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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学传统》

内容概要

本书是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的杰出国学大师张岱年唯一一部国学普及代表作，也是第一次系统地面世
。它以向历史借鉴智慧为出发点，以人为本，从探寻人类生活基本问题出发，解读中国国学的优良传
统及核心价值。它在中国人五千年的历程中爬梳剔抉，把国学的精华复活在当代人的面前，蕴含着中
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也浸透着一代国学大师的睿智灼见，是中国经典国学智慧与当今精神生活所需的
融会贯通。中国文化强调人在天地万物中的中心地位，它以人开篇，进而讲解了文、智、儒、道等内
容。让现代人既能找到作为中国人的根脉，又能看到中国文化及个人的出路；既理清了中西文化的异
同，也架起了国学传统与现实生活的桥梁，使国学传统焕发出生生不息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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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学传统》

作者简介

张岱年：中国哲学家、文化学家、国学大师。早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后长期任北京大学教授，曾任中
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他长期从事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研究，有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他诲人不倦，
桃李满天下，是享誉海内外的中国现代国学大师的代表。他早年以《中国哲学大纲》确立了他在学术
史上的地位，晚年以《中国文化精神》彰显了他在中国文化研究与普及的水准，《中国国学传统》是
他作为国学大师的唯一一部国学普及性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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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学传统》

书籍目录

目    录
序    国学的现代意义
第一章    人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人学思想
第二节    中国古典哲学中的人格观念
第三节    中国哲学关于人生价值的思想
第四节    中国传统中“天人合一”的思想
第五节    中国伦理思想的基本倾向
第六节    中国知识分子与人文精神
第七节    中国传统中的人伦与独立人格
第八节    中国古代的精神生活与精神境界
第九节    中国传统中的生命与道德
第二章    文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演变及发展规律
第二节    中国文化的思想基础与基本精神
第三节    中国文化传统与民族精神
第四节    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的生命力
第五节    中国文化的历史传统及更新
第六节    中国文化的改造与复兴
第七节    中国文化的回顾与前瞻
第三章    智
第一节    中国古代哲学源流
第二节    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
第三节    中国古典哲学的价值观
第四节    中国哲学关于理性的学说
第五节    中国传统哲学的批判继承
第四章    儒
第一节    孔子与中国文化
第二节    《周易》经传的历史地位
第三节    《易大传》的哲学智慧
第四节    张载思想的核心价值
第五节    宋明理学的得失
第六节    王船山哲学的基本精神
第七节    儒家学说与中国的现代化
第五章    道
第一节    老子的道
第二节    庄子的心灵境界
第三节    道家生存观
第四节    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
后记    说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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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学传统》

精彩短评

1、用马克思解读中国国学的书。。感觉被作者名气骗了
2、"人学"部分有点意思。所以，老子的辩证法思想特点，最终得出的是“不盈”=“柔弱”？？
3、把“自强不息”作为中国文化的精神实质，体现了作者的与时俱进的传统。本书实际上是张岱年
的观点，由弟子整理而成，通俗而简洁，代表着中国国家的声音，相当于“大雅”中的正声，少了于
丹式的鸡汤式国学的胡乱阐发，了解当代中国，本书是最权威性的学术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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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学传统》

