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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谈文化》

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至少有五千年以上，但中国被世界所认
识，引起世界的瞩目，是秦汉以后的事。秦汉建立了大一统的国家，丝绸之路开辟了欧亚大陆的通道
。公元七世纪，中国的造船航海事业兴起，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增加了东南亚以至非洲的海路。在
多边交往中，中国有机会接触多方面外来文化.有选择地对外来文化吸取、改造，充实了中国古代文化
，给中国文化注入新的血液。随着社会发展和历史的需要，中国文化也随时改变着自己，使自己不断
发展、壮大。古代中国传统文化有“三教”，这三教是儒教、道教和外来的佛教。佛教虽是外来宗教
，但它一到中国，即与中国的传统意识形态相结合，接受了中国的“三纲”说，承认忠君、孝父母是
出家人必须遵循的最高原则。佛教传入中国后，已不同于原来的精神面貌，它变成了“中国佛教”。
道教出自中国下层社会，起于农村，后来成为官方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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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谈文化》

内容概要

《任继愈谈文化》内容简介：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为人类的文明史提供了证明，它展示了一个活生生
的人类进步的实例，从古老到现在的必由之路。中国文化有条件来做出这样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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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谈文化》

作者简介

任继愈（1916-2009），字又之，山东平原人。著名哲学家、宗教学家、历史学家，国家图书馆馆长、
名誉馆长。师从汤用彤、贺麟。1942-1964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
、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隋唐佛教和逻辑学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中国哲
学史课程。1964年负责筹建国家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任所长。致力
于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佛教史和中国哲学史。专著有《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
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学术文化随笔》、《老子全译》、《老子绎读》等；主编有《中
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宗教词典》、《中国哲学发展史》等；此外
，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的编辑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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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谈文化》

书籍目录

代序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第一编  儒学    具有中国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    论儒教的形成    
朱熹与宗教    再谈儒家与儒教    儒教的再评价    从程门立雪看儒教    佛教向儒教的靠拢    佛教与儒教    
从佛教到儒教    谈谈孝道    说忠孝——儒学的回顾与前瞻第二编  道学    老学源流    关于《道德经》    
《道藏提要》序    《道藏提要》第三次修订本序    要重视道经研究    道教图册序第三编  佛学    中国的
宗教与传统文化    佛教与东方文化    佛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农民禅到文人禅    南北禅宗异同    现代
文明与宗教对话    从佛教经典的翻译看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第四编  哲学    21世纪的中国哲学    从中
华民族文化看中国哲学的未来    用历史说明宗教    如何看待哲学史上的唯心主义    阶级分析方法一例    
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继承和发展第五编  墨学    墨学产生的时代条件    非攻和兼爱    非乐、非命、
节用、节葬    尚贤、尚同    天志、名鬼    墨学的历史地位第六编  杂议    中华民族的生命力    文化发展
的势差规律    从兄弟民族宗教看古代中国文化    古代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值得借鉴    汉字识繁用简的必
要与可能    从“书同文”到“语同音”    书法与物质条件    人才问题杂议    20世纪的文化国耻    中国传
统文化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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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谈文化》

章节摘录

老子另一个贡献是第一个提出了“无”的概念，这是中国哲学史第一座里程碑。这个问题，过去的研
究者讲得不够，这里要多说几句。人类认识外界的过程，总是由外向内，由具体到抽象。近半个世纪
以来.儿童心理学发展较快，研究儿童认识外界的过程及其发展轨迹。经过观察、实验、比较，得出大
致可靠、比较接近儿童思维成长的实际状况。由此推广一个民族思维成长的过程，与儿童成长的过程
与儿童的心理发展的过程大体相似.至少可以从中得到相关的昭示。儿童认识外部世界，总是先从身边
周围的事物开始，由近及远。先认识母亲及其家人。扩大到身外的食物、玩具，再扩大到鸟兽、草木
、鱼虫等目力所及的范围。如高山、大河、天空、气象、风雷等外界，虽在视听范围之内，并不能引
起足够的认识。日月星辰先被认识，日月星辰附着在更大的“太空”中。则较迟才会引起注意。朱熹
（中国宋代的大哲学家），他父亲抱着他指天空说“天”！朱熹问其父，“天之上有何物”？这被视
作特异儿童的表现。所以古人对这种事特别记上一笔。古今中外千千万万儿童。很少关心“天之上有
何物”的。近代中外儿童教育家还发现，小学生春游虽然喜欢爬山涉水，但不懂得欣赏山水风景、朝
晖露霜之美。人类认识过程总是由具体事物开始，由微细到宏大。儿童学习数字计算，先计算一个一
个的实物，然后形成“l、2⋯⋯”数的概念。先认识自然的实数。据中外数学史上的记载。“零”的
概念形成较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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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谈文化》

编辑推荐

《任继愈谈文化》是人民日报名家谈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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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继愈谈文化》

精彩短评

1、那么好的作品，在这个浮夸的时代需要沉下心去阅读
2、儒家已然是儒教了，是社会宗教范畴，这是中国文化的魅力所在，自用而不自知
3、前后吭哧了半年，终于读完了。这是任老演讲报告、期刊文章等的结本，深入浅出但不失博雅。
在这里可以看到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诸子百家、各种原始宗教在中华文明流觞中的交织磨合，
可以看到喇嘛和和尚看似相同的职业实质却大相径庭，乃至可以看到中东战争、中国西部不稳的根由
。“大家”不是扯出来的，功力实非寻常。值得几番深读。
4、那个时代，我们还能看进很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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