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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传统》

前言

我认识鲁湘已经十几年了.他与凤凰卫视结缘，是在2001年拍摄《寻找远去的家园》的时候。作为这部
大型文化纪录片的策划、撰稿和特邀嘉宾，鲁湘与凤凰的摄影队一起，跋山涉水，穿街过巷，寻访那
些散落于民间的一座座老宅、一条条老街、一个个古村落，为我们这个骤速变脸的时代，保存下了也
许是最后一缕关于乡土中国、民居文化和故园老家的记忆与乡愁。很奇怪，这山一程水一程的奔走，
此后竟成为鲁湘在凤凰工作的宿命。2002年，他以《纵横中国》总策划和总嘉宾的身份出发，足迹踏
遍全国（包括香港和台湾），录制了一百多期节目，以宏大叙事的方式完成了对中国版图和中华文化
的一次全景式扫描。在中国电视史上，一家电视台能以如此大的气魄、如此长的时间，跨越如此大的
地理空间，来审视我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广袤大地，触摸我们兴衰更替、悠久绵长的历史脉络，研读
我们丰厚灿烂、姿态万千的文明积淀，是相当少见的。我知道，这背后有着他身为一介书生而不甘囿
于书斋吟文弄墨的雄心和抱负，以及一个文化传薪者力图通过最普及的传播媒介将精英文化带人大众
视野的信念与使命感。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混乱和庸俗交缠滋长，美德与秩序尚未建立；物质贫乏
和精神恐慌没有解除，安详自由的生活还是很多人的奢望。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实的批判不够，对未
来的期盼又在不确定中摇摆，五千年沧桑与一百年巨变继续冲撞，西方准则和东方惯性难以恰调。这
时代既躁狂善变，又多姿多彩。既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又“江河百川东人海”，自有其内在
的律动和归依。既充满苦难、危机和不义，光明、希望和公正，却也像驴子眼前的那根胡萝卜，引着
我们不断向前。莎士比亚说：“我们命该遇到这样的时代。”那么，也“命该”要有一批有责任、有
良知、有勇气的大众传媒和知识分子，能超越功利，世俗与纷扰，以自觉的文化追求为目标，以普世
的人文价值为底线，为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保留住一息尚存的文脉。记录下几已断裂的传统。荣格说
，向外看的人在做梦，向内看的人可以觉醒。对一个民族而言，向内，就是回到我们自身文化的源头
，接近和了解我们文明衍生的真相，才能明白，下一刻砥砺进取的脚步，该奔向何方。这些年来，鲁
湘一直以一位学者的身份、一个文人的方式，在电视这个浮躁又艰苦的行业中，兢兢业业、小心翼翼
地工作着,他为人朴素，不张扬，不媚众，真诚谦和，表里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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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传统》

内容概要

《我们的传统:王鲁湘文化访谈录》收录了《文化大观园》十三期节目，内容涉及很广，从风水、中医
、佛教到中国的江湖世界，雅俗古今的文化话题都被涵盖进来。王鲁湘，1956年生于湖南，1978年入
读湘潭大学中文系，1987年获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学位。2000年受聘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授、博
导。2001年任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主持人。著有《冰上飞鸿——黄宾虹画学探微》《墨天无尽—
—李可染艺术研究》《大山之子——画家张仃》《中国古代文化遗迹》《中国乡土建筑》等。鲁湘点
评部分，有他自己写的手记，也有别人根据他的谈话整理出来的文字。
王鲁湘，1956年生于湖南，1978年入读湘潭大学中文系，1987年获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学位。2000年受
聘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授、博导。2001年任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主持人。著有《冰上飞鸿—
—黄宾虹画学探微》《墨天无尽——李可染艺术研究》《大山之子——画家张仃》《中国古代文化遗
迹》《中国乡土建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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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传统》

