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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的智慧-中国人立身之道》

前言

　　中国有五千年悠久的历史，各个历史时期都产生了许多思想。这些思想流传下来，就形成了传统
思想。传统思想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或者略加改造、转换，就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就是传统
思想中的精华部分。　　思想是有精华与糟粕的区别，如何区分精华与糟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理论
问题和实践问题。许多学者都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用最简单的最基本的方法，那就是实践的方法。
运用某种传统思想于现代社会实际，对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有好处的，就属于精华；有害处的
，就是糟粕。也就是说，可以古为今用的传统思想，就是精华。研究思想，目的在于为现实服务，在
于用。　　关于用，也是很复杂的问题。有直接的用，也有间接的用。面包可以吃，这是直接的用。
麦子可以磨成面粉，再做成面包吃，这是间接的用。把麦子撒在地里，有没有用呢？那是为了收获更
多的麦子。如果有人不理解农民为什么撒麦子，那是要被农民笑话的。可以用于吃的、穿的，都是有
用的。可以用于衣食住行的，都是有用的。满足物质需要是用，满足精神需要也是用。听音乐不能充
饥，下围棋也不能御寒，观察天文，考古发掘，都不是直接服务于吃和穿，但是，这些也都是有用的
，是社会所需要的。　　哲学有什么用呢？它能锻炼人的理论思维能力，会使人更聪明一些。这不是
很有用吗？千金难买聪明！打篮球有什么用？为了锻炼身体，使人健康长寿。健康长寿也是千金难买
的呀！学哲学与打篮球相似，都是为了提高能力。差别在于一个是体力，一个是智力。一切思想理论
的作用在于启迪智慧，使人更加聪明。不重视智慧的培养和思维的锻炼，只想生搬硬套，再好的思想
理论也会被糟蹋了。理论没有直接的用，也不会产生直接的物质成果，都不解决衣食的问题，虽然如
此，却都是有大用的。同样道理，世界上各种正当职业，都是对人类有用的。还有科学研究，大家都
知道有用。但是，开始研究具体科学问题时，往往还不知道研究这个问题到底有什么具体的用处。例
如，居里夫人研究放射性物质，当时根本不知道它有什么用处。研究出来后，既可以制造原子弹杀人
，也可以用于治病救人。以后还会发现它的其他用处。而这些却是居里夫人所不知道的。发明电的人
也一样不了解我们今天的生活中是如何用电的，更不知道有电灯、电话、电视、电脑。总之，科学研
究不可能都先知道它的用处。开始往往对有什么用处并不很清楚。　　只有弄清这些不同的用，直接
的用与间接的用，物质的用与精神的用，才能正确理解研究思想的作用问题。不能正确理解思想的用
，或者错误理解思想的用，或者用得不适当，那么就会在实际生活中结出恶果，却以为思想没有用，
不重视思想的学习与研究。　　中国传统思想有许多精华的内容，由于各种原因，有的歪曲宣传，有
的全盘否定，有的错用、乱用，有的专门用糟粕，人们忽视了传统思想的精华内容。现在一些社会问
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正确地继承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我们现在设想
，将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一点一滴地提出来分析，使它们转化成我们现在可用的思想，在社会上产生
潜移默化的作用，使社会风气逐渐变好，日臻完善，使民众，特别是跨世纪的青年人，能够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把自己培养成有高尚人格的、有求实精神的和有高雅情趣的杰出人才，
成为新世纪的新人。　　国学智慧是很多的，我选择几个题目，试作一些阐发，有的是以前发表过的
论文。主要是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民本思想、历史观念、实事求是、仁义之道、祸福相依、为政以
德、德才兼备、浩然正气。西方讲人与客观世界的对立，改造世界是西方文化的动力；中国传统强调
人与客观世界（天地）的合一，主张适应自然界，利用自然资源为人类创造财富，争取幸福；阴阳五
行是充满辩证法的古代理论，现在仍然有重大意义，在中国传统医学中仍然使用。民本是中国传统政
治哲学的核心观念，执政为民，以民为主，这是中国传统的民主思想，在欧洲中心主义的阴影下，民
本变成落后的东西。得民心者得天下，是实质民主，高于以投票简单多数决策的形式民主。中国传统
重视历史的经验教训，这是与政治哲学相联系的。政治哲学不能搞试验，要用历史提供的事实，作为
研究的对象。祸福相依是深刻的生活辩证法。从以民为本引申出的为政以德，选拔德才兼备的贤人，
从事政治活动。为了实行德治，需要有一批贤才君子，他们都需要培养浩然正气，作为民族的脊梁。
浩然正气在中国历史上造就了无数的英雄人物，有的存名，有的无名。直至20世纪，在抗击日本侵略
者中，许多民族英雄遍及中华大地，最后战胜入侵者，保卫了国家。这种浩然正气还要在全球化时代
继续发扬光大。因为不但在抗日战争中有政治汉奸，任何时候都会有卖国贼，都有各色各样的汉奸。
