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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

内容概要

《钱穆先生全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新校本)(繁体竖排版)》内容简介：钱穆先生
全集，在台湾经由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整理编辑而成，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一九九八年以「
钱宾四先生全集」为题出版。作为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筹划引进的重要项目，这次出版，对原版本
进行了重排新校，订正文中体例、格式、标号、文字等方面存在的疏误。至于钱穆先生全集的内容以
及钱宾四先生全集编辑委员会的注解说明等，新校本保留原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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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

书籍目录

序一
序二
引言
中国人的性格
中国人的行为
中国人的思想总纲
中国人的文化结构
结论
附录
成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并迎钱先生返新亚讲学金耀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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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

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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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

编辑推荐

《钱穆先生全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新校本)(繁体竖排版)》是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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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

精彩短评

1、钱穆先生的书自是有很高的价值，能给人以启迪。但如果只是想了解、阅读该书的话，建议买简
体横排版！
2、慢慢研读!
3、看了好久，繁体字不好认。钱老的思想的确很有深度和独创性，对待名族文化和历史问题有很多
独到的见解，看的时候很爽，可惜看完立马忘了大半⋯⋯是值得反复多看的好书
4、行为是通天人，和内外；文化结构是统之有宗，会之有源。对现代历史尤其是本朝对马克思主义
的理解见解独到，适合有历史基本常识的人读。教科书中的当代中国史更多的政治宣传而已，史实什
么的别指望了。
5、读完非常受用，对中国和中国历史又多了一些新的体会和理解。更有意愿和兴趣多读古书了。感
谢师兄推荐！
6、中国思想的特点：“统之有宗，会之有元”。
7、钱先生的大作是值得用血汗购买，用时间阅读！
8、如果有国之脊梁，那么钱宾四先生算一个。

9、动辄比较中西文化异同，而凡言及西方必流于想当然，捧中国文化捧得捉襟见肘，只好频繁使用
天人合一与古已有之两法宝。
10、钱穆八十六岁时的演讲集，重提中国“士”的概念，即不顾个人与家庭的物质利益，专心于文化
建设，领导社会，志在移风易俗的一批人。其实也是宾四先生的自况。不过宾四又指出，士必须“由
社会供养”，被尊重，缺了这一条件，恐怕绝大多数士都要凋零矣，这又似乎是某种预言。
11、和合性，统之有宗，会之有元；通天人，合内外。
12、收获良多  大爱
13、好老师
14、钱穆先生的书，每本都是精华，想买很久了
15、总感觉这部讲演稿整理的有些啰嗦。
16、值得反复阅读
17、买了送人上档次好书
18、201604.
19、钱穆先生经典作品
20、醍醐灌顶 受益良多
21、质量好...竖版繁体 很好
22、通俗易懂 深入浅出
23、用了一天半時間閱讀賓四先生在新亞書院的六篇講演稿，若醍醐灌頂，舊時所讀史多局限分別，
缺和合與貫通，深感對中國歷史文化理解之淺薄，尚需從儒、道本源重新認識中國文化。
24、这本还算可以，但是总体上感觉论证不够严谨，这也是其本质决定的，这本书事实上是讲座的文
字实录。
25、拿到手就反复翻阅，兴奋
26、繁体竖排，值得收藏。
27、他人不在江湖，江湖却总有他的传说。
28、竖体横排，我喜欢
29、钱穆先生的著作，强烈推荐大家阅读！
30、货很好，不错
31、一个人对事物的理解离不开他的生活，钱穆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很深入，但也有局限
32、钱公之语，字字珠玑，受益匪浅
33、2015/07/31 书中有段关于毛泽东的论述
34、启人心智，让人能够看清中国人的诸多问题，弄明白中国人行事、思维的特点。
35、很好的书，看得津津有味，很耐看，又买了其他几本
36、在錢穆創辦的書院看他的書 看的是台版 第一次讀這麼"嚴肅"的讀物深感知識儲備太匱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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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

