收获了“鸡血培训”的“赞誉”。诚然，很多员工参与“
鸡血培训”，内心一定写满了千百个不情愿。但至少有人相信这些，一幕幕荒诞的场景才会上演。 联
想到一些民营的餐厅、发廊，在每日营业前夕都要拉出队伍，或在街边就地做起广播体操，或领班训
话、集体回应。按华丽的说法，这是“企业文化的体现”，其实不过规训而已。 日常生活中，多数人
看到这些稍显乖谬的场景，大多是同样的反应：“喏，又在洗脑了。”这种共识的逻辑起点基于亲眼
所见：因为自己不这样做，也不太见别人如此，所以认定此举违反常态。 可事实上，纵令生就一双“
火眼金睛”，靠双眼来分辨洗脑，显然是最初阶的。孙继滨的《中国人的紧箍咒》一书，就充斥着“
大气璀璨”的洗脑及其典型案例。为什么这么说？《紧箍咒》中陈述的案例，全都是人类文明层次上
的洗脑。这么一说，给人感觉作者是不是好为大言，不如“学者专家们”可靠呢？不能这样讲。应该
说，作为民间文化学者，比之捧官方饭碗的文化人，作者要敢说的多也说的更透彻。因为“学者专家
们”本身就是替官方洗我们脑的御用工具，很难自己指着鼻子骂自己。 每个人都有着无拘无束、敢爱
敢恨的纯真时光，我们称之为青春岁月。按照这本书的说法，那就是你还没被洗脑干净，还没成熟，
还没有戴上文明的紧箍咒，类似于戴上紧箍咒前的孙猴子。而当你被周围人说“成熟了”“懂事儿”
“是个大人了”，好吧，你已经戴上了紧箍咒，成了取经路上的悟空。换句话说，你被文明洗脑了。
《紧箍咒》罗列了七大紧箍咒，与文明息息相关的七大紧箍咒，也就是文明的洗脑案例，读来颇有启
发。更重要的是，作者告诉我们了一个悲惨的世界。人们在无时不刻地在被文明洗脑，而且各大文明
的洗脑意识在不断增强、手段在不断升级。以往是无意识地进行文明教化，现在很可能是明知洗脑药
方有问题也要给你洗。搓、涮、淘、搅、砸。。。无所不用其极。《紧箍咒》告诉你，千万别以为只
有阿里郎是洗脑，乔布斯和盖茨也是，各大文明可能也是。不要看着别人兀自哂笑，对自己正在被搓
、涮、淘、搅、砸却浑然不知。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客观的，完全正确的，当然我们也要谨防自己被这
本书洗脑，从此认定一切皆洗脑，成为“洗脑阴谋论”患者。说到底，洗脑与否，关键在于心智的独
立程度。在抱定对真理的根本信服的同时，别忘了多用怀疑的眼光看看外面的世界。对于中国人来说
，就是：珍爱理性怀疑，远离圣人教化。记住：每放弃一次怀疑的机会，你就多了一分被洗脑的危险
。 
7、这是一部值得反复研读的著作。作者对于中华文明的历史和发展花了很大的心力，从各处收集了
许多在我来讲首次见到的资料。这点是值得我学习的。在我看来，此书虽然以中华文明为中心，辅之
以英美系新教文明做比，其中最大的亮点却并不在对中华文明的论述处，而是对于科学家分工为何在
英国诞生的那段文字。 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与现今各种国内外经典不同，它们通常是强调
阶级斗争、环境因素、宗教因素、生产方式等要素的。而这本书则突出了社会分工的重要性，尤其是
科学家分工的重要性，最后则归结于文化因素，即——紧箍咒。通俗的解说就是：科学家分工，（这
里要注意：不是说科学家），只可能诞生在英国，这是由英国文明独特的紧箍咒所决定的。关于中国
文明史和世界文明史，国内外著作通常是多种观点的大杂烩，似乎文化也重要、宗教也重要、阶级也
重要。。。，所以内容可能很精彩，但结构复杂，脉络混乱，往往说不清楚问题的根源，也就降低了
说服力。而在《中国人的紧箍咒》，经过作者的整理，基本上可以提供一条系统的清楚的脉络，基于
紧箍咒（文化价值观）历史变迁的脉络。可以说，它是目前大陆文化学者唯一能够比较具体、清楚描
述中华文明历史的作品。非常值得购买！ 　　 对于中华文明，虽然作者某些批判蛮激烈，但是【瑕
不掩瑜】，因为那些批判是荆棘丛中的火焰，走出文明新路的必要手段。对于那些想要清楚了解中华
文明发展历史的朋友，建议：收藏之，参考之！ 　　 
8、　　还是只有两个字——【好书】！ 　　还是只有两个字——【好书】！ 　　还是只有两个字—
—【好书】！ 　　还是只有两个字——【好书】！ 　　还是只有两个字——【好书】！ 　　还是只
有两个字——【好书】！ 　　还是只有两个字——【好书】！ 　　还是只有两个字——【好书】！ 
　　还是只有两个字——【好书】！ 　　还是只有两个字——【好书】！
9、我想，那个啥，也就是个人观点：看过这本书的人，无论正想反想，估计都会用这么两个字来形
容——“颠覆”。一般而言，大家说起人类的历史——虽然走了不少弯路，发生了不少战争——但总
