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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巍�

内容概要

是什么在引导着我们的步伐，又是什么在顽强地支持和维系着中华这古老的文明？文明有意志，决定
了未来全球的天下大势与何去何从，以及谁将是“带头大哥”。中国人到了最关键的时刻，看清世界
格局，找到中华的位置。《易中天中华史：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易中天最具影响力和价值的作
品，让你更透彻理解《易中天中华史》，是打开我们的命运和选择之门最好的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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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巍�

作者简介

易中天：1947年生于长沙，曾在新疆工作。任教于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现居江南某镇，潜心写作“
中华史”。已出版作品：《易中天文集》（1-16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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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巍�

书籍目录

一、天下大势 /001
二、历史谜团 /008
三、伊斯兰   /015
四、西方     /022
五、中华     /029
六、关键时刻 /035
附录：答读者 /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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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巍�

章节摘录

插图：一、天下大势有理由认为，未来的世界舞台，将是三大文明唱主角。哪三大文明？西方现代、
伊斯兰、中华。是这样吗？是。请看世界地图。如果用不同的色彩来表示不同的文明和文明圈，比如
西方蔚蓝，伊斯兰碧绿，中华明黄，那么，也可以用黑色表示非洲，咖啡色表示印度，赭黄表示蒙古
和南亚佛教国家，灰白表示其他。至于斯拉夫、拉美和现代日本，则都是紫色。只不过，斯拉夫偏红
，是红紫；拉美偏蓝，是蓝紫；日本偏粉，是粉紫。文明的版图，五彩缤纷，绚丽斑斓。斑斓也不奇
怪，因为文明是有色彩或色调的。最先出现的是黄色，土地的黄。这就是“大陆农耕文明”，比如埃
及、苏美尔、印度的哈拉巴、中国的夏。这些都是农业民族创造的文明，因此要么在大河两岸，要么
在冲积平原，要么在入海口三角洲，比如北非尼罗河流域、东亚黄河流域、南亚印度河流域、西亚两
河流域。那里有着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水资源，很容易把采集经济变成农业经济，也很容易把聚落变
成城市。其次出现的是蓝色，大海的蓝。这就是“海洋工商文明”，比如地中海岸的犹太，地中海岛
的克里特，爱琴海岸的希腊。辽阔的海域，强劲的季风，让他们扬帆远航，建立起跨地区、跨民族、
跨国界的商品经济，也建立起蓝色的文明。起先，蓝色文明是弱小的。但欧洲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世
界勃然兴起，现代文明席卷全球。蓝色交响曲，便成为近现代文明史的主旋律。第三种是“游牧商贸
文明”，创造者则是阿拉伯半岛的贝都因人。贝都因的意思是“草原牧民”，而游牧民族原本是最难
建立文明的。因为文明的前提是定居。所以，最先出现的文明，一定由最需要定居的农业民族来创造
，其次才轮到既有行商，又有坐贾，还要有作坊的商业民族。至于游牧民族，每到春天和秋天，就要
卷起帐篷转场，迁徙到夏牧场或冬窝子。他们也不喜欢定居，而更愿意骑在马上，唱那“蓝蓝的天上
白云飘”。因此一般来说，游牧民族只能作为“外来户”进入文明，比如来自叙利亚草原的阿卡德人
，来自迦南地区的希克索斯人，来自蒙古草原的蒙古人。事实上“希克索斯”的本义，就是“牧人之
王”或“外邦之王”。这就只能在农业文明的基础上更上层楼。比如征服了埃及的希克索斯人，就站
在金字塔的基石上；而征服了宋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蒙古人，则被汉化和伊斯兰化。然而阿拉伯半岛
上的贝都因人却是例外，因为这些牧民很早就从事商贸活动。他们的商队之大，骆驼可多达一两千只
，还有镖客护驾。于是，当他们团结在新月旗下，建立起自己的宗教中心（麦加）和政治中心（麦地
那）时，一种稳定而持久的新文明就诞生了。这就是伊斯兰。它当然是绿色的，草原的绿。现在很清
楚，人类文明有三种类型：大陆农耕、游牧商贸、海洋工商。中华、伊斯兰、西方，则是这三种类型
的三个代表。天下大势，一目了然。问题是，世界的态势，何以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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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巍�

媒体关注与评论

《易中天中华史》是一颗文化原子弹。——中华读书报中华民族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在这个关键时刻
，我们有必要重新发现自己。打铁还得自身硬，看得清自己才看得清世界。这就是《易中天中华史》
的任务。——南方周末易中天和范文澜暗暗相合，前人筚路蓝缕，他涓滴入海。个人写通史最值得鼓
励，集体写史应该终结了，现在易中天这么写，是回归到中国知识人的正宗上去了。——南方都市报
《易中天中华史》是一部前所未有的中华史。——华西都市报《易中天中华史》是一部肩负为中华寻
梦使命的历史读物。——新京报易中天，他破译了中华文明的密码。——中国青年报

Page 6



《易中天中华史：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巍�

编辑推荐

《易中天中华史：文明的意志和中华的位置》引发学术界高度重视，热议不断，多位学界专家鼎力支
持。南方人物周刊评论到——东西方文化孰得孰失，孰优孰劣，《文明的意志和中华的位置》开宗明
义，试图用中外文明史的梳理和比较，突围难住中国人百余年的这个命题。以此为主题的北京大学演
讲深受北大、清华学子欢迎，全场座无虚席，多次掌声雷动。《易中天中华史》是一部关于中华文明
的百科全书。一部轻松好读、引人入胜、波澜壮阔、气势恢弘的中华史诗。迄今为止唯一一部从全球
视角为中华文明立传的经典巨著。易中天将历史聚焦于中华民族的命运和选择的关键拐点。翻开本书
，您将清晰地明白什么是中华根、中华魂，知道中华文化的根在哪里、魂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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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巍�

名人推荐

我读了《易中天中华史》，易中天对历史的领悟和理解有独到之处。——樊树志（著名历史学家，复
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易中天把传统文化来做现代表达，这样就使人们喜闻乐见，更容易从中吸
取营养。——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一直以来很喜欢易老师的文字。——韩寒（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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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巍�

精彩短评

1、「一种伟大文明要做的事情，应该是为多元文化的和平共处、平等对话，搭建开放平台。问：这
不就是使命吗？答：使命？谁之使？谁之命？我不喜欢这个词。我也不喜欢信仰。可以信，为什么要
仰？我也不喜欢启蒙。谁被蒙？谁来启？谁都不比谁傻谁也不比谁聪明。要讲启蒙，只有天启。这就
变成信仰了。结果，使命的前面还要冠之以“神圣”二字。那么请问，就你直適上帝，就你牛逼啊？
所以，我不要“使命”，我说“位置”。我也不喜欢“普世价值”，我说“共同价值”。」认同，我
认为共同价值比普世价值更接近真理。
2、意见保留。
3、独立、自由、平等，是价值。人类文明，共同价值，实事求是，推进共识。换言之，重要的不是
普世，而是共识。
4、总纲，看了受用。以后会把其它的买下来。
5、一般般，书很棒，简洁
6、开卷格局好大，不知道填坑质量如何，四星开篇
7、一般般，只能说很多新提出的观点已经有前人提出了，新颖度不够，虽然有自己的看法，但是理
论水平一般。
8、自我主义严重，目前还习惯不了易中天的文字风格，读来不舒服
9、睡前读物，第一部还行
10、可能是序言的关系，本书不如多年前看的《品三国》！
11、太多先入为主和臆断，缺乏论据，只是个商业化的东西，哗众取宠。
12、对史学实在是知之甚浅，所以就读着玩儿吧
13、买这本书的童鞋注意了，奠基者里就包含了《中华史序》，根本不用单独买《序》。亚马逊在奠
基者的介绍里根本没有提到这一点，还推荐将奠基者和序两本一起买。结果我买到手就有两本《易中
天中华史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14、文明有意志，就像宇宙有目的。宇宙的目的就是人。文明的意志，则是为全人类找到谋求幸福的
方式和途径。易先生说这话脸红不，宇宙的目的就是人。。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儿。 宇宙大爆炸原来是
为了要有选民要有光。赤裸裸的一套中国梦系列丛书
15、三大文明。。在我眼中欧美的强盗文明不算。历经千载唯有我泱泱中华灿烂依然傲世。
16、这本说的内容，我不太确定。
17、买《易中天中华史:奠基者(限量赠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 》的时候没注意，已经送过一本了，
白买，也没好意思退。。。留着送礼吧。
18、太自信了，有些话听起来很刺耳，拭目以待吧。
19、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探讨文明，难得。
20、像论文，不过说得好
21、禅宗竟是如此全能。
22、薄薄的 看了也有三个下午了吧。。。额，看的略困过 怎么说呢 过于总结性的东西 对于我这种略
懂皮毛的人 储备上是跟不上的。。。所以都不会喜欢序 后面的答读者还好些 针对性强一点了 没觉得
那么困吧 总之就是厚脸皮的算是看完了。。。
23、总序也是一本书，不过话糙理不糙，易中天的通史如何，接着读下去瞧瞧。
24、未来的一切起步于现在，过去的一切存在于未来，中华文明过去、现在、未来仍将在人类文明史
占据重要位置，这是我们的底气。
25、★★★易中天老师文明观的阐释，读完感觉中华文明处在为全世界和稀泥的位置。
26、世界三大文明：中华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伊斯兰精神不仅是对彼岸来世的信仰，也是
对现世的指引，倡导至仁至慈；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是独立自由平等；中华文明以“方式”延续，“
精神”由“方式”体现，“价值”是“精神”的支撑。人类文明最终追求共同价值，而非普世价值。
中华应找准她的位置。
27、已阅
28、观点有点意思，文明的三个世界划分，对伊斯兰有个新的认识。
29、更多是作者本人的见解，而缺乏有依据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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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巍�

30、2016.11.07 从空间和时间将世界文明划分为中华、伊斯兰、西方现代。一家之言，可以阅读。
31、张丽行长送我的新年礼物，易中天讲中华史的第一套。看完手头的书立马开始进行阅读。第一本
作为全书的总序，只有寥寥数十页。本来想记录第一本了，但是为了以后自己在回顾的时候能更全面
还是写一写。很简单，易中天先提出了三个文明的观点：中华文明；伊斯兰；西方。然后将这三个文
明的传承方式相比较。最后提出了要以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解析历史。全套共7本，后六本厚度足够
，边看边做笔记的情况下，争取能在元宵节之前看完，也算给自己立个flag。
32、早上40分钟看完，半个月全部看完
33、我被你们骗了，竟然让我拥有两本同样的书。
34、我只想用人在囧途里王宝强那句话表达我的心情：啥啥啥，写的这是啥（请用河南话）～
35、西方人有信仰也照样发动战争，汉民族没有信仰却照样热爱世界和平！本书非常有见地，有自己
的独立的想法和思想
36、主观性强了些，不过也可成一家之言，姑妄听之。
37、刚刚通读这一系列总序，可以看出易先生所具有的独特的世界史观。当代人读史，读文明当有世
界视野，从对比中看出中国的位置与独特性。值得注意的是，文中一股新的独特划分视角（三世界以
及三时代）可以更好的解释文明的存续，虽然这有些事后划分的意味（是否易先生之后有解释？），
但史料重在解释也是史学之所向吧？通过与伊斯兰、西方文明和精神内核的对比，展现出对中华无信
仰但存在核心价值的肯定，这有利于揭示中华文明之特殊与普遍，内容很是独到。个人认为这一系列
（仅从总序角度看）会是一部认认真真做学问的著作，脱去媒体宣传与炒作的成分，很是值得一读。
脱去学究的表象，更显出文化与文明质朴的一面。
38、简单明快+1
39、一个巨大无比的题目⋯⋯
40、我喜欢这方面的书，亚马孙书籍包装很到位，让人放心
41、需要更深入学习伊斯兰文明
42、对易老师的作品一直很喜欢
43、跳度太大
44、这是《易中天中华史》的总序。历史课备课过程中读这套书主要是想借鉴一下讲述的方法，这也
是老易最值得学习的地方。本卷里最精彩的地方是易中天独创的有关文明的“三个世界理论”以及后
面关于信仰的论述。如果全书的内容都能达到这两部分的水准就应该是5星图书了。
不足之处是有些结论略显主观与武断，但这也是作者的一贯风格。我以为这套书合适的读者是中学生
而非历史发烧友。如此短的时间写通史总觉不够严肃。另外，文明分类引用汤因比观点的部分应该注
释出来。
45、篇幅很短，只是他这一系列书的作序，把世界三大文明，中华、伊斯兰和西方现代做了大致介绍
，并引申出为啥只有中华文明能够从第一代流传至今。里面对一些涉及文明的概念如独立，民主，共
和，宪政有所阐述。对于伊斯兰文明评价较高，不知道看到现在伊斯兰变成恐怖主义代名词，是否评
价会有所不同！
46、我期待看易先生的第二部中华史
47、最近看过易中天老师的费城往事，感觉他的胸怀和视野并不仅限于研究中国历史，更是为中华文
明寻找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48、有理由认为，未来的世界舞台，将是三大文明唱主角。哪三大文明？西方现代、伊斯兰、中华。
49、重在讲文化讲社会，对于历史事件着墨不多，而且事件也不是按照时间进程介绍的，而是根据不
同章节所要阐述的重点去选择性介绍的，所以通过此书可以了解文化社会和政治，但要了解历史事件
和故事，则不建议读此书。
50、历史观可以借鉴
51、恶补历史知识
52、not bad
53、当下强大的文明三分：西方，伊斯兰，中华，这种分法暂不说，但寻找中华文明的位置这种探索
是有建设性的！
54、序言还单独出了一本
55、正本4册已购，少这本导读补缺，易老师的书在我这永远是满分，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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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中华史：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巍�

56、易中天先生说未来将是三大文明唱主角:西方现代、伊斯兰、中华。伊斯兰和西方现代文明靠的是
宗教和信仰，而中华民族既无宗教也无信仰，其文明却能延续上千年，确实值得探讨。题目很大，但
易中天先生只写了42页作为他“易中天中华史”的总序，表述得有些不清不白，而且感情色彩过于浓
烈。
57、短平快，很不错
58、太简了
59、这次发货时间很快，远胜于当当，书很好，易先生文笔不错，内容也很充实，只是书中空白较多
，难免给人以赚稿费之嫌。
60、很薄的一本书，还没看，不过装帧很好
61、是真的很失望很失望
62、一个总序，对全球文明的一个大体划分，作为一种观点可以看看。后面说到信仰问题，说到信宗
教，用喝酒来比喻的那段233333
63、易中天讲史的风格就像中唐白居易的诗句，通俗易懂，幽默风趣。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放一起
比对，并将以颜色相区分，倒是眼前一亮。
64、这本书就不该单卖，作为讲稿还是不错的
65、人类文明的第一集团被明黄色的中华、碧绿色的伊斯兰和蔚蓝色的西方占据，他们分别代表了方
式、精神和价值的极致，各领风骚数百年，文明与历史的真相就按照这样的逻辑演进，不受宗教和价
值观束缚的中华文明在全球化的今天，需要扮演更加开放的平台作用，也十分感佩易中天先生重构中
华史内涵的浩大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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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刚开始看的时候，发现他说世界的未来划分为西方现代、伊斯兰、中华，我以为是宗教最终起作
用了，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但是看下去才知道他的划分是以大陆农耕、游牧商贸、海洋工商，
但是这种划分我觉得似乎不是现代和未来的格局，而应该是古代的传承。中华精神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呢，不是儒道释其中之一，那要如何概括呢。当然不是，儒道释与中华精神相比都太年轻了。这个还
是比较契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的，对于历史的理解也很好，不像古文的史书，如史记等，直
译的看真的很难看，原版又过于艰涩，年代、人物太过庞杂，抓不住重点看过就像流水账。我想这个
中化史是易中天研究历史后的解读，或许在有些人眼中还是不够的，但对于我来讲已经是很够很够了
。另外，对于用色彩表示文明有点意思，就像乐嘉的色彩性格一样。宇宙的目的就是人，这点似乎不
敢认同，如果将人作为一个大的概念，那或许是，毕竟宇宙中除了人之外，也许还是有外星高智慧生
物，只是我们还不知道罢了。好棒的概括：夏的质朴、商的绚烂、周的儒雅、汉的强悍、唐的开阔、
宋的纤细、元的空灵、明的世俗、清的官腔。伊斯兰教很不凡，但是却不是新疆回民那般的野蛮，我
想只是因为我们忍让了，我们不明白这个宗教的真正教义，所以被他们有机可乘，有利可图。
2、文/戴文子最近在读什么书？《易中天中华史》。2012年2月8日，北京，一位在家里迎来自己65岁
生日的学者，突然萌生出创作一部中华通史的想法。因为他有一种强烈的欲望与诉求，希望通过一己
之力，把中华历史重新进行编纂梳理，审视“世界文明中的中华文明”，找到“中华文明中的共同价
值”，并最终回答“什么是‘中华根’，什么是‘中华梦’，什么是‘中华魂’”这三大问题。一言
蔽之，就是三千七百年来，我们的命运和选择。这位学者，就是当年学术界与大众都争相热议的易中
天；这部著作，就是目前仍在连载中的三十六卷本《易中天中华史》。在易中天看来，重新审视自己
的历史，首先要有全球视野和现代史观，其次要有科学态度和价值体系。基于这种思路，易中天提出
的第一个观点就已打破世俗窠臼：中华文明，只有三千七百年，并非上下五千年。易中天的解释是，
上下五千年，是文化；三千七百年，是文明。文明的标志是国家，而国家的标志则是城市。从中国境
内可考的最早古迹——二里头遗址算起，距离今天，正好约为三千七百年。我认为有理有据，可以自
圆其说。易中天以其一贯新颖的观点与犀利的语言，再度成功吸引了大众的眼光。一时间自然人声鼎
