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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的视野》

前言

　　一种视角的发现总是有限的，由多个视角形成一种交叉的视野，或能逼近真相。这部文集谈天说
地、信口开河，东拉西扯，口无遮拦，也有些严肃的，却不免酸腐之气。来点宏大的语词，涵盖者，
自不仅宗教、民族、文化、历史⋯⋯希望能够歪打正着，对时弊能够有所针砭，对世风能够有所匡正
，对文明能够有所浸润，对学界能够有所警策。　　现在的学界也开始“恶搞”，一时间，阴狠刻毒
的皇帝正气凛然，千夫所指的汉奸通体灵光⋯⋯君不见，“历史”已经“开放”了！幽灵不仅应该重
新评价，更应该重新开发。价值的颠倒，善恶的易位，“怎么都行”，正是我们时代骄傲的流行风。
细看来，却都是孔方兄的诱惑难逃。既如官方出面以中华民族的名义公祭黄帝、炎帝、大禹等祖宗（
文集里已批评官方出面祭孔），初看好像能够增加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对两岸统一也有好处。但各地
方官拼命论证某某祖宗出在自己那里，却总让我想起一个民间故事：一对贫困的老夫妇养了一群不肖
子孙，临老没有依靠。有位高人为老夫妇出了个主意，让他们散布舆论，说自己的枕头里都是金子，
子孙们信以为真，你争我抢地“孝敬”老人。等到老人故去，子孙们又你争我抢地要那个枕头，打开
了，里面不过是寻常的秕草。我不知道，如果我们的祖宗不能带来旅游收入、不能带来商业价值，我
们的那些地方官还会不会那样热衷地认祖宗、祭祖宗？我们从来只有宗教功利主义、宗教实用主义、
宗教工具主义，从来只有政治功利主义、政治实用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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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一种视角的发现总是有限的，由多个视角形成一种交叉的视野，或能逼近真相。这部文集谈天说地、
信口开河，东拉西扯，口无遮拦，也有些严肃的，却不免酸腐之气。来点宏大的语词，涵盖者，自不
仅宗教、民族、文化、历史希望能够歪打正着，对时弊能够有所针砭，对世风能够有所匡正，对文明
能够有所浸润，对学界能够有所警策。
自序
快乐的与愤怒的
切忌以“左”反右
《“左”倾误国实录》序
文化领域尤需防“左”
关键时刻的关键谈话
“左”的虚伪性与欺骗性
并非对话
——评《与李泽厚对话》
五子登科闹文坛
从悲剧向喜剧的转化
反思“文化热”
对《坚硬的稀粥》的批评的反批评
学术之外
也谈小品的格调
成龙应否做教授
令人不敢恭维的文化牌
管理的失效
轻松的与沉重的
生命的意义
浩然之气
天地为庐
澄怀观道
用爱心铸成纯真
——访冰心老人
孔夫子与李宇春
侃侃“《废都》热”
羽之野《等待情结》序
金大侠的失误
酒与美
新闻社的报道应注意格调
我看“国学院”
一口吐沫淹没一个民族
人生境界真善美
十六大后的中国改革前景
改革面临严峻考验
——在海南企业家协会的演讲
20世纪中国的大思想家与大学问家
《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概述》后记、补记
人大制度“怪现象”
中国的与西方的
《心学与美学》自序
沟口雄三《中国的思想》译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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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的学问
《荀子》自序
从天本体到心本体
“礼”的诗化
苟子人性论新探
从陆九渊到王守仁
审美情趣与文化心态
从伦理到心理
泰州学派的平民意识
王静安的文化心态及其启示
精神分析美学的魅力
——容格美学思想新解
自然主义美学的杰出代表
——桑塔耶纳美学新解
新自然主义美学的杰出代表
——托马斯·门罗美学思想新解
意识流美学的特色
后记：不识时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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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士林，1955年1月2日生，吉林人。先后就读于吉林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1988年获博士学位(导师：李泽厚)。曾任日本东京大学特邀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高级访
问学者，现为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美中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学术著
作：《当代中国美学研究概述》、《心学与美学》、《心灵学问》、《荀子》；学术译著：《中国的
思想》；主编学术文献：《中国学术年鉴》、《美学百科全书》、《西方美学史》(第四卷)、《黑春
秋》、《防“左”备忘录》、《亚洲报告》等，凡千万言；‘学术论文：《中国社会科学》、《哲学
研究》、《孔子研究》、《读书》、《战略与管理》等刊物刊载近百篇；亦常在《新京报》、《中国
青年》、燕南网、《南风窗》、《粤海风》等发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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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快乐的与愤怒的切忌以“左”反右《“左”倾误国实录》序文化领域尤需防“左”关键时刻的关
键谈话“左”的虚伪性与欺骗性并非对话——评《与李泽厚对话》五子登科闹文坛从悲剧向喜剧的转
化反思“文化热”对《坚硬的稀粥》的批评的反批评学术之外也谈小品的格调成龙应否做教授令人不
敢恭维的文化牌管理的失效轻松的与沉重的生命的意义浩然之气天地为庐澄怀观道用爱心铸成纯真—
—访冰心老人孔夫子与李宇春侃侃“《废都》热”羽之野《等待情结》序金大侠的失误酒与美新闻社
的报道应注意格调我看“国学院”一口吐沫淹没一个民族人生境界真善美十六大后的中国改革前景改
革面临严峻考验——在海南企业家协会的演讲20世纪中国的大思想家与大学问家《当代中国美学研究
概述》后记、补记人大制度“怪现象”中国的与西方的《心学与美学》自序沟口雄三《中国的思想》
译后记心灵的学问《荀子》自序从天本体到心本体“礼”的诗化苟子人性论新探从陆九渊到王守仁审
美情趣与文化心态从伦理到心理泰州学派的平民意识王静安的文化心态及其启示精神分析美学的魅力
——容格美学思想新解自然主义美学的杰出代表——桑塔耶纳美学新解新自然主义美学的杰出代表—
—托马斯·门罗美学思想新解意识流美学的特色后记：不识时务

Page 6



《交叉的视野》

章节摘录

　　怎样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　　--对“中国文化统一案”的评估　　1988年7月14日，以陈立夫为首
的34位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提出了一项旨在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议案：“中国文化统一案”。这项
议案的突出特色是把统一的基础放在文化上，它认为“谋求统一必先建立共信，中华文化为建立共信
的最佳条件”，基于这种认识，它具体地设计了统一应循的三个步骤：文化－经济－政治，明确地提
出了“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构想。　　“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是一个富于建设性的构想。它受
到了两岸舆论界的普遍欢迎。9月7日《人民日报》就“中国文化统一案”专门发表了评论员文章：《
两岸互信合作，促进祖国统一》，文章高度评价了陈立夫等34位先生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并肯
认：“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巨大的凝聚力，是海峡两岸建立共信和互信的一个重要基础。”台湾几家颇
有影响的报刊则认为“中国文化统一案”具有“前瞻性”、“积极性”、“挑战性”、“震撼性”，
是一项“反客为主”的提案。①　　目前看来，这项议案尚很难获得台湾当局的首肯（7月29日李登辉
已对这项议案作了否定性表态），但从统一大业的必经阶段着眼，适应民意之所望，舆情之所促，探
讨一下这项议案“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构想的具体含义与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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