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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子  国学的当下意义
启动生命的源头活水——我们今天学习国学的价值
三种自由之境
我的自在
中国梦是全世界和而不同之梦
第一讲  国学入门
第一课 学习国学的方便法门
读经：知其篇目，记其章句
读史：从熟悉的故事开始
学国学，从爱文学开始
国学的经典
国学的方便法门非宗教的方便
第二课  国学的分类方法
任继愈先生论学术的几个源头
庄子的分类方法
儒家和法家没有绝对的界限
认为国学阻碍了中国现代化是一个误会
第三课   国学的本质是至善之学
国学的精髓是解决人的心灵问题
国学的发展和家族传承的关系
中国人的文化包容性
第四课  汉字之美
中国的诗词与文字
中国的文字给人一个无穷极的美奂境界
第二讲   儒家：修齐治平——中国人的尘世修行路
第五课 《易经》：群经之首
《易经》的结构和影响
《易经》的要义——阴与阳
太极图
《易经》的实质是本体问题
《易经》的中和智慧
学习《易经》从心开始
《易经》教会我们面对人生困境的态度
《易经》是驾驭人生的智慧
《易经》与现代科技的关系
第六课 孔子：一位伟大的往哲
孔子的生平
孔子的自我进取之路
学习孔子是社会转型期的价值回归
孔子讲道是把人格自然化
为己之学强调个体的修为
仁爱就在身边
孔子给领导者的建议
孔子的育人标准
君子与小人
君子的操守
我们今天需要更加重视心灵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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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道面面观
国学教育
《孔子大典祭文》
第七课 孟子：提倡仁政的王者师
孔子与孟子的不同
孟子的性善并不否认人的复杂性
王者师的天真梦想
孟子的集义养气
孔仁孟义二而一
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
孟子是儒家之集大成者
孟子的仁义礼智之思
孟子谈利、美与心性之乐
孟子思想的精髓
第八课  《大学》：中国人的红尘悟道之路
大学中学小学之辨
止于至善不是停滞不前
明明德——发现本真之德性
义利统一治天下
第九课《中庸》：天道，人道，中和之道
宇宙天道是中和
殊途同归
至诚之境
第三讲   道家：无为而治——回归自然的生命境界
第十课  道家管锥
道教和道家是两回事
道家的非逻辑的玄学感悟
对本体最高明的讲法
老子与庄子的不同
第十一课  老子：道家的众妙之门
老子像条龙
无中生有：老子的宇宙观
老子的无为是为了无不为
老子从天道悟人道
《道德经》主旨：阴柔地进取
老子哲学观：超越美丑善恶的和谐
柔弱胜刚强与大器晚成
第十二课 庄子：无所待的逍遥神游
天机不可泄露
彻底无为和绝对的心灵自由
中国的文艺之神
洗尽铅华的本真之美
超脱于生死的逍遥
心灵的情态自由
无差别之境界：环中
万物齐一，相互依存
绝圣弃智，顺应自然
自然的存在不待矫饰
无用是最大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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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思想是东方乌托邦
庄子斥儒
庄子推崇艺术的自然美
庄子的方法论
第四讲  佛家：解脱自在——对治根本烦恼的大智慧
第十三课   佛教源流
释迦牟尼的身世
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佛教的主要教派
佛教和中国文化的联系
第十四课  佛教的空性智慧
佛教世界观：诸法空相
佛教是关乎心灵的东西
心无挂碍，才能放下
忏悔对治贪嗔痴
第十五课  《心经》：色空不二观自在
心经是佛教经典的核心概括
看破，放下，自在，是佛陀一生三境界
观自在菩萨
无的大智慧
第十六课 《坛经》：明心见性，顿悟成佛
慧能的传奇故事
善知识的般若智
坛经的特色：深入浅出
心无分别自见佛
天堂地狱一念间
心外无佛
南顿北渐都是禅
执象和不执象
第十七课 《妙法莲花经》：成佛之路的微妙法门
法华经是一部玄妙的佛经
佛法名相
此经的方便法门
随其本心而方便说