还是以辉煌的正面为主，毕竟我们走到了现在嘛。记得在学校，老师们敦敦教诲，什么人类社会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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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啦、什么资产萌芽啦、什么共产社会啦，仿佛我们享用如今生活中的一切，比如汽车、互联网、
手机是天经地义、自然而然、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这让我们觉得，人类文明是慢慢在往前爬的
，而且似乎理所当然悠然前进。读过此书才明白，原来，这些都是我们现代人自恋的傻想头哎。 　　
书中讲了好几个改变了中华文明走向的大人物和大事件，譬如唐玄宗的摒弃周公，宋理宗的独尊理学
等等，竟然意义如此重大，着实令我大吃一惊。毕竟，按照朝代更迭讲述中华历史，按照帝王将相来
人物排序，是我们文化的主流叙事。在这里，一切都颠倒了。所谓唐宗宋祖秦皇汉武，仿佛已经无足
轻重，给文化人洗脚都不配。这、这、这也太“颠覆”也么哥。。。想想，我们若是无知的和什么一
样，求神拜佛学马列看运气地糊里糊涂过日子，那也是一辈子。可读了这本书，只怕很难再自以为聪
明地做那些傻事儿了，想到这儿，我不觉地伤心起来。。。。不要太严肃、不要太自恋：看了这本书
又怎样？就当偶尔自嘲一把，然后继续开开心心，自以为是的走下去吧。不打紧~不打紧~~ 　　
10、拙作《历史的细节》出版以来，我认识了很多著名的写作者，孙继滨先生就是其中一位。孙先生
的《中国人的紧箍咒》让我想起自己曾经写过的一篇博客《中国人的纸枷锁》。陈凯歌在《梅兰芳》
一开篇，就讲了一个纸枷锁的故事。梅兰芳的大伯因为家人新丧，没给太后穿红，先挨了一顿打，后
又被赏了一纸做的枷锁。奴才威胁道：撕破一点弄死你！ 枷锁是禁锢犯人的，为了防止犯人脱逃，枷
锁无不铁打铜铸。一张薄薄的纸枷锁，看起来不堪一击，竟然比铁枷锁更可怕。这纸枷锁看起来几乎
等于没有，但它是存在的，因为戴枷锁的害怕“撕破一点弄死你”，这枷锁实际是心理的枷锁。 事实
上，紧箍咒与纸枷锁是同构的，也一种权力和压迫的象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说《历史的细节
》是从历史来进行中西文化的对比，那么《中国人的紧箍咒》就是从文化来进行中西历史的对比。相
比之下，孙先生的书更加适合大众一些，文笔幽默，平易近人，什么道理都被他讲得浅显易懂。而且
在书中，不断的插入许多有趣的故事和典故，给人许多智力上的启迪。在这一点上，《历史的细节》
过于书面化，甚至有学术化的倾向，这使一般人对它的阅读和理解会产生一定的障碍。在未来的日子
里，我需要向孙先生学习。深入容易，浅出才难啊。
11、儿时的我们，常常缠着长辈问这询那，随着年龄的增长能告诉我们答案的人也随之越少。对世界
，社会充满好奇的我们从来没有停止过提问。今天我找到了答案，埋藏已久的谜底被《中国人的紧箍
咒》所揭示。作者以全新视角，全新理念去诠释一个众人闭而不谈的谜底，他迈出了第一步，唤起共
鸣。使读者我受益颇深，希望您是下一个受益者。
12、有个笑话。一小朋友躲在厕所里吸烟，被老师发现。老师大怒：“小小年纪，为什么吸烟？”小
朋友回了一句：“祖国未统一，心情很郁闷。” 笑话通常都是有现实背景滴。最近，俺就像那位小屁
孩儿，开始关心起中华民族的命运了。几本谈文明讲文化的书一块儿看，包括这本《中国人的紧箍咒
》。学理科的，读着有点儿费劲，但小进步还是有些的。下面就是我的读书心得： 　　 —中华文明
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呢？—既然中华文明是这个样子的，中国人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应该怎么应对未
来比较好呢？ 这本书就是围绕这两个主题来写的。这已经够宏大了，然而作者似乎还志不在此（中华
文明），志在（诸）文明之间。按此书中所言，文明是个相对稳定价值观系统，更确切地说，是一个
紧箍咒系统，基于七个紧箍咒形成的文化系统（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正确）。先不说什么是紧箍咒系
统，光是这一理解，就把我的世界观彻底颠覆了。或者说是把原来心目中的文明定义给修理了。原来