37、竖排繁体  先收藏着
38、钱先生的书 曾立志是要买完的 九州这一套应该无删节 排版亦好 就是价钱有点儿贵 趁活动下的单 
大家也看好时机出手吧 内容就不必说了 看简介 或看钱先生的名字就好了
39、一家之言，立场不同，将毛刘比作洪杨有失偏颇，可能还是站在士大夫的立场看待历史，而不是
平民的立场。
40、只看了一半，放弃。题目太大。结论部分认同，论证过程不认同。还是多刷几遍中国历代政治得
失。
41、这样的书看起来很有感觉，值得收藏
42、著名国学大师名作之一，急切拜读。
43、这书质量好，无论从外观，纸张，还是本书的内容，都很不错，尤其是竖版繁体的，最喜欢九州
出版社的钱穆系列的。而且这本书也很值得一读，不厚一百多页，看完不需要很多时间的
44、嗯，已经看了一大半了，才来评价，内容很不错，很受启发
45、看起来费劲，但是很值得读
46、像一位身边的老者，娓娓道来，一点点，关于他的看法
47、钱穆先生的书内容当然没的说，可以书还是有点贵，不知道出版社赚了多少。。
48、国学大师的作品，值得我们一看究竟。此书是大师对我们中国人之精神的分析与看法，对于我们
现在的人的各种行为以及思维方式都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49、没有中国文化史导论好看
50、造成中华文化“博大精深”，词义肯定是个原因啦。如，于是到富贵人家去做宾客的，政府皆一
律称之为「奴隶」。—70p ⋯ 奴隶社会？
51、受益匪浅，喜欢钱穆的书
52、赞。
53、以前曾读到过有关生存的地理环境决定民族性格的理论，而实际民族的性格与文化是在历史中长
期演进之结果，钱先生始终对故国文化之继往开来鼓与呼，而今现在新士之精神又当何立啊
54、一如既往的平易近人，深入浅出，阐释中国人的性格和文化特性，强烈建议国人特别是现在的中
国人看看大师的作品，相信您对中国文化和历史，和您自己有个清晰的认识！
55、2013第一本。。
56、know thyself
57、方才入门，不敢妄言
58、藏
59、“中国人还是应该多读读中国书”
60、值得珍藏的一本书，而且是竖排繁体，非常有读古书的感觉！很好！
61、漂亮  钱穆的思想是我们应该学习的
62、有际遇可以读到这本书，感到非常幸运。钱穆先生看一整个历史的视角，让人很震撼。被指出了
很多原本对中国历史的错误认知，深感自己历史认识的浅薄。是一本挺深的书，很多章节都是读了很
多遍，才理清了脉络。绝对不是一本你简单读一遍就能扔到一边的书，那样的话会感觉很浑浑噩噩，
这也是我第一遍读的时候的感受。
63、这个版本校正得很精！
64、这是钱先生在新亚书院所作学术讲座，先在新亚出版，钱先生把稿费捐给新亚了。我本有此书，
这本是买了送朋友的，已经送出。
65、虽是一家之言，但对中华有一定之管窥！
66、钱大师著作，均值得细细研讨
67、钱老批评了共产党，批的有理。
68、竖排繁体，有感觉
69、是上Coursera香港中文大学一门课发现的一本书，每天复习前看半小时，终于在大一上学期坚持
看一下来，有些繁体字还是没看懂，但是大体了解了，感觉讲得有脉络，第一次读还是不太懂，希望
下次再读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70、虽不像历代政治的是那样，感觉稍有点浅显。不过还是获益良多
71、好书，钱穆先生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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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

72、新亚书院的圆形广场上该多刻五个字：我的中国心。说真的，不是讽刺。。。
73、歷史即是習慣。
74、写的很到位～～
75、因为coursera要开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的课，买了这本书，还没细看。不过喜欢。
76、通天人和内外 统之有综会之有元
77、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78、钱先生有些旧了。本人只同意他1/4的推论。
79、發人省醒，獲益良多
80、钱老从历史的深度中谈中国文化的过程，研究传统中国文化的人可以一读
81、应该读点这类书
82、書的內容想必大家都聽說過，如果沒有聽說的就需要買一本仔細閱讀嘍！
83、一口气读完这本书，受益匪浅。尽管晚生目前不能接受钱老先生的个别观点（关于共产党、毛泽
东等的论述），但并不妨碍我对钱老先生的尊敬和敬仰。
84、MOOC课程的指定资料，对于我一直以来的一些疑问，也给出了合理的解释，参考其观点，必然
有收获，遗憾只有繁体竖版，看着有些累人
85、深入浅出。。。真正的大师。。。繁体版就是好。。。不可思议的是有些“该删”的内容还在。
86、终得以参详一二
87、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统之有宗，会之有元；
88、钱穆先生的书，暂读两本不敢多读，怕有个人崇拜之嫌
89、钱先生的书，希望专业人士都要细致研究。
90、通篇在举各种古今中外例证中华民族的合和性 最后很大篇幅意在树立听者的民族情节 振聋发聩。
总体来说没有得失那本理论体系好逻辑严谨 情绪确为动人。
91、不愧是大家，好要多看大家的书
92、断断续续看了三个月，终于看完了。说来惭愧，像这种小册子，尤其是讲稿合集类的小册子，本
应该一口气读完的，这样才方便理解，可惜最近冗事烦身，实在是推脱不得，惭愧惭愧。
钱穆先生在这本书里贯穿了他一贯的治学思想，由中国“旧历史”“旧文化”来说明“新”中国人，
对比中西差异来说明中国和中国人。又因为是讲座，自然不比专著来的深刻，但也鞭辟入里，发人深
省。值得再读。