作者简介

王鲁湘，1956年生于湖南，1978年入读湘潭大学中文系，1987年获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学位。2000年受
聘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教授、博导。2001年任香港凤凰卫视高级策划、主持人。著有《冰上飞鸿—
—黄宾虹画学探微》《墨天无尽——李可染艺术研究》《大山之子——画家张仃》《中国古代文化遗
迹》《中国乡土建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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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传统》

书籍目录

一些文化事　三二素心人（代序）
周易 刘大钧
风水 于希贤
中医 王新陆
藏医药 任旺次任
人间佛教 星云大师
佛陀教育 净空法师
道教 任法融
红山玉龙 黄康泰
殷墟 李学勤
三星堆 孙华
关公崇拜 胡小伟
江湖丛谈 贾德臣
西泠印社 陈振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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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传统》

章节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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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传统》

媒体关注与评论

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犹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
。　　——黑格尔一个社会要想从以往的文化中完全解放出来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事，离开文化传统的
基础而求变求新，其结果必然招致悲剧。　　——克拉克洪今天世界上最坚强的精神力量既不来自某
种共同的阶级意识，也不出于某一特殊的政治理想。唯有民族文化才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精神力量
。　　——余英时只有将集优劣于一身、合强弱为一体的传统本身加以多方面的解剖和了解，取得一
种“清醒的自我意识”，以图进行某种转换性的创造，才真正是当务之急。　　——李泽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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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传统》

编辑推荐

《我们的传统:王鲁湘文化访谈录》对话知道分子，纵横中国文化。刘大钧 周易；于希贤 风水；王新
陆 中医；仁旺次仁 黄福开 藏医药；星云大师 人间佛教；净空法师 佛陀教育；任法融 道教；黄康 红
山玉龙；李学勤 殷墟；孙华 三星堆；胡小伟 关公崇拜；贾德臣江湖丛谈；陈振濂 西泠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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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传统》

精彩短评

1、一直喜欢他的节目，很快看完。
2、在浮躁、浑浊的时代，整理与普及传统文化，是功德无量的事。
3、值得一看，但不值得购买，虽然也觉得很惭愧，作者是有用心做书，不过按这个标准的话，书架
绝对会塞爆的。我的收获是在看这本书后，终于知道了别人拿在手里那个很彪悍的尺叫风水尺，立马
下单败去了
4、晚上闲来无事，看了里面一片关于西泠印社的文章。内容详实，对传统文化的深思考，很有借鉴
意义
5、喜欢王鲁湘地点评，午休的时候看看还是满长见识地
6、博学见闻很佩服！
7、文化访谈的好书
8、非常好的一本书，很有文化内涵，正在读，很有启发
9、对于中国文化的多个标志性的因素都做了专访，是很不错的访谈！
10、看了之后心潮澎湃，能简单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所在。爱
11、看王鲁湘的文字和看他的节目一样，总是舍不得放下。唯一觉得可惜的是封面比较容易弄脏，好
心痛。
12、曾经一直不大喜欢凤凰卫视，直到看到了电驴上王鲁湘主持的《世纪大讲堂》，喜欢他不愠不火
的主持风格，以及在不经意之间流露出来的学者风格。
喜欢王鲁湘的风格还在于我喜欢他说的一句话，“我很质疑我的质疑能力”，做为主持人的他，在台
上不偏不倚，正是我喜欢的台风。（鲁豫女士有些时候的高高在上的姿态，让我不甚喜欢。纯属个人
意见啊。）
在火车上看了这本书，三小时的车、三小时的书，量是刚刚好，正所谓“一点文化事，二三素心人”
13、还没看包装很好
14、庙堂江湖
15、王鲁湘的学识与他们采访的人们，碰撞出的火花。... 阅读更多
16、又是在电视上看文化访谈，但看看就忘了，买本书在看看，加深认识和理解，好多书都需要多看
几遍，才能悟出道理。
17、周易、风水、中医、佛教、江湖、关公崇拜⋯⋯
王鲁湘引导我们徜佯其间，丝毫不会有艰涩枯燥的感觉，读后获益良多。
18、看完后好喜欢王鲁湘。| 这些中国文化真应该多了解了解 | 无比敬佩与王鲁湘对话的这些人，有你
们，中国文化才一代代传承、发扬。
19、这书还是挺好的，内容不差
20、文化大观园
21、长知识长学问的书！读起来很轻松！
22、看过其中的几个节目  感觉不错！刚出版可能贵了点书史好书 建议等一下再买好东西慢慢来
23、很久以前就观看凤凰卫视王鲁湘主持的《文化大观园》节目，当时已是个个礼拜追着看。现在碰
上了这本书，就第一时间买下来，虽然还没仔细阅读，但看了一点内容介绍，心里就满欢喜了。
24、喜欢王鲁湘广博的知识面，从中获益匪浅。
25、我们的传统。。。
26、传统文化极简的描述。
27、王鲁湘讲中国的传统文化，非常喜欢，赞
28、买来收藏，质量不错~
29、传统文化的积沉.推荐!
30、因为非常喜欢王鲁湘，所以去买了这本书，从打开读就一直爱不释手，真希望能一口气读完。 
31、可读性很高，推荐。
32、内容比较散，不过能增加知识面！
33、文化大观园每期必看，这本必买。
34、毕业前阅~

