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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三部曲·国学探疑》

内容概要

《国学三部曲:国学探疑》采用列题式，既无需考虑一般论著所要求的框架结构及其逻辑体系的完整性
，又免去了承上启下衔接等文字，因而简明、扼要，避免了拖泥带水；尽量减少征引和注释，实在必
不可少的注释则采用夹注。同时，继承了中国传统学理性散文的写法，在保证学术观点准确表述的前
提下，行文流畅，富有韵味，因而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说服力、可读性和耐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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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三部曲·国学探疑》

作者简介

宋定国，号紫竹公。笔名宋文安、云松、旻阳子等，文化学者。河北省安国市人，生于1942年12月，
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长期从事哲学和中国学术文化的研究、教学和著述；其著作主
要有《人的本质的揭示和唯物史观的创立》《新技术革命与社会趋向》《人生价值》《经营管理哲学
》《周易人生哲理博览》《周易人生醒世真言》《周易与人生》《周易与养生》《入神变奏曲》《领
导科学实用教学概耍》《周易解迷》《奇门遁甲探秘》《周易解谜》《国学览胜》和《国学纵横》等
；文学作品主要有长篇小说《悬壶梦》《变形姻缘》，散文《娘啊，娘》《酉感交集忆在北大上学
的6年》，影视剧作《变形姻缘》，诗词集《诗记》等；主编的教材主要有《领导学简明教程》《新
编政治学》《领导行为学概论》等；主持完成国家“七五”社科规划项目《当代中国青年的政治意识
和政治行为》，北京市“八五”社科规划项目《当代西方思潮对酋都大学生的冲击及对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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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国学”释义 1.“国学”一词何时提出 2.原有释义及其缺陷 3.重新释义“国学” 二“国学”之源 4.
为什么要探究“国学”的源头 5.中华文明之源头 三 “国学”之萌发 6.探究“国学”萌发的依据 7.探究
“国学”萌发须先探究一般文化的萌发 8.物质文化的萌发与人类的起源同步 9.中国物质文化萌发的具
体年代尚不能确定 10.物质文化及其萌发 11.形神文化及其萌发 12.一般精神文化与学术文化 13.一般精
神文化的萌发 14.“国学”的萌发 四“国学”之源头著作 15.“国学”源头著作至迟形成于殷周之际 16.
当列为“国学”之源的主要典籍 17.《易》乃中国学术之总源而绝不止是儒家经典 18.所谓《五经》也
都不止是儒家经典 五“国学”之基本形态 19.“国学”基本形态产生的社会历史条件 20.“国学”基本
形态产生的特殊文化环境 21.“诸子百家”是“国学”的基本形态 六诸子百家 22.以往对“诸子百家”
之划分欠妥 23.中国古代学术分类的历史性缺陷 24.不宜随意给诸子“定出身”、“划成分” （一）阴
阳家 25.关于阴阳家起源等方面的误解 26.班固未提及阴阳家与医官渊源关系 27.阴阳观念是构成“国学
”大厦的基本砖瓦 （二）道家 28.究竟是《道德经》还是《德道经》 29.以前关于道家思想渊源之论述
多欠妥 30.道家思想主要源于《易》，《老子》率先涉足“本根”问题 31.首先使“道”升华为哲学基
本范畴的是《老子》而非《易传》 32.现在还不能全面评价老子其人其书及其学 33.《列子》一书反映
了列御寇的基本思想 34.《庄子》是迄今中国第一个提出“本根”概念的作品 35.对庄子其人其书目前
也不宜全面评价 36.“老庄”和“道家”并非一回事 37.道家在养生学方面建树卓越 38.道家非道教，老
子也决非“太上老君” （三）儒家 39.儒家与道家有着师承关系 40.《论语》乃儒学的奠基之作 41.人道
主义乃《论语》主旨 42.孟子与孔子学说之根本差异 43.综合创新是《荀子》的突出特点 44.儒家的分化
和孔子空担的毁誉 45.儒学非教，孔子也决非教主 （四）墨家 46.墨家是个有着特殊贡献的学派 47.墨子
是以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的和平主义者 （五）法家 48.对班固就法家起源之概说历代多有非议 49.韩非
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理论的发明者和导师 （六）名家 50.惠施和公孙龙为君王等政治家提供了思辨指
南 （七）杂家 51.班固关于杂家起源之说似嫌敷衍偏狭 52.“杂家”只能从相对的意义上予以评判 53.胡
