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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传统》

内容概要

最具全球眼光的中国文化宣言！
传统不是死物，世界尚未定型，中国文化的未来取决于我们如何再造传统
当代最具独立精神的学界“动手派”，清华国学院刘东教授，十年磨一剑的忧思之作，以毕生激情为
重振传统而奔劳呐喊
~~~~~~~~~~~~~~~~~~~~~~~~~~~~~~~~~~~~~~~~~~~~~~~~~~~~~~~~~~~~~~~
当今中国，经济高速起飞，物质生活巨变，为何整个社会却充满了怨气和戾气？
全球化大势之下，中国文化的未来“危”与“机”何在？
《再造传统：带着警觉加入全球》是清华国学院刘东教授在全球化视野下思考中国文化未来发展方向
的忧思之作。文化全球化虽为大势所趋，却尚在过程中，我们不应将自家传统视作奄奄一息的死物，
中国文化的未来正取决于我们如何再造传统。刘东呼吁，只有参验当今时代的学识、眼界与体悟，重
新为传统贯注精神内容和思想活力，政治合法性和人与自然的双重危机才能获得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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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传统》

作者简介

刘东教授，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副院长
当代最具独立精神的学界“动手派”
以毕生之力为再造传统而奔劳呐喊
早岁师从思想家李泽厚，曾先后任教于浙大、南大、中国社科院、北大，讲学足迹遍及亚美欧澳各洲
；除国学领域外，所治学科依次为美学、比较文学、国际汉学、政治哲学、教育学，晚近又进入艺术
社会学；发表过著译作品十七种；创办并主持了“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人文与社会译丛”及《中国
学术》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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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传统》

书籍目录

小　引
第一章  尚在过程中的全球化
第二章  全球文化与文化全球
第三章  当中国传统遭遇全球化
1. 申遗
2. 语言
3. 建筑
4. 电影
5. 熊胆
6. 体育
7. 通识
8. 家庭
第四章  自我殖民与中体西用
第五章  带着警觉加入全球
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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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传统》

精彩短评

1、没多大启发，但是作为知识性的了解材料还是很好的。
2、造你妈隔壁！既不懂传统又不懂现代，自以为是还瞎比比，说你固步自封都算是褒奖。
3、语言的边界亦是思维的边界，如果全球化所带来的强势语言你仅能使用而无法思考，那只是缘木
求鱼，除了语言，全球化或者美国化带来的一切都会是这样。短期内的中华文化传统仍然是晦暗不明
的。
4、也不算读过吧，觉得没什么启发，收拾东西时就给扔了⋯⋯
5、书中有很多我不认同的观点，但在其中又部分赞同。基于同样的现象，我们给出了不同的观点。
五年前我可能读一半就关上了，现在我要求自己看完人家怎么说，也许这就是“警觉”的作用吧。总
的来说，还是值得读的，因为他提供与我相斥的另一方面的立场。
6、没有阅读的快感，翻两页就搁下了。
7、只看了开头一部分，觉无甚新意，泛泛之语过多，貌似准备深入分析的标题，似只是大众阅读类
的内容。
8、此书内容已经先睹为快了，算是刘老师发的“福利”了。不过还是期待早日见到正式出版的书！
9、选题决定了它做不到对问题本身刨根问底。在这个信息超乎想象地过剩、不同文明圈的人终于坐
下来谈和而不同的年代，总不能苛求每个人都对对方的文化全盘接受吧。这注定了书写者只能提问不
解答，清扫不根除，烦恼不悲观。书写者该比其他人都纠结吧；又，文人不纠结，好意思说自己是文
人吗？全书亮点集中在论述特定文化的细节之处。 ★★★☆
10、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走向是刘东老师一以贯之的研究方向，这本提纲契领式的小书代表了他在
该领域的最新思想成果，详细分析了全球化的主要特征，并从文化遗产、语言、建筑、电影、中医、
体育、通识教育和家庭这八个方面，解读全球化与中国既有传统之间的冲突，进而给出自己为中国文
化传统在全球化时代的出路设计的蓝图。全书篇幅虽小，但内容和思想性却极其丰富，值得一读。
11、呵呵
12、整本书的结构作者已经说的很清楚，全球化之描绘，中国问题之当代，极具分量的回应，传统再
造。对于有全球化认知的人来说第一部分稍显冗长，到了第三部分才真正显出不凡，驾驭如此大的题
目，我不能想象还有谁能做的更好了。可疑的是正如作者所说这是提纲之上的扩写，本身仍应视为一
个提纲，在解决现有改革的具体策略上仍有一个天地值得再续。
13、意识流，知识点
14、视野最重要
15、#2014059#

16、看到后面有点作恶，论证颇显空洞
17、看完之后久久不能平静：现在竟然还有这种口号型的册子出成了书。不过参考书目都不错，可以
当reading list。
18、看似笼统，但值得细细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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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传统》

精彩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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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传统》

章节试读

1、《再造传统》的笔记-尚在过程中的全球化

        （《帝国》）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主权已经式微：‘通向帝国之路出现在现代帝国主义的
衰落之时。与帝国主义相比，帝国不建立权力的中心，不依赖固定的疆界和界限，它是一个无中心、
无疆界的统治机器。在其开放的、扩展的边界当中，这一统治机器不断加强对整个全球领域的统合。
帝国通过智慧的调解网络管理者、富有弹性的登记制度和多元的交流。帝国主义的世界地图明显的民
族-国家色彩，已经被合并、混合在帝国全球的彩虹中。“（哈弗大学政治学家斯坦利-霍夫曼）1、这
种全球化的倾向既非不可避免，也非不可抗拒，它既然源自美国的强大经济影响，也就会由于美国的
经济危机而退潮；2、所谓全球化运动还远远没有真正全球化，它所触及的地区还相当有限，还受制
于各国的具体条件和边界，还远未达到在市场、服务和生产方面的一体化；3、超地域和后主权的治
理还只是刚刚萌芽，非政府组织的代表性也还是相当有限；4、与此同时，一些超国家治理的组织，
又往往反映了少数国家的意志，其领导权往往是被垄断的，其操作往往是不透明的，起裁定也往往是
不公平的；5、实际上，全球化只不过是各种技术手段的总和，这些手段又可以为各种国家和个人所
利用，由此导致的带有各种偏向的行为，于启蒙运动所购想的那个科学、；理性地世界，形成了巨大
的偏离和落差。

2、《再造传统》的笔记-第191页

        鉴于中国当政的技术官僚们对于文科学术的冷漠⋯⋯
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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