Page 9



《我们的传统》

35、作为电视的脚本可能不错。但结集成书有些单薄。不过还是让我们发现了别样的中国
36、牛逼的王老师
37、物流很快、书也不错
38、【阅读】我们的传统：这是早期凤凰《文化大观园》的访谈摘录，涉及周易、风水、中医、三星
堆等话题。我很喜欢这个节目，更加佩服制作这个节目的人。王鲁湘本身是一个极具学识的人，没有
他主持和策划，这种节目就做不出深度。随着年龄增长，越来越对传统的东西感兴趣，这可以做快速
索引的书。
39、收到书，还没看，外包装有点旧，里页新的。
40、有内容，比余秋雨的作品好得多
41、也是最近才知道王鲁湘是河殇解说词主撰写人之一。
42、这样的书需要慢慢读，用心理解，不错。
43、喜欢王鲁湘主持的节目，也喜欢他编著的书。
44、视野开阔！
45、虽然本书和之前出版的一本“凤凰文化大观园”的内容多有重复，而且大多出自王鲁湘先生的访
谈笔录，但是这些关于我们文化传统的话题还是能深深吸引着我。
46、降价是买的，感觉很好，我们的传统，我们自己要明白珍惜
47、上当受骗了，本来以为这是一本新书，谁知道只是换了书名，内容照旧而少了两段。太过分了，
可恶的中国友谊出版社！！是不是考虑以后罢卖该出版社的任何书籍？！以下是本书的目录目录一些
文化事　三二素心人（代序）周易风水中医藏医药人间佛教佛陀教育道教红山玉龙殷墟三星堆关公崇
拜江湖丛谈西泠印社东方智慧的集成风水是一种文化用中医解释中医我的藏药丸子从山林到人问与净
空法师的三次缘迷恋青春的宗教玉石之国甲骨文引出的信史发现三星堆[义]之偶像江湖中国文明的石
头而以下是同是这个中国友谊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的《文化大观园》的目录：代序:一些文化事 三二
素心人周易风水中医藏医药人间佛教佛陀教育道教红山玉龙殷墟三星堆关公崇拜相声二人转...江湖丛
谈西泠印社俄罗斯情觞后记:文化速成班东方智慧的集成风水是一种文化用中医解释中医我的藏药丸子
从山林到人间与净空法师的三次缘迷恋青春的宗教玉石之国甲骨文引出的信史发现三星堆岔『义』之
偶像回皈市民社会二人转乾坤江湖中国文明的石头一曲俄罗斯 阅读更多 &rsaquo;
48、王鲁湘写得好好，让我们更深一层了解中国传统文化。让自己的文人素养提高了点。同时是一个
窗口。从这本书再了解访问的人。不过，王的健康让我担心，他说有一个什么泵挂在身上。
49、可以简单的了解些中国文化的常识~
50、看完文化大观园，冲着王鲁湘就错不了。
51、一本老书，换个书名，大家注意。
52、文化渗透了我们的生活  可我们却越来越排挤他 中华的文化沉淀在灵魂深处  如今的西方冲击更应
让我们的东西崛起。 传统文化，告诉你从何开始
53、还可以，学到蛮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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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传统》

