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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常读》

内容概要

中国文化的精神是什么？到哪里去找中国传统文化？
　　浩瀚的典籍是中国文化的载体，其中那些百世流传的经典便是中国文化精神之所在。《论语》开
启了影响中国千百年的儒家思想，《韩非子》是法治思想的源头，《孙子兵法》代表了中国人对古代
战争的精辟总结，《坛经》代表中国佛教的成就，《老子》《周易》《史记》《红楼梦》等分别代表
着中国哲学、史学、文学的特点和达到的高度⋯⋯
　　然因文言文的隔阂、历代注疏纷杂、各家解读不一，传统经典往往被束之高阁。本书从古代典籍
的海洋中搜集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三十本书，请专家学者生动描述经典原貌与思想精华，尽力使
本书成为现代人进入中国古代典籍殿堂的必备入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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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泽华是目前国内著名的政治思想史专家，1935年2月生，河北石家庄人。1958年南开大学历史系肄业
。现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选任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兼任先秦史研究会等10余
个研究会理事。多年来着力于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文化、知识分子史、政治史的研究。著有：《先
秦政治思想史》、《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反思》、《中国的王权主义》；主编并与他人合著有：《中国
传统政治思维》、《中国政治思想史》(三卷本)、《士人与社会》(第一卷、第二卷)、《专制权力与
中国社会》、《中国古代史》(上、下册)。
    庞朴，男，1928年生于江苏省淮阴县，1954年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研究生毕业。曾任山东大学讲师、
《历史研究》主编等职，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发展史》国
际编委、国际简帛研究中心主任。著有《〈公孙龙子〉研究》、《一分为三——中国传统思想考释》
、《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庞朴卷》、《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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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老子》——人生的大智慧《庄子》——哲学的寓言《论语》——人的发现《孟子》——心性的修养
《尚书》——帝王的教科书《周易》——占卜的哲学《韩非子》——法治的源头《孙子兵法》——战
争的艺术《左传》——诸国争雄的时代记录《战国策》——中国的说辞艺术《诗经》——先民的歌唱
《楚辞》——士的悲歌《山海经》——中国最古老的神话《黄帝内经》——中国最早的医书《史记》
——中国第一通史《抱朴子》——探寻长生之道《齐民要术》——国以农为本《世说新语》——名士
的逸闻《坛经》——禅的化境《李太白集》——诗仙的气象《杜工部集》——诗者的楷模《东坡七集
》——失意文人的情怀《四书集注》——对儒经的权威解读《梦溪笔谈》——中国科学史的笔记《五
灯会元》——禅宗历代祖师的语录《三国演义》——三国志士争天下的故事《水浒传》——中国的绿
林文化《焚书》——中国文化中的叛逆意识《阳明全书》——道德良知的新诠释《红楼梦》——大观
园里的命运悲欢作者小传再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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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庄子对后代文化的影响庄子是战国时代的哲学家和浪漫主义文学家。他的思想对战国后期和
秦汉之际的儒道合流发生很大的影响。且不说韩非融合道家和法家思想建立的法家思想，仅在他书中
就大量采用了寓言故事的形式来讲哲学道理，其中，“矛盾”之说例举了一个工匠卖矛又卖盾自吹自
擂的故事就生动地揭示了自相矛盾的道理。更重要的是，秦汉之际号称杂家的《吕氏春秋》，受黄老
思想影响的《淮南子》等书中的通俗易懂的寓言故事都受到庄子文学风格的影响。因此庄子对中国传
统文化精神的贡献，在文学艺术方面和哲学理论上可以说是并驾齐驱的。中国哲学史专家任继愈曾经
把先秦时期中华民族的文化划分为四大区域：以孔孟儒学为主体的邹鲁文化，继承了西周的传统和典
籍，形成了《诗》、《书》、《礼》。以屈原、老庄为代表的荆楚文化，形成了《楚辞》、《老子》
和后来的《庄子》。以韩、赵、魏三家分晋而处于激烈斗争地区的三晋文化，形成了吴起、商鞅、韩
非等人的法家以及苏秦、张仪等人的纵横家。以齐国稷下学宫为核心后来又扩展到燕国的齐燕文化，
产生了管仲学派和邹衍的阴阳五行说。尽管这种看法还有待于进一步讨论，但其对于揭示中国传统文
化发展的源流起了推动作用。如果我们把老子的《道德经》、屈原的《楚辞》与现存的《庄子》对照
起来看，就不难发现他们的文风都充满了浪漫主义的精神，而且气势宏大。在哲学上他们不是像儒家
那样祖述尧舜大谈仁义道德，而是直指天道。屈原的《天问》和老庄之“道”都是从宇宙本原上探讨
自然界和人类的共同本原，从天地日月、阴阳之气直到人的生命，似乎非要追出一个无形的本原不可
。如果说《楚辞》中充满着爱国主义的悲壮气息，那么老庄则表现出一种逃避现实、自我解脱的人生