沸、褒贬不一。不过在我看来，在如今这个浮躁喧哗的年代，深度阅读都成奢侈，竟然还能有人静下
心来专注修史，无论最终成败与否，这件举动本身，都足已称为伟大、令人动容。博名？十年前已经
拥有，博利？一本书的版税尚不及一场商业演讲出场费，而且后者不过两小时，前者动辄数月。这笔
账谁都会算。既不渴望掌声，也不想要钱财，那么坚持下去的原因，只可能是出于自己的本心。出于
震慑与尊重，以及幼时便积赞下来的好感，我决定拜读这部《易中天中华史》（虽然我也认为这个名
头有点太大）。如果一位年近古稀的老人尚能拿出生命中的六年著书立说，那么我自然也能有时间把
它们一一读完，毕竟看一本书可要比写一本书容易太多。而怎样阅读的态度很关键。众所周知，易中
天并非史学出身（这也是其屡受攻讦的原因），所以也无需苛求看到很多史实的论述与考证。先生原
本的目的，就是写一本通俗易读、观点基本正确、有个人见解的科普读物；坐在上班放学的地铁公交
，倚在午间小憩的床边案头都可以随时拿起进行轻松阅读的读物。故而每一卷《中华史》的篇幅都会
过长，十万字的容量，一个下午就能读完。若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激发读者的兴趣与思考，作者的初
衷就已达到。我认为，教学的最大魅力就在于“存疑”和“启智”。在这一点上，易中天教授显然一
直做地十分出色。阅读《易中天中华史》，不会望而生畏，却能发人深省。就放佛围坐在火炉旁，听
一位饱读诗书的先生，用最浅显易懂的白话，把千百年来的故事娓娓道来。继而让我们知晓，自身的
根本在哪里。截止目前，我已读完总序《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与前两卷《祖先》、《国家》部
分，每卷里都有很多值得思考玩味与反复品读的词句。本文只谈阅读缘由与感受，另择时日再把先生
的妙语巧思好生汇总整理。是为读书笔记。二零一六年八月三十日个人公众号：davenztalk （文子自道
）
3、论证了3大文明体系在人类历史上的“次第辉煌”，中华文明从汉唐的灿烂到后面被伊斯兰精神取
代，到最后西方的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带来的共和宪政文明成为“最不坏”的制度并推动了现代文明
的发展。对于兴替之数，提出了“价值、观念、制度，是一种由里到外层递进的逻辑关系”的观点；
明确了“独立、自由、平等”的共同价值，但反对普世价值，因为“然而再先进的文明，也不能有居
高临下唯我正确的优越感，哪怕这优越感被看作或说成是使命感。也就是说，你有好东西，可以展示
，不能炫耀；你有好办法，可以介绍，不能强加；你有好主意，可以建议，不能指挥。所有的决定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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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别人自己来做。如此，才符合‘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对！已所甚欲，也勿施于人。”。“所
以，我不要‘使命’，我说‘位置’。我也不喜欢‘普世价值’，我说‘共同价值’。”。我们现在
说的普世价值，其实是反对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们文化的侵略，其实，“华夏文明旭日东升时，
对待周边民族（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就是这种态度。当时的说法叫‘化成天下’，翻译为现代
汉语，岂不就是‘普世’？”同时，把华夏文明兼蓄并包的特质强调下，“中华像水。水，是开放的
、兼容的、平和的，原本纯净而素朴。纯净，故天下皆能与之相各；素朴，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美。”
；提出中华文明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为人类文明实现共同价值提供一个平台，起到过渡和跳板作用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附录里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观点，如“东方国家一般将剥夺自由视为对