精彩书评

1、我没有看过凤凰卫视中文台的《文化大观园》这个节目。很欣慰我是先看到《我们的传统》这本
书，如果我是先看的《文化大观园》再去看《我们的传统》，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如此深入地读这
本书。书名起得非常好，好到让我觉得再起什么样的书名都无法超越“我们的传统”。试问，周易、
风水、中医、藏医药、人间佛教、佛陀教育、道教、红山玉龙、殷墟、三星堆、关公崇拜、江湖丛谈
、西泠印社，这十三个词如何概括？只能用“我们的传统”来概括。王鲁湘的概括能力和驾驭文字的
能力让我羡慕，不光书名起得恰到好处、无懈可击，连每个访谈的名字也起到了“增一分则长，减一
分则短”的境界，高度概括，毫不做作：东方智慧的集成、风水是一种文化、用中医解释中医、我的
藏药丸子、从山林到人间、与净空法师的三次缘、迷恋青春的宗教、玉石之国、甲骨文引出的信史、
发现三星堆、“义”之偶像、江湖中国、文明的石头。这是一本知识含量蕴藏丰富的书，这是一本让
我从心底产生敬畏的书，让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产生深深的敬畏。王鲁湘为何人？王鲁湘有
着雄心与抱负，有着信念和使命感，他有着身为一介书生而不甘囿于书斋吟文弄墨的雄心和抱负，以
及一个文化传薪者力图通过最普及的传播媒介将精英文化带入大众视野的信念和使命感。因此，我将
王鲁湘老师的这本文化访谈录定义为博大精深的“快速阅读”品，这里的“快速”是指快速入手，绝
不是快速放手。快速入手后，很可能就舍不得放手了。王鲁湘老师的访谈，目的性很强，思路也很清
晰，很有条理。清晰且有条理的思路让他很直接的目的能够很顺利地实现，他让宗教界、学术界、艺
术界各种充满智慧的人为各自的领域进行了高度的概括，佛教的最高追求——离苦得乐，道教的最高
境界——道法自然，中医的最终目的——致中和⋯⋯这些正是读者需要的，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这就
好像送给了读者“高僧的舍利”。最喜欢王老师在书中写“朗仁大师”和“江湖中国”这两篇文章。
“江湖，我都不知道什么是江湖。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是一部武侠电影中的台词。挺敷
衍的，根本没有说明什么是江湖。王鲁湘对于江湖的解释异常的清楚和深刻。通过书名，就应该意识
到，江湖其实也是“我们的传统”。王鲁湘先生为了加深读者对于江湖中国的理解，还拿江湖进行了
一个并列，一个对比。一个并列，是与“从中央政府到县衙门这样的由层层统治者组成的上层官僚社
会”和“有乡绅治理的乡村社会”并列；一个对比，是黑白社会的对比。王老师在书中通过与贾德臣
的对话，从连阔如先生所著的《江湖丛谈》入手，对江湖这个看似虚无缥缈的名词进行了解释，“从
前的江湖，失地的农民在社会的缝隙间游来荡去，当时中国没有工业化，他们没有办法转化为有组织
的产业工人或城市市民，只有江湖可以容纳他们，让他们有点事干，有碗饭吃，同时有个松散的组织
管着。一旦出了什么问题，有谁坏了江湖道义，还会有个老大站出来摆平。所以，历朝历代都会有江
湖这个‘黑社会’或‘灰社会’存在，它与‘白社会’形成一种有趣的共生关系。今天，在快速的城
市化、工业化进程中，江湖社会又回来了。成千上万的失地农民到城市里谋生，成千上万的下岗工人
在社会边缘艰难地讨生活，还有成千上万的因为出身、教育、健康、职业等各种因素被社会拒之门外
的人，正彷徨无措，有意无意地与江湖擦身而过。于是，《江湖丛谈》里描述的那些千奇百怪、枝枝
叶叶的江湖骗术似乎又在我们这个社会中死灰复燃了，不过手段更现代化、形式更高级了而已。‘打
黑除恶’已经成为公安部门每年的重要任务。”只是，此江湖已非彼江湖，甚至也不是七十多年前连
阔如笔下的那个江湖。那时江湖人公认的道义系统还在，现在这个江湖道在哪儿呢？其实，我所处的
出版圈也可以说是一个江湖，都是江湖中人，守江湖规矩，得江湖照拂，也必得靠点真本事，才能在
江湖立足。不多谈了，这种访谈录一类的书的书评我根本就不会写，东拉西扯半天也写不出什么，但
读《我们的传统：王鲁湘文化访谈录》后，脑中好像充实了，具体充实了什么我心知肚明，却写不出
来。最后，附上王纪言为本书所写的序中的一段话：“在我们这样一个时代，混乱和庸俗交缠滋长，
美德与秩序尚未建立；物质贫乏和精神恐慌没有解除，安详自由的生活还是很多人的奢望；对历史的
反思和反现实的批判不够，对未来的期盼又在不确定中摇摆；五千年沧桑与一百年巨变继续冲撞，西
方准则和东方惯性难以恰调。这时代既躁狂善变，又多姿多彩；既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又
‘江河百川东入海’，自有其内在的律动和归依；既充满苦难、危机和不义，光明、希望和公正，却
也像驴子眼前的那根胡萝卜，引着我们不断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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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我们的传统》的笔记-第17页