态度。纵观中国历史，每当王朝更替，中国处于动荡的时期，既有像屈原那样带着悲壮气氛力挽狂澜
的勇士，也有像老庄那样隐遁于山林的名士。道家的影响除了秦汉之际黄老之学，还有魏晋玄学。三
国时，魏、蜀、吴各有自己的文人学士。荆州地区集结了许多文学家、经学家。刘备、诸葛亮以荆州
人才为基础，占据了四川。玄学家王弼先人王业、王粲都生活在荆州，如果追溯魏晋玄学的起源，可
上溯到荆州文化。魏晋玄学虽然兴盛于洛阳，但品评人物的才性，早在东汉末年就开始了。所谓“才
性”，大都是从文学、才智、风貌加以评论，甚至带有夸张色彩，这就很有艺术色彩，显然是受到庄
子的影响。如果说，老子对宇宙本原有无的探讨引起了玄学崇本息末的有无之辩，那么庄子的相对主
义自由精神则是对魏晋玄学那种洒脱的自我超越精神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时不仅有郭象的《庄子
注》在发扬庄子的精神，就连王弼的“言不尽意”论也引用了庄子“得兔忘蹄”的典故。“言”与“
意”这两个概念出自《易传?系辞上》“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观点出自《庄子·外
物》篇：“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长形的竹笼是为了捕鱼的，捕到了鱼可以不要
这个竹笼了；绳套是为了捉兔子的，捉到了兔子可以不要这个绳套了。语言是为了表达涵义的，明白
了意义就可以忘掉语言了。对于忘掉了语言的人又能和他谈什么呢?也就是说，能够形容大道的言论很
难言说，忘言之人是与一般人难以沟通的。王弼在《周易略例》里就引用庄子的“得鱼而忘荃”、“
得兔而忘蹄”、“得意而忘言”，说明他的言不尽意的思想。除此之外，庄子的那套“心斋”、“坐
忘”的自我超越的追求与道同体的精神自由理想对魏晋玄学影响也很大。郭象的《庄子注》和王弼的
《老子注》是玄学思想的理论基础。他们提出的圣人有无情而无累的思想对于玄学家那种不拘礼义、
饮酒放荡的生活方式有很大影响。王弼说：“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
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也。”郭象说：
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这些话的意思是说，圣人的神明能体会冲和的大道
？？无，同时他也像一般人一样有喜怒哀乐之情以应付世俗的事物。圣人虽有情却不会被世俗事物所
牵连，因而，圣人虽坐在庙堂上而居高位，他的心却像在寂静的山林中那样纯洁。这种有情而无累的
说法正是那些游山玩水、放浪形骸的玄学名士自我标榜的座右铭。他们以自然无为作为逃避现实或讥
讽现实的武器。嵇康就是因为嘲弄司马氏家族篡夺曹魏政权，又标榜“以孝治天下”而被迫害至死。
对于魏晋时期的战乱和政权更迭，玄学家们似乎是用扭曲的人格和玄淡之风来表示自己的抗议，给人
一种玩世不恭的印象。以老庄思想为主导的魏晋玄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抽象思辨的哲
理上，更广泛地表现在文学艺术上，呈现着悲剧意识的消解因素。这些因素主要是自然、仙、酒、梦
。所谓“自然”即是道家的道法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玄学家们把儒家的纲常名教消融在无为的自然
之道中。王弼主张“名教出于自然”，郭象主张“名教即自然”，嵇康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阮
籍主张“折衷名教与自然”，这些观点改变了先秦时期老庄排斥儒家礼教的态度，使儒道两家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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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中融合起来。这反映在文学上就是赞美自然的山水使悲剧意识得到消解。这也正是
王弼、郭象那种圣人有情而无累的精神自由对魏晋山水诗的影响，而这个时代中国绘画的写意方式又
大有言不尽意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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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读一本书，通晓三十部经典，看透中国文化精髓。　　我们不敢说书中所选定的三十部典籍便足
以代表了整个中国文化，便一举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国文化实在太博大精深，中国传统实在
太源远流长。但是，如果说一滴水珠可以映出太阳，一粒沙子可供想像世界，那么，中国传统文化精
神，难道就不能从一些细小的物事中悟得吗？这样看业，三十部典籍也就不嫌少了。　　——庞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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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书共含三十篇文章，每篇文章就该书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某一侧面进行以点带面的介绍。先勾
勒介绍这一文化侧面，再就该书所体现的中国文化的这一侧面价值进行概括和介绍。参加编写的是全
国各大院校文史哲各专业领域的专家学者。该书曾于1994年由辽宁人民出版社以《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代表中国文化的三十本书》出版，此次再原书基础上做了部分修订，再次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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