他们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出卖民族的利益，散布损害民族利益的言论。这些人正如庄子所说的“曹
商舐痔”，为了自己的小利，为了自己的待遇，什么卑鄙的事都可以做，甚至出卖民族利益，出卖国
家情报，丧失国格人格，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类曹商式的人物，往往从洋人那里获得一点好处，
就装成假洋鬼子，在国人面前耀武扬威。现在有一些官员也是这样的败类，一边贪污受贿，聚敛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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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将钱财和家属转移到外国去，随时准备逃亡。这类被称为“裸官”。能不能预防这些“裸官”
外逃，能不能惩治外逃的贪官，是考验执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关于国学问题，还有很多人有糊涂认识
，包括某些国学院的人，认可国学的还是少数，真是一种悲哀！这说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严重缺失
，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实事求是是中国传统的优秀思想，毛泽东曾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就是实事求
是，邓小平曾说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实事求是。这说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思想统一于实事求是。
食古不化，食洋不化，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都是脱离实际的，都是违背实事求是原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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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学的智慧(中国人立身之道)》将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一点一滴地提出来分析，使它们转化成我们
现在可用的思想，在社会上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使社会风气逐渐变好，日臻完善，使民众，特别是
跨世纪的青年人，能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把自己培养成有高尚人格的、有求实精
神的和有高雅情趣的杰出人才，成为新世纪的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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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天人合一——中国传统的本体观　　第一节 天是什么　　我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哲学
家和东方学家朱谦之认为文化的根本类型，在知识生活上表现为四种：即宗教、哲学、科学、艺术。
他认为，印度文化为宗教文化，中国文化为哲学文化，西洋文化为科学文化。那么，我们也可以把中
国古代的天论分为宗教的天、科学的天与哲学的天。　　一、宗教的天　　1.天命论　　远古时代，
生产力水平低下，科学不发达，人们对于自然界缺乏认识，以为自然物与人一样也是有精神的，这就
产生了自然神。经过一段时间，自然神逐渐融合，形成系统，产生了一个至高神，这就是上帝，后改
称天或天命。天命论认为天是最高的神灵，它主宰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天主宰一切，
天的命令是不可抗拒的，人只能服从于天命。这是第一次把世界统一于天命。也就是说，世界第一次
有了统一性。如果探讨世界的统一性，才是哲学，那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哲学形态就是天命论。　
　古代人认为人间最高的统治者是奉天命来统治人世间的，是天的儿子，故称为“天子”。这样，天
子就借着天威而有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威望。人们都崇拜天，也崇拜天子，那样，天下也就形成安定
有序的社会，大家也就可以过着安居乐业的生活。如果都能这样当然很好，那是人们求之不得的。但
是，天子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他如果穷奢极欲，也会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且多数天子都会
这样的。因此需要给他们的精神加上某种压力，使他们不敢胡作非为。天命论的思想家又提出，人民