        《周易》还潜藏着一种智者的忧患。孔夫子就说作《周易》的人，其有忧患乎？什么忧患？花无
百日好——没有永远的盛世，没有不散的宴席，没有不变的事物。盛极而衰，不可抗拒。人们所能做
的，就是洞见事物变化之机，见微知著，尽可能延缓衰变的到来。所以，撰写《易传》的这批先秦儒
家知识分子，又借此施展自己的责任感，在注解中加入了许多带有警告意味的道德说教，告诉统治者
，必须时刻具有这种忧患意识。《周易》的忧患意识是深沉的，这种对永恒性的怀疑是一种深刻的智
慧，它影响到中国人思维和心理的方方面面，也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

有人说，《周易》笼罩下的“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那
种阴阳转环、天人合一、循环论证的思想模型限制了追根究底的科学怀疑主义精神的出现。随便提一
个问题，就有一套经典的、成熟的、能自圆其说的思维模型等在那儿给出一个合理化的解释，像一个
黑洞一样，把人吸进去，任何科学的、实证的东西都被扼杀在萌芽状态。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我认
为《周易》中的许多模型，如阴阳、八卦、三才、四象、两仪等，其美学价值高于认识价值。无论是
解释自然、社会，还是人的生理、心理，它强调的都是变化、平衡、对称、互补，其阴阳不测之美、
刚柔相济之美、中和秩序之美、辩证统一之美，对后世的美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周易》从算卦中来，又在算卦中找到了天地和人类的伟大哲理，成为中国文化史上最古老、地位最
显要的一部典籍。它年代久远，对中华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源头活水的作用；它地位显要，“致广大而
尽精微”，几乎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所有领域和所有方面。《周易》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观察自然和社
会的方式。周易的品格和精神，深藏于中华民族的性格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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