我以为自己生活在儒家文明社会中，与其相对的是基督新教文明社会、天主教文明社会等等。现在变
成什么样了呢？文明被解构了。文明成了紧箍咒群集，紧箍咒矩阵。一个紧箍咒变了，一个文明就演
变成另一个文明了。。。文明就是这样发展变化的？？？将信将疑。。。文明真的是这样吗？亦或是 
我的逻辑理解能力有误。。。尽管有所保留，若是你要这样追问：“这本书到底怎么样？” 我定会如
此作答：“这是一本改变文明观的书！”
13、　　读了这本书，觉得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弱爆了，觉得专家们以往走的文明研究路子是不是走错
了。。。　　这本书，《中国人的紧箍咒》，读了两遍，第二遍做了笔记。 　　看来作者是将文化教
育认为核心。将所有的文明人，看来不是特指中国人，他们的本质视为在后天文化熏陶中“习”而成
“惯”的种种个性特质。紧箍咒，原来很简单，孙猴儿头上戴的一个圈圈罢了。现在被作者泛化了，
成了一种文明人的普遍装束，在长期的文化价值观影响下人们所形成的下意识反应。 　　作者主要是
从领导这个角度来观察的。明白地说，就是“一个文明教育出来的标准人”应该具有哪些价值观取向
，才能够对该“文明本身领导世界”或者该“文明个体成为领导者”这两个命题起到正面意义。例如
强调探索未知还是争夺已有啊，强调开创分工还是团结协作啊。等等之类的。　　书不是很厚的原因
吧，一些东西讲的并不是很细。但还是感觉受到震撼，这本书确实和以往的历史书、文明学视角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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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站在文化的高度来审视历史和文明。
14、关于“宋元明清没有领导世界”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提得实在是过于苛刻了，以至于是
类似于一个伪命题了。只有在全球化时代，这个问题才是一个真命题。所以，这个问题最终这样来提
才比较好：为什么明清没有领导世界？把宋元去掉。因为从全球史来看，明朝中期以后，中国有了郑
和下西洋，西方则开始走向殖民扩张的海洋时代，才有可能提领导全球的问题。蒙古人统治下的元朝
，很开放的，文化和科技都有实力，实际上也是不错的，不是只有统治和占领，而没有思想文化和科
学的。
15、对先验物质（真、善、美）的追求和探索，传统中国文化是对“真”没有做出很好的阐释的，好
像整个传统文化都不鼓励对“真”的探索。所以，中华文明对自然的探索没有持续的精神，而对谋略
则贡献良多，毛泽东就是这个传统文化的代表。这个还应该加强。此外，本书第九章，P. 167- 169，作
者在论证仁政和仁的问题的时候，引用了努尔哈赤的“恻隐之心”和马丁 路德 金的“公平之心”的
对比。我认为两者没有什么可比性，毕竟时代不同，目的也不同（是否要夺取政权）。作者还发出了
“建州女真对待明朝的不平等待遇，为什么不使用抗议做武器？难道仁政下人们没有权利发出抗议吗
？⋯⋯”的感叹，让我读来觉得十分迂腐好笑！我认为，建州女真有机会抗议吗？他们的抗议有效吗
？这就好像20世纪的毛泽东以马列为旗帜搞农村武装革命一样，只此一条路而已，只是他们破坏了一
个旧专制主义，同时却又在建立一个新专制主义而已。
16、近来，断断续续地看着《中国人的紧箍咒》。现在，终于看完。曾经，看过很多思想文化，哲学
类的书籍，诸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周国
平的《守望的距离》《安静》等，都让我获益匪浅，而这本书也同样让我获益匪浅。主题是：通过文
化来教化世人，即所谓“人文教化”。这本书写得很棒，堪称一部思想史诗。通过中西方文化思想做
深刻的对比，紧紧围绕着“紧箍咒”这一核心，向读者阐述了中国为什么没能担任领导世界这一重任
。书中，很多的史实是在历史书上没见过的。这样一来，又给我上了一节全面的历史课。而书中语言
集幽默，严瑾于一体，还通过制作图表来作详细地分析，给人以清晰明了的感觉。书中还引用众多哲
学家，科学家，政治家等人的事例，语录，意味深刻，给人以无限的思想启迪，获得一次精神的洗礼
。最后得出结论：只有走出自我囚禁，文明才可能永不凋萎。其实，早就应该做一次深层次的思考，
大胆创新，不断怀疑。要知道“伟大的哲学始于怀疑，终于信仰——培根”。其实，在任何地方同样
