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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之中国文化》

内容概要

在《明日之中国文化》一书中，张君励将世界文化分成中国、西方、印度三部分，并试图从三者的比
较中探求中国文化的出路。全书共十讲，前半部分对于欧亚两洲文化的起源、欧洲文化和印度文化的
发展和特性都作了介绍，着重论述了西方文化的特点及其为什么能够在今天成功的原因。在书的后半
部分，作者从政治、社会、学术、宗教、艺术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具体分析和批判，并在此
基础上，提出了对未来中国文化的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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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之中国文化》

作者简介

张君励(1887一1969)，原名嘉森，字士林，号立斋，别署“世界室主人”，笔名君房，江苏宝山(今属
上海市宝山区)人。6岁入私塾，12岁考入上海江南制造局广方言馆，20岁东渡扶桑，考入日本早稻田
大学修习法律与政治学，后又留学德国学习哲学。张君劢是近现代的著名学者，早期新儒家的代表之
一，提倡复兴儒学，而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间，在近现代中国政治史和文化学术史上具有重要地
位。主要著作有《新儒家思想史》、《义理学十讲纲要》、《明日之中国文化》、《儒家哲学之复兴
》、《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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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之中国文化》

书籍目录

自序凡例第一讲  史前时代第二讲  文化之起源第三讲  欧亚两洲文化之发轫第四讲  印度文化（上）第
五讲  印度文化（下）第六讲  欧洲文化（上）第七讲  欧洲文化（下）第八讲  中国文化第九讲  明日之
中国文化（上）——过去政治社会学术艺术成绩之评判第十讲  明日之中国文化（下）——未来政治
学术艺术之新方向附录  中华民族文化之过去与今后之发展  养成民族思索力  我国思想界的寂莫——卅
七年十月十二日在武大讲演  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在中华教育改进社讲演  世界文
化之危机  文化政策（《立国之道》第四编）编者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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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之中国文化》

精彩短评

1、张君劢对传统文化之流弊认识深刻，更兼其有世界眼光，故做起学问不泥古不僵化。一般人批评
他们“复古”，其实并未深入新儒学堂奥，他们是在传统的根基上，在西学的背景上寻找中国文化自
己的道路。
2、真够悲剧的 之前已经点了一本 只好送人咯
3、出路在精神自由！
4、将这本书，和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参照着看，可说是比较文化的绝佳入门读本。看了
这两本书，你就摆脱文盲、史盲了。
5、阅读此书可以大概体会张先生力倡新儒家哲学的热忱和希望。张先生站在中、印及西方文化充分
了解的高度，提出明日之中国文化乃儒家思想的复兴。
6、张先生鼓吹儒家复兴，在西方哲学上也有颇深造诣，他对哲学政治学的研究虽然没有让他的救国
实践得以成功，但仍旧蕴含着很多价值匪浅的研究。
7、局限性强，收获并不是很大。
8、大部分观点放到当下仍不过时，治学精神与自省态度犹有过之。一念及此，又是钦佩，又是汗颜
。
9、商品很好啦，有塑封，店家還用了個厚厚的紙包裝在外面，相當貼心啊。另外，還隨附了一張手
寫的書籤，讓人很感動。下次還會繼續在貴店買書的。加油咯~
10、前人的贡献现在看，很是惊讶
11、已成刍狗
12、作者将世界文化分为中国、西方、印度三部分，试图从三者的比较中探求中国文化的出路。全书
共十讲，前部分重点论述西方文化为什么能够在今天成功，后半部分则从多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
具体分析与批判，并在此基础上对未来中国文化进行了设想。
13、没什么创见；
14、都過去幾十年了，他的願望、要求、標準仍然沒在中國落實。他的態度誠懇，肺腑之言，能看得
出對西方文化、政治、民情哲學、科學有深入的瞭解。我覺得非常可惜、慚愧，國人仍然在方方面面
延續著“惡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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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日之中国文化》

章节试读

1、《明日之中国文化》的笔记-第118页

        俄國大革命把資本家皇族趕掉，死了幾百萬人，基礎才成立。當然，假如死去掉一二百萬人替人
類造一個新制度當然使我們感動。但是我們想想，假定一種制度採用之大前提，非殺死幾百萬人不可
，爲了使世界人類生，先使幾百萬人死，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歷史啊歷史，我好無知！

2、《明日之中国文化》的笔记-第82页

        吾人對於宗教之態度，在好的方面言之，謂其兼容並包；在壞的方面言之，可謂雜亂無章。此其
所以然之故，由於平日言天事不離乎人事，因而缺少事天之誠敬，陷於信仰上之不專一。徹底言之，
吾國人之心靈中有真正確信與真正誠意者，實不可多見。因其念念不忘人事之故，所希望于宗教者，
不外乎‘益壽延年’‘有求必應’之要求。以視西方人對於上帝，但求悔罪赦免者，大不同矣。西方
人有此信心，故處事有誠意，社交上率直而不失其真，政治上有不折不撓之氣概。視吾國人之專以敷
衍應酬為生者，不可同日而語。此乃吾國人對於宗教之態度，而同時影響及于人事者也。戳心窩的話
，張君勱教導得好！吾國人至今如此，包括我，而自不覺。悔恨！

3、《明日之中国文化》的笔记-第89页

        今日除重創立‘新義理’外，無可以魘學者之求智慾，而定社會生活之秩序。此尤吾國人所當急
起直追者。否則以國內思想界之空虛，青年輩唯有求之于蘇俄與意大利矣。笑死了，這成了預言了。

4、《明日之中国文化》的笔记-第39页

        Pericles funeral oration 雅典公民并不因其留心家园之故，而忘国家；即置身于事业界者，亦能通晓
政治。凡不留心国事者，不谓为无碍而谓为无用之人。虽政治上之发动者为少数人，然大多数均能对
于政策予以健全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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