适关于杂家的说法大错 54.吕不韦实为钱、色、权交易之典范 （八）小说家 55.班固将小说家排斥在“
九流”之外欠周 56.“小说”往往比正史更能反映社会现实 （九）诗赋家 57.诗、赋一家，只是体裁和
表现手法有别 58.苟子实为赋体文学的奠基者 （十）纵横家 59.遭变用权受命而不受辞的纵横家 60.纵横
家之政治家外交家本质 （十一）兵家 61.反战是兵家的首要思想 62.兵家的反战思想基于人本主义 （十
二）农家 63.农家的基本思想是以农为本、以农立国 （十三）医家 64.医家和中医学产生于同疾病抗争
的实践 65.正确看待“巫医不分” 66.中医学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 67.先秦中医学在分科医疗上的成就
68.中医学的主要特点和优势 （十四）算家 69.中国算学及其代表作远远走在了世界前列 （十五）天文
家 70.中国古代天学的辉煌成就 71.独具特色的夏历 ⋯⋯ 七“国学”之“流” 八科举制度与“国学” 
九清末民初的“类百家争鸣” 十复兴“国学”  主要参考资料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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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11.形神文化及其萌发 形神文化大量存在于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中，如书刊光盘、影视作品
等等。在古代，除了舞蹈外，还有音乐、绘画、书法等。联合国把文化通通按两分法即“物质文化”
和“非物质文化”来归类，显然太笼统，正是这样的笼统划分，导致形神文化被忽略了。 在死亡的威
胁面前，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活，是生存。而为了生存，就要先有吃，有喝，有穿，有住。为了得
到吃喝穿住所必需的东西，就得劳动。最初的、简单的采集大自然恩赐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就已经是
劳动的开始。当通过自己的双手等肢体采集不到或遇到困难时，人们很自然地就要想法通过其他手段
来达到目的，而从攀折树枝或利用木棒采摘，以及利用尖利的树权、石块等捕鱼、狩猎开始，最初的
发明、创造也就开始了。而最初的物质文化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开始形成。但任何发明、创造都离不
开思维的开发、思想的磨练，而学术文化也就在这样的过程中渐渐萌发。从打制和磨制石器、削折树
枝到发现和使用火，烧制陶器和锻造铜器等，即孕育了科学技术的萌芽。在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有所保
障，或某次较顺利的劳动获得之后，人们很自然地手舞足蹈、吟诵歌唱，于是最初的形神文化便也随
之萌发。 形神文化的萌发可大致区分为两种情形：一是伴随物质文化发展而自然产生的；一是当物质
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的。前者如饮食文化所蕴涵的烹饪术、酿酒术，建筑文化所蕴涵的建筑术
，医疗文化所蕴涵的药物知识和针砭术、医术等等，因为直接涉及人的生存的第一需要，所以其产生
和发展自然就早。后者如舞蹈、音乐、绘画等，是人在基本物质生活必需品得到起码满足后才有可能
提到工程的。因为在最基本的衣食住行所必需的生活用品没有获得起码满足（维持生存）之前，人类
，不管哪个种族或民族，都不可能有享受此类文化的追求；即使偶尔会有，但在死亡的威胁面前，也
不可能持久。除了维护生存之外，没有别的追求，缺乏相应的条件，自然也就谈不上创造。与物质性
的追求相连的形神文化产生在前，而与精神性的追求相连的形神文化出现在后。这应是一般规律。但
是，由于精神文化的创造还需要相应的智慧和语言、文字等其他条件，所以，从总体上讲，只有当最
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得到起码满足即能生存下来后，人类才有可能产生持续的精神文化的欲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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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学三部曲:国学探疑》所提出的一百多个问题，涉及“国学”中的难点、热点，均依据最新的考古
发掘材料和翔实的文献，有理有据地进行了探释：或矫正，或修补，或重新厘定；凡有确凿而翔实的
资料可以佐证的，则大胆提出，不乏独到见解，而尚缺乏确凿、翔实的资料佐证的，则留作疑案，决
不臆测和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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