罪犯的惩罚，西方法学家则认为是对罪犯自由意志的尊重”；儒家思想也强调平等，只不过用对等的
方式来表述，“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总之，是一本开拓视野的书，读罢让人对中华
文明的自豪感再度升起，同时，对中华文明未来应该肩负的责任也生出了使命感，热血澎湃！
4、世界文明的主角-中华、穆斯林、西方六大古代文明-苏美尔和埃及（3500B.D.）、哈拉巴（印度河
文明2500(B.D.）、克里特(B.D.)、夏(1700B.D.)、奥尔梅克文明（中美洲1800B.D.）古典文明-印度文明
、玛雅文明、希腊罗马(B.C.)、阿拉伯俄罗斯日本(A.D.)现代文明——西方文明三代文明代表-中华文
明（三千七百年 二里头遗址算起）、伊斯兰文明（一千四百年）、西方文明（六百六十年）人类文明
，共同价值，不是普世，而是共识。伊斯兰靠信仰，西方靠自由和价值，中国靠生活方式一神教和有
信仰的族群，往往更有“文化自觉性”和“文明使命感”多神和无神的族群往往难以继存，中国的信
仰在于祖宗和历史。而信仰承载的是核心价值观，这是关键
5、作者提出了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相比于其他五大古代文明来说，中华文化能够一直延续至今，其
到达巅峰-由盛转衰-衰而不竭的原因是什么？答案很出乎意料：因为我们没有信仰，没有一个固定的
信仰才有了其包容的能力，也就是说，其实信仰也就只是文明的形态而已。所以这书看起来是很有民
族自豪感的，一段三千七百多年的文明史，长踞历史长河而孕育出无比璀璨的文化，可惜的是，总觉
得没有那六百多年的西方现代文明来得更猛烈与诱人【作者对中国文化和文明的归纳总结】夏的质朴
，商的绚烂，周的儒雅，汉的强悍，唐的开阔，全都变成了明日黄花。时代风气由宋的纤细，元的空
灵，直至明的世俗，清的官腔。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魏晋六朝的思想解放，自然也风光不再。明末
清初后，鸦片战争前，中华再无思想家【文明的意志】文明有意志，就像宇宙有目的。宇宙的目的就
是人，文明的意志，则是为全人类找到谋求幸福的方式和途径【西方价值】人权和法制是观念，共和
与宪政是制度，民主则既是观念也是制度，他们都不是价值，而是价值的体现；价值、观念、制度，
是一种由里到外层层递进的逻辑关系【关于有钱却无文明的说法】身强力壮，东张西望；钱包鼓鼓，
六神无主【文明的组成】任何一种文明都由三部分组成：方式、精神和价值。价值外化，就表现为精
神。精神落实就表现为方式，方式其表，精神居中，价值是内科，是为“文明三要素”。三大文明的
次第辉煌，不过是“文明结构”的层层展示和打开【中华文明特点】以祖宗代上帝，以圣人代神祗，
以道德代法治，以纲常代信仰，由此体现出人本精神、现实精神和艺术精神【宗教和信仰】宗教是以
信仰为中心的一套价值系统、观念体系和行为准则。信仰则是对超自然，超世俗之存在的坚定不移的
信念
6、中国人没有信仰，这点是老生常谈，只是说得比较生动中国人需不需要专门再去培养宗教信仰，
作者给出否定的回答，论证得不错。再说怎样去培养啊？中央宣布佛教为国教吗？如果信仰不需要强
迫性（佛教其实也宽容），那么，儒家文明其实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仰，只是被破坏掉了。而且，
民间的儒家文化，已经非常本土地吸收了佛教禅宗的部分宗教特色了，道教也有。其它的大段关于文
明的论述，就颇有八九十年代的国师风范了。没错，我们后来也引进了佛教，发明了道教，却从来都
不曾真正成为全民信仰。中国人也信佛、信鬼、信风水，却其实“信而不仰”。从玉皇大帝到土地公
公，都可以是调侃的对象。《西游记》更是拿诸神诸佛大开玩笑，这些神佛也厚颜无耻地纵徒行凶，
还振振有词。这种态度，跟当年的古希腊人颇为相似。 同样，中国人也拜神、拜仙、拜菩萨，却其实
“仰而不信”。佛寺道观，多在深山老林；求签问卦，只为祈福消灾；三跪九叩，不过例行公事。所
谓“信则灵”，其实是“不灵就不信”。信不信，只看灵不灵。以人为本，就不会“以神为本”，也