精彩书评

1、《中国国学传统》：国学不仅事关国家民族，更事关个人灵魂《中国国学传统》是中国国学大师
张岱年的一本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最近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据介绍，这本书实际上是张岱
年与他的弟子合作的产物，正像《论语》是孔子的弟子对老师的学术思想的一次记录与阐发一样。可
以想象，当时写作此书时张岱年教授已经七十多岁，在这样的年龄段，要用比较浅显而简洁的语言，
把他一生对国学的基本理解与判断化成一本人人可以读懂的书的文字，这项工作，由他的弟子按照老
师的耳提面命，扩展推演，沉淀成文，已经足够支撑起这本书的品质与内质了。国学热，在中国经受
过一个几乎可以称着令人目瞪口呆的逆转式的曲线。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掀起了一
股文化热，这股文化热至今仍然使一些学者对八十年代的思潮撞击保持着一种如醉如痴的迷恋，觉得
那个时代是文化感觉最为美好、熨贴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文化加盟与建设者，可以说，在三十多年
后，仍然是中国当代文化的核心与中坚力量。像莫言当时积极参与的“寻根”文学热，可以说就是对
中国文化的一次深入追索与自觉探讨。但是，“寻根文学”思潮更多地是对中国文化中的丑陋与黑暗
的部分进行夸大与揭橥，一时间这种光怪陆离的解剖中国文化的思潮裹胁了八十年代的文化基调，终
于在八十年代末放大到一种政治层面，以一种刺痛的方式表现出来。可以看出，对中国文化丑陋一面
的过度渲染，只能达到一种渲泄的目的，并不有助于中国社会渴求的崛起与复兴的内在基调与隐性诉
求。重新审视中国文化，在紧接着的九十年代便成为与上一个时间段截然不同的文化追求。正是在这
个时候，国学时来运转般地洗白了在八十年代污点重重的身份，而一跃成为社会广泛追捧与热议的显
学，中华文化的正面价值得到了众口一词的护佑与嘉誉。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会出现这样的一种逆转
？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认定，一直与政治层面上的需求是同声相应的。正所谓，所
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一样，传统文化也是出于现代精神慰藉的需要而不断进行包装、解读与抬升的。
八十年代的对中国传统文化弃若弊履的批判，我们都知道，与当时的政治思潮密切相关，但是，如此
对中国文化之根的弃绝所产生的严重后果，很快使国人得到了一个幡然醒悟的警醒，因为实际上，中
国文化并不是那种通体丑陋、丑恶、必欲弃之而后快的模式。就像寻根文学里的代表韩少功在《爸爸
爸》里将中国文化隐寓成一个弱智者一样，虽然能够达到一种愤怒的倾诉，但却很难让人去解释为什
么中国文化能够渡尽劫波，顽强生存，依然在世界上绽放出自身的明媚色彩。莫言的文学里，用舶来
的一套感觉系统，对情欲的想象诉诸于各种色彩与感觉带来了中国文学的一种全新的气魄，但是，这
种文化里包含着的破坏意义要大于它的建设成份。这都意味着对中国文化的传统与道德的批判，并不
能解决人们寻求精神支撑的困惑，再由此而生发，更无法解决一个时代激活中国人的现实生存的精神
信仰问题。在这样的形势下，就必须找出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够阐明它数千年不败而依然充满着现实活
力的原因。我们看到，张岱年教授的思想与理论，无疑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了自己的深刻的把握与了
解。《中国国学传统》一书的可贵之处，既没有把中国文化捧上天，让国学带上了宗教的包治百病、
疗愈心疾的灵丹妙药功能，也没有把中国文化贬损到一无是处，消极地夸大它的内在缺损。张岱年教
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是理智的，温润的，中性的，既点明了中华文化的优点，又指出它的不足。
而在他的阐述中，我们发现，他始终从纵横比较的手段入手，来进行中国文化的透视与解析。首先，
我们看到，作者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比较，通过把国学置于世界大格局的范围内讨论优
劣，体现了作者学贯中西的深厚学养，也能够更明晰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价值与意义。比
如作者多次在书中说，中国文化强调精神方面，而“西方很注重力量”（P23），提到董仲舒“必仁
且智”的观点，“与罗素的思想是相通的”（P25）。其次，作者将中国文化放在历史的纵轴线上进
行比较。作者在比较中国文化各家流派的时候，基本是按照时间顺序逐一介绍儒家、墨家、道家、法
家等中国文化的主要流派的各自观点的异同与兴衰背景，让我们没有经受过中国传统教育的当代中国
人能够在眼花缭乱的中国传统文化面前廓清迷雾，看清各个学说与流派之间的观点的锋芒，有助于我
们能够速成地介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峰回路转之中。可以说，作者把他的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的体
悟，浓缩成了最精练的文字，以提纲挈领的样式，哺喂给我们这类对中国传统文化严重营养缺乏的国
人。比如，作者这样的判断，“孔子是中国伦理学说的最大宗师，老子是中国自然哲学的最大宗师”
（P92），一下子便把中国文化的错综复杂的脉线给厘清了条理，只要我们顺着作者给出的方向指引
，我们很快能够步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迷人的殿堂。这要比那些在电视及报告会上侃侃而谈而最终却
让人不得要领的所谓宣讲师对国学的阐述，要通透与明晰得多，也杜绝了许多哗众取宠的虚妄。再次
，作者将中国文化放置在当下中国的现实情境中去进行比较与阐发。作者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之时，始