适用。就像胡博士的治学之依据“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确，我想这是我们应该要沿袭与继承下
来的。若长期坚持，也许，某一天就可以获取“桂冠”，而不是“咸鱼冠”。by —自白 (长沙)
17、http://dengzhengyu.blog.163.com/blog/static/71608872013624947495/一个对中国历史有兴趣的人，一
个思想开放的人，一个对人类文明史很关注的人，一个有求知欲的人，就一定会对中华文明展开思考
。 我在读孙继滨这本书之前，还读过很多本的文明\文化史批评的书，如《全球通史》、《文明的解
析》，还有《中国文化史》、《中国文明史》，都是不错的书，各有特色，富有启迪。当中，我印象
最深的是美国人默里写的《文明的解析》，论证充分，学术性强，里面对各种文明的成就作了比较，
特别是对东亚文明和西方文明作了比较，为什么不同的文明，做出来的成就很不一样？默里提出了四
个可供解析的观点： 动力之源——目标、自主权，内涵之源——组织结构（原理、技巧、工具，在分
析文明成果的时候，这点是很独到的）、先验物质（真、善、美），由此，对东亚儒家文明提出了自
己的看法。写东西文化对比的书，作者是要有经验的，不是学贯中西，就是要有在东西方从业或生活
的经验，这点，正是作者所具备的。本书的版权页的底部，写着“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真
乖！作者有意回避今日中国的问题，但仍然让读者可以联系到今日中国，从而具有了强烈的批判精神
。 作者对任一种文明的价值观，提出从7个方面进行思考，每一种价值观的形成，都有五个过程。一
般认为，传统中国文化的特点和带来的结果，可从两个方面来进行概括：一是用“德”、“和”两字
来概括，似乎作者对“德”用力很足，认为崇德文化必然会丢很多重要的东西，如才能、变革、创新
意识等，而对“和”文化必然带来的瞒和骗，从而缺失批判精神则提得较少；二是从来自易经易传的
两个词“厚德载物”和“自强不息”来概括也不错，就是这种精神才让中华文明能够坚韧不拔、绵延
不断的，但同时也是这种精神每每弄得自己危机四伏的，可惜作者没有明确提及这点。中国的历史命
运，是中华文明固有的局限性带来的必然结果。本书比较有特色的是，对秩序观、自由观的论述很充
分，特别是对中国人的大一统的一元论价值观有很好的论述，这是很有眼光的。可惜，作者对中国人
好面子、官本位、做事不讲规则、不认真、不讲逻辑、没有公德、麻木、人人都是道德理论家但不是
道德行动家等国民性问题没有明确提出来。一般认为，传统中国文化对“真”没有做出很好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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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华文明对自然的探索没有持续的精神，而对谋略则贡献良多，毛泽东就是这个传统文化的代
表。总体上来讲，作者列出来的一个文明的七大价值观，有让读者感觉有点凌乱之嫌，有重叠也有遗
漏，比如，一般认为，世界观、人生观和信仰观三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同的概念，此外也还欠缺
理论抽象性，用来说明问题的时候还不如《文明的解析》的那么简单有效，一个好的理论的威力是应
该做到为点的。尽管如此，这本书总算是对中华文明的特点和出现的问题作出了认真梳理，击中要害
，行文自如轻松，学术性也许差了一点，但仍然不失为近年来类似书籍里写得比较好的一本书，比较
中肯，没有多大的偏颇，可以与默里《文明的解析》相互参照。当然严谨性差了一点，因为我还是很
容易的挑出一些论述上的小瑕疵，这就不说了。近来，由中国人写的这种文明史的解析，所持的当然
是现代史观、全球史观和文明史观，针对中国问题提出见解的书，我看到的还有杜君立的《历史的细
节》、楚渔的《中国人的思维批判》等等，很抢风头，我还没有认真读过，只看过书评，似乎写得并
不成功，骂的人较多，不过还是可以参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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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人的紧箍咒》的笔记-深入容易浅出难