就不会有宗教，有信仰，而且不需要有宗教，有信仰。实际上中华文明的特点，就是“以祖宗代上帝
，以圣人代神祇，以道德代法治，以纲常代信仰”。由此体现出来的，则是人本精神、现实精神和艺
术精神。这是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附录：答读者问：我们需要建立宗教信仰吗？ 答：不需要。有信
仰的人，未必不干坏事；无信仰的人，也未必不做好事。西方人有信仰，照样发动战争；汉民族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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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同样热爱和平。信仰与道德，并不构成因果关系。没有信仰，我们照样过日子，天也塌不下来。
三千年都没有的东西，今天又何必一定要有问：比方说？ 答：比如禅宗。禅宗名为佛教，实为哲学。
它主张的不是“信仰”，而是“觉悟”。信仰是关于对象的（信仰什么），觉悟是关于自我的（自己
觉悟）。但不是“信仰自我”，是“发现自我”。所以，禅宗是反信仰的，却又有境界。可见没有信
仰，不等于没有境界。信仰，只是实现境界的途径之一，不是唯一。而且，也只是提供了境界的可能
性，并没有必然性。因此，有信仰，也未必一定有境界。更重要的是，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境界是当
务之急吗？拜托了！用地沟油，放三聚氰胺，做毒大米、毒馒头，难道是缺乏境界？那不是笑话吗？
信仰也有信仰的麻烦，比如为信仰而战。历史上，宗教战争可不少，大家都号称“圣战”。既然是“
圣战”，打的是“异教徒”，是“魔鬼”，也就可以大开杀戒，无所顾忌。这就是信仰的不好。反倒
是我们中国人，因为没有信仰，也就没犯这样的错误，犯不着为此妄自菲薄。
7、《文明的意志与中华的位置》作为三十六卷本《易中天中华史》的总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
审视中华文明的视角。以全球眼光评述中华史，是一种有趣的更有意义的尝试，对于漫长的中国历史
以“中华”视角阐释，更是一种全新的角度，值得探索。它是提纲挈领的序言，也是深入阅读的领航
，更是自主思考的起点。易中天老师一如既往的轻松文风，为文章增色不少。从这部总序来看，这一
部中华史不是死板的客观陈列历史事件，而是根据文明发展的脉络引领读者思考，当然，这之中难免
会有作者主观意识的入侵，阅读中的探索与沉淀比单纯的获取纸面信息更重要。期待后续的精彩篇章
。
8、本来是冲着作者来的，但是读了之后很失望。我认为本书主要问题如下：1.作为一本历史类书籍，
应该建立于大量史料和数据的基础上，再不济也得讲明观点的由来和依据。书中多的是仅仅抛出一个
结论，没有推断的依据和历史学的严谨态度，根据描写作者大多用“这不是显然的么”态度掩盖，而
正是这些结论才是作为研究历史的人之间争论点。2.本书大谈特谈“文化精神”，“爱”，把这些元
素作为卖点，初读可能有“华丽，大气”的感觉，但是仔细想想完全是言之无物。这是一本历史书啊
孩子，不是那些心灵鸡汤；目的是增长视野提供新的想法，不是来学习大爱无边的。我认为书中这是
敷衍的表现。3.本书通篇用词口语化，词藻浮于表面，一本历史书竟然用的最多的是排比句你能想象
？！我看了书评，不知道夸这是“水平”，“大气”的人是怎么理解的，至少我看下来觉得很难受。
这是在书中，不是在讲故事，也不是在电视上！只能说对作者普遍的评价“文化超女”还真的是名副
其实。总之，这本书适合中学生培养一下对历史学的兴趣爱好，顺便在作文里装一下B，显示自己是
多么的高大上；要么作为广大群众厕所读物也是极好。想要在本书收获什么的，可能要失望了，本书
所讲完全停留在“科普”层面，仅供娱乐。
9、易中天先生的这套书，相信是非常可读的！至少在我刚看总序的时候，就可以下定论。首先，最
直观的：大气，宏伟；然后，在我看来，这是我第一次读过的将历史升华到文明高度的书，让我大开
眼界；最后，也是拓宽了自己关于历史知识的部分观点，更新的自己的见解。期待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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