93、读过钱穆作品的人自会为他那大师的风范所感染。第一次读繁体竖排，感觉还不错。
94、该书是大陆首次发行，者得感谢九州出版社。
    钱先生的著作越读越有味，当然得有一定的文字功底，这是很起码的。
    钱先生对中国文化的热爱是真挚的，从他的著作中就能体悟到。
    好书，值得珍藏。
95、现在才慢慢知道一些掩盖的东西，还未来得及感叹“啊~原来如此”，又汲汲于另一层真相
96、看了錢穆老前輩的書 開始喜歡繁體字了 也喜歡復古的書了還沒看 買了好幾本 先收藏再說
97、史学大家的书籍  很有学养的大家 我们拜读
98、戳中我心

99、和合性集团性，统之有宗会之有元，通天人合内外
100、新的都是从旧的而来，中国要变，自要先了解自己的传统。钱穆先生认为中国的民族性是“合和
性”，虽分性格、思想、行为来说具体表现，实互有交叉，只是各有偏重。而要实现变只能寄托在少
数人身上。对我来说，最有触动的是对“信”的解释：“信天”、“信已”、“信古人”、“信后人
”。归究到底便是自信。因为自己会信古人，所以才自信会有后人信自己。因为自信，才会觉得天信
自己。另：书是演讲稿，易读懂。
101、大师经典，值得一读！
慢慢回味，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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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