        

拙作《历史的细节》出版以来，我认识了很多著名的写作者，孙继滨先生就是其中一位。 
　　 
　　孙先生的《中国人的紧箍咒》让我想起自己曾经写过的一篇博客《中国人的纸枷锁》。陈凯歌在
《梅兰芳》一开篇，就讲了一个纸枷锁的故事。梅兰芳的大伯因为家人新丧，没给太后穿红，先挨了
一顿打，后又被赏了一纸做的枷锁。奴才威胁道：撕破一点弄死你！ 
　　 
　　枷锁是禁锢犯人的，为了防止犯人脱逃，枷锁无不铁打铜铸。一张薄薄的纸枷锁，看起来不堪一
击，竟然比铁枷锁更可怕。这纸枷锁看起来几乎等于没有，但它是存在的，因为戴枷锁的害怕“撕破
一点弄死你”，这枷锁实际是心理的枷锁。 
　　 
　　事实上，紧箍咒与纸枷锁是同构的，也一种权力和压迫的象征。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如果说《历
史的细节》是从历史来进行中西文化的对比，那么《中国人的紧箍咒》就是从文化来进行中西历史的
对比。相比之下，孙先生的书更加适合大众一些，文笔幽默，平易近人，什么道理都被他讲得浅显易
懂。而且在书中，不断的插入许多有趣的故事和典故，给人许多智力上的启迪。 
　　 
　　在这一点上，《历史的细节》过于书面化，甚至有学术化的倾向，这使一般人对它的阅读和理解
会产生一定的障碍。在未来的日子里，我需要向孙先生学习。 
　　 
　　深入容易，浅出才难啊。 

2、《中国人的紧箍咒》的笔记-第77页

        简而言之，中国人的理想社会，儒家弟子“平天下”所要抵达的彼岸，就是一个人人都追求“天
人合一”的社会。

3、《中国人的紧箍咒》的笔记-第74页

        传统中国人会怎么做事呢？他们按照圣人教导去做事。他们会去做圣人认为有意义的事情，而且
会先去做被圣人认为是最有意义的事情。而在中国圣人眼中，“天人合一”最有意义。

4、《中国人的紧箍咒》的笔记-第76页

        在追求人生的意义的过程中，每个里程碑都是由“天命”所定义的。也就是说，标准是由天制定
的。与其说是人在努力追求和探索，不如说人在不断地迎合与接近天。即便你做到了「从心所欲不逾
矩」，那也不过是符合了天的标准。天从未改变过，你也从未试图改变过天。

5、《中国人的紧箍咒》的笔记-第1页

        中国领导世界？外国的期待或阴谋？中国应该首先搞清楚这个课题： 什么叫＂领导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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