是天生的，天让天子来保护人民，为人民兴利除害，保证人民的幸福生活。天子如果不能保护人民，
那就没有资格在那个位置上，就应该下台，就要换别人来当天子。天子如果残害人民，就是犯了弥天
大罪，天就要使他败亡，严厉地惩罚他。天命论者又说，人民听到的，天也就听到了；人民看到的，
天也就看到了。人民的耳目与天的耳目是相通的。统治者在人民面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上天都
看得一清二楚，听得明明白白。他们又说：“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左传·昭公元年》引《泰
誓上》语）人民有什么愿望、要求，天就一定使它实现。人民有什么愿望，天子就有责任想办法使它
实现，这就叫顺天命，就会兴旺发达。否则，就是违背天命，就要受到上天的谴责、惩罚。这些思想
归结为一句话：“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左传·僖公五年》引《周书》文）皇天没有亲戚，对
所有的人都没有亲疏的差别，只辅助那些有道德的人。什么样的人才是有道德的人呢？做了事情，能
使人民得到好处，人民高兴，这就是有道德的人。德，就是得。因此，有道德的人就是能为人民兴大
利除大害。这就是商、周时代到春秋战国的天命论。它约在中国早期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占重要地位，
成为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　　2.天人感应论　　战国的中后期和秦代，天命论受到严重的冲击。汉
代思想家认为还需要天命论为政治服务，又因为先秦的天命论受到冲击以后，权威性大大削弱。因此
，思想家认为需要对天命论进行改造、重组，再造出适合新时代的新的神灵的天，这个天就是天人感
应中的天。天人感应论认为天是“百神之大君”，是一切神的领袖，是法力无边的，无所不能的。天
与人隔着阴阳五行之气。这些气是天与人进行精神沟通的中介物。人的精神通过气传到天上。天的意
志也会通过气传到人世间。天的意志在哪儿呢？据说这种信息是依托在自然现象上，需要研究才能破
译。例如，发生日食。日为太阳，日食就是阳被阴严重侵犯。这样就要寻找阴蚀阳的根源。君为阳，
臣为阴。强臣逼迫皇帝，就是阴蚀阳。男人是阳，女人为阴。皇后干预政治，也是阴蚀阳的现象。公
元前181年发生一次日食，当时是吕后当政。她认为日食就是上天对她擅权的警告，使她虚惊一场。又
如公元46年，南阳地区发生地震，东汉光武帝立即下诏书，自己承担罪责，并下令南阳地区免收税租
，减轻罪行。气候反常，当然也是上天意志的表现。另外，所有怪异现象都可以解释为上天意志的表
现。《三国演义》第一回就写建宁二年大青蛇蟠于御座上，建宁四年地震加海啸，光和元年母鸡变成
公鸡。“种种不祥，非止一端”，就是说这些都是凶兆。皇帝就问为什么有这些灾异？蔡邕就根据天
人感应的道理，认为是妇人与宦官干预政事所致。上天一再警告，皇帝一旦觉悟，改正错误，就能转
危为安。蔡邕讲的这一套道理，就是天人感应的运用。　　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他摆着大架子，
似乎比别人都更聪明，不容易听进别人的批评意见。官员借用自然灾害和一些怪异现象，拐弯抹角地
给皇帝提意见，因为这里有神秘的“天意”，皇帝还是会认真听取，并考虑改正的。东汉末年，曹节
等擅权，迫害忠良，汉灵帝昏庸无能，只好等着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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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我们的文化五色杂陈，头绪万端。我们要像韩愈说的那样：“沉浸浓郁，含英咀华”，经过这样
细细品味、认真分析的工作，把其中的精华寻找出来，然后结合具体情况，从而发扬光大之，期有利
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前进与发展。　　——季羡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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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先哲们这些灿若星辰的智慧之光，是每一个中国人永不枯竭的精神食粮。它穿透五千年时空，依
然辉映着每一个中国人前行的身影，让我们耐心咀嚼先人们博大精深的思想，让我们细细品味北师大
哲学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周桂钿先生的倾心讲授，让我们认识自己、了解他人安身立命之本
，让每一个中国人都能走向真正的成功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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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大家看看吧，会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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