精彩书评

1、读钱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钱穆先生八十四高龄时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
院（钱先生是新亚书院的创办人之一）作了六场讲堂，集合成册，于是便有了《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
民族性及中国文化》。钱先生一生致力于研究国学，用他的话说就是“中国的旧材料”，虽然他并未
在建国后留在大陆，而是去了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后来又被蒋介石说服去了台湾，但是其一辈子著
书立学，离不开“中国”二字，一直在为中国传统文化大声疾呼，足以称之为中国人的“招魂师”。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六讲分别讲了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人的行为、中国人的思
想总纲、中国人的文化结构，最后是结论，钱先生以他人生之积累，概括性地总结了以上五个方面，
虽未铺开陈述，但亦醍醐灌顶，读完不禁耳红面赤。简而言之，中国人的性格为“和合性”，行为是
“集团性”，思想总纲为“统之有宗，会之有元”、“通天人、合内外”，文化结构是“偏重道德与
艺术，儒家偏道德，道家偏艺术”。这些论断是从几千年来中国的历史、政治、文化和哲学中总结而
来，虽是钱先生的一家之言，但这个“家”汇聚了历史上的诸子百家，是中国传统的精髓所在，这又
可以证明中国人行为的“集团性”。鸦片战争以来（按照传统近现代史的划分），中国社会一直面临
着深刻的变革，中国人在意识林立的世界潮流和自我革新的内部斗争中，寻找着社会进步的方向，这
里社会的进步指的是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方方面面，所谓“社会”范畴内的进步，相对于“自
然”而言。从“洋务运动”到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再到“马
列主义”，最后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人躬身实践，或因为外部的强加，或因为内部的徘
徊，走过一些弯路，跌跌撞撞，走到了今天经济的繁荣。钱穆讲座的时间是一九七八年，正值百废待
兴，中国的未来到底会怎么样，他没有说明，只是说对于共产主义而言，先“产”后“共”，就是常
说到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积累“产”的过程无疑是艰难的。现在看来，在这一点上，已经逐
渐做到了。经济只是社会的一部分，经济上去了，其他的就需要一起上去，不然就跛脚了，跛脚了社
会进步的速度就会慢下来。西方的文化结构“偏重科学和宗教”，科学和宗教是向外的，这和中国的
“合内外”有大不同。工业革命以后，西方在功利性的科学追求中，社会发展随之被推动，逐渐形成
一套西方文明的社会体制，丘吉尔说：“并不是说民主制度是最好的，而是还没有找到更好的制度”
，社会的制度建设永远在路上，只有更好，没有最好。中国和其他文明体的对比有东西方的差异，因
世界更向外向型发展，即以经济上的“世界是平的”作为表现，世界性的融合仿佛成为趋势，西方的
价值观更是表现强势，那么，其结果呢，中国的事情还是中国的事情，欧洲的事情还是欧洲的事情，
中东的事情还是中东的事情，许多国际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些结果。文化的培养离不开滋养的土壤，不
能割断历史看问题，不然就会光有外衣没有里子了，最后还得自我革新，从头再来，那又会是另一条
艰难的道路了。中国人历来注重“和合性”，即使西方的文化全面袭来，中国人也可将之消化吸收，
变成自己的东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像圣诞节这样西方的节日，成为了全民欢乐的借口。如何对待各
式各样的“先进”文化，倒是不必过于纠结。是奉行“拿来主义”，照单全收，还是崇尚“返璞归真
”，回归传统，这需要在时代中寻找答案，亦还要站在先人已经垒好的秦砖汉瓦上，基础牢靠了，地
才不会动，山亦不会摇了。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已经受到西方的影响，用西方的思维
对待传统的中国文化，自然品不出真谛，思想和行为都会有偏差，更有甚者，反其道而行之了。近现
代中国的变迁让人应接不暇，虽有有识之士呐喊，但却抵挡不住社会动荡的旋风，该丢下什么，该捡
起什么，一时的彷徨后，不该丢的丢了，不该捡起的却捡起了，在钢筋水泥架起来的千篇一律的“盒
子”中间，已然难以找到中国古典园林的曲径通幽、柳暗花明了。“通天人，合内外”，通天道和人
道，天道为自然，人道为社会，用现代的观念理解，不正是要理顺自然与社会的关系吗？个人呢，以
“道德和艺术”修内，于外形成仁、义、礼、智、信“五常”，这样才能共处于世，“天人合一”。
以上的道理更是要“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才能贯通，这是完整的中国民族性格及中国文化体系，是
放置于四海而皆准的。“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由两千年前的王弼提出， “通天人，合内外”由一千
年前的朱熹提出，现在看来，仍然管用。中国应是一脉相承的中国，而不是看时间轴上哪一段的中国
。历史是时间和空间的结合，空间里有人和地域，缺一不可。中国的历史就应该是中国人在时间轴上
发生在中国的事情，不同的是对应的时代不同。解决中国的矛盾和问题当然就应当用中国人自己的历
史积累、思想积累、文化积累，且要符合中国人的行为特征。最后再说“士”。古代“士农工商”四
民社会中，“士”排在第一位，可见其地位。现今读书人很多，知识分子很多，所谓的专家也很多，
但是能称之为“士”的却很少。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利益至上的当代社会，功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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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短期追求成为主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精神却在羸弱。读书为“士”
和读书为“仕”不矛盾，《论语》中也说“学而优则仕”、“不仕无义”，为“仕”应为社会、为民
族，而不是为着为着就将“士”丢了，只剩下了“人”，还是自私自利的“人”。钱宾四先生是“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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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的笔记-第96页

        諸位，我們那一個不誠意要愛國家愛民族呢？即如毛澤東，他亦想，中國由我開始變成一個理想
的世界第一等強國。他何嘗存心要害國家害民族。結果殺掉了幾千萬中國人，而毫無成就。我們只能
說他意不誠。不先致知，又烏能立國？
我們這許許多多中國人，那一個不是誠意要愛自由愛民主呢？但不先致知就上街遊行，反對的是什麼
呢？好像王陽明格庭前竹子，本意是好的，但事情本身興許整個都偏了。

2、《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的笔记-第76页

        统之有宗，会之有元                

3、《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的笔记-第89页

        通天人，合内外                

4、《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的笔记-第39页

        当时的国君们都讲仁义，这是我们今天值得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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