法华经为第一无上法
第五讲   艺术：书画——在多彩的领域感悟国学
第十九课 书法：一字一生命
书法的历史
书法欣赏之道
书法理论
第二十课 绘画：自然形成的审美
中国画之美
西方绘画赏析
中西绘画评论
中西绘画比较
结语
附录：《国学开讲》背后事——答主持人王利芬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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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读了一些讲国学品国学的书，因为有自己的观点所以在看别人的观点时，并不能全盘接受，也无
法跳脱出自己的想法简单看待。很容易被自己的狭隘害得一无所获。
2、讲佛学透
3、。
4、国学补课
5、讲的好。但与我，已经不满足了。慢慢明白，再好的东西也是有可能成为束缚和阻碍。国学于我
就是。我渴望更大更广阔更实用更科学的东西。中国今日的混沌，就是国人不明事理，不尊逻辑的结
果。我也要走出中西分野的壁垒。
6、天命谓之性，率性谓之道。
7、对了解国学还是挺有帮助的，难度适中，不是特别通俗，但能懂
8、佛学也算国学了？
9、总体感觉比较絮叨，可能是由谈话节目整理成的有关。儒和道的部分觉得作者有比较成体系的看
法，至少引起我强烈的重读经典的愿望。到佛家就有些似是而非了。个人比较反感那些说自己不信佛
，却又以佛法专家的姿态高谈阔论的，须知佛法是需实证的东西。最后部分书法尤其是绘画，就感觉
清晰和到位得多。总的来说，要学国学不可偷懒嚼人家嚼过的东西，还是要看原著经典。学佛法，还
当亲自践行修习。
10、适合初级阅读
11、读的过程中无数次感叹受教了，老先生学得很通透，收获颇丰。
12、还不错，传统视角的讲述。若对国学有所涉猎，再看会收获更多。 
13、国学入门，开卷有益，但是重复太多，翻来覆去那些话有些烦。
14、2014-12-14 冬日特别喜欢读艰涩“无用”之书，读后酣畅至极。
15、儒释道三家同时进修
16、呵呵
17、儒释道三修的国学入门书。
18、太啰嗦。
19、真是一本好书
20、可以对国学概况有一个了解。讲的也较生动有趣，对作者一些观点不太能苟同。
21、“这段话人们非常熟悉，但有人可能不知道它是源自孟子这些书。当你读《孟子》发现的时候，
你会大快乐大欣喜，原来本在这儿呢！这就是我们读书的快乐之所在。”这是不读的人的读书的快乐
之所在！
22、老范值得尊敬
23、通俗易懂，国学入门。大师笔墨，真诚相待。珍藏之余，时常翻阅
24、去年十一经过花溪的时候去了一回孔学堂，不过放假的关系并没有开课。走的时候在机场就带走
了这本国学书弥补一点小遗憾。有时候找到一本对的书胜过100本无聊的畅销书，特别是读到道家的部
分，受益颇深，思如泉涌。
25、难得把国学讲得生动有趣。
26、第二本讲国学的指导性的书，准确的书是第三本。
里面只是了经，诗，子，集的部分内容，像论语，庄子，老子，大学，中庸这些常见的。不能说浩瀚
但也够用了。
  对于这些书的点评和研究比梁启超的深刻程度还是要差一些，同时提出了一些观点和对人生的思考
确是跟值得推荐的。
27、同样是国学之谈 范增先生的文字比三联书店《国学常识》要生动的多 文字平实道理浅显 先生一
定是个可爱的老者 72岁高龄写这个 循循善诱 写的引人入胜 可惜我还是没有坐下来慢慢品国学的定力 
太浮躁 还是慢慢来吧
28、不说他的画，此人为人非常卑鄙，为求自保出卖朋友，温和如沈从文，都不能忍他。再看这本书
，作者自负到了极点，认为读通了各路经子史集，其实没什么观点，不知道再说点什么。
29、读经典，须：①沐浴√②更衣√③焚香√④禁欲√⑤斋戒√⑥煮茶√⑦献祭√⑧奏乐√⋯读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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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乡范曾大师《国学开讲》，无须多礼，不必装逼。闲暇之余，从案头、书架、床头、马桶盖⋯随手
取来翻开，以最舒服的身姿，或站、或坐、或躺，从任一章节开始，一头扎进国学浩瀚海洋，撷取最
美浪花一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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