Page 6



《中国国学传统》

终有一个落脚点，是瞄准与针对中国的当下现实，力求把传统文化的价值意义定位在现实的取向之中
。这是相当的重要的。因为中国文化历经磨难而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一定意味着这一文化有着内
在的价值与精骛八极的活力。包括，我们中国传统文化总是在处于岌岌可危的关头能够勇敢地进行自
我反思、扬弃劣质、完善更新，继续以自己的精髓的力量，鼓舞着这一文化的主要载体——中华民族
，一定说明着这一文化的巨大的涵容力与修复力。张岱年教授正是在这一高瞻远瞩的基础之上，作出
了他的对中国文化的新的观察与把握。这就是在书中，作者高标明义地把“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作为中国的民族精神。作者这一归纳，能够圆顺地说明中国文化能够走到今天这一个处境所在的幕
后原因，同时，也能够支撑起中国人继续自己的发展之路背后的精神需求。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
张教授身为中国最高等学府中的一名学者，他对中国文化的解读，必定要带着中国的主流社会的核心
观念的阐述之职，这使得张教授的中国文化的解读具备了更广泛的国家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张教
授的书还代表了中国当今社会最接近中国主流价值观的表述方式，要理解中国的文化走向与现实立场
，张岱年教授的书无疑是最贴近与最到位的。值得注意的是，张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并不是
之前一些哲学家的公论的定见，明白这一点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张教授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或者深入
一步答案就是他按照当下中国的价值需求执着地选中了传统文化中最为今天所需要的一种精神。我们
不妨随便地找一本书，我拿了一本朱自清先生所著的《经典常谈》，这也是一本普及式的对国学进行
介绍的常识性读本，在书中，朱自清先生对儒学创始人孔子的学说归纳为“孔子的政治学说，是‘正
名主义’。⋯⋯正定名分，社会的秩序，封建的阶级便会恢复的，他是给封建制度找了一个理论的根
据”。（《经典常谈》，云南人民出版社，P110）。可以看出，朱自清先生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那个
时间段里，并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里读到张岱年教授看到的东西。而富有意味的是，朱自清对中国文
化的归纳的特点，恰恰在张岱年的另一处表述中，是作为缺点而呈现出来的，张先生写道：“儒家一
个严重的缺点，即承认上下贵贱的等级区分是合理的。⋯⋯这是儒学受到历代专制帝王尊崇的原因之
一。”（P65）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张教授把儒学的负面效应，移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所在
，而另外抽取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民族精神的冠名，这种选择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选
择，也是一种历史的走向。因为中国的当代现实，恰恰应证了中国文化中这种力量的所向披靡。作为
一名中国人，我们了解国学的目的，其实是为了更好地了解自己。中国文化的根，就隐藏着中国文化
之中。而我们自身的性格优势与缺陷，都身不由己地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与界定。了解我们自己，必
须到中国文化里去寻找来龙去脉。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寻根热”是中国人对自己精神命脉的一次
自觉寻访，它是一个潮讯，呼啸而去，但它的余音却激活了我们持续的中国文化热。张先生的《中国
国学传统》代表着国家的正声，相当于《诗经》中的大雅的段位，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我们的血脉与来
源，同样，也可以助力我们的前行的支撑与动力。正如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一样，这一本中国传统文化
的阐述之书，也值得我们时常捧读在手，从中去镜鉴自己，去照亮未来。
2、张岱年先生是从中国哲学的角度研究国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国哲学大纲》等一系列论著对中
国哲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进行了梳理，成就早已为广大学术工作者及社会所普遍认可，特别是在
改革开放之后，张岱年积极支持各种文化活动，发表见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国
文化在那个时期的声音。全书分为“人”、“文”、“智”、“儒”、“道”五个相互独立又有所关
联的章节，前三者的关键词分别是人格、文化与智慧，后面两者是影响中国人生活至为深远的儒家与
道家。以国学典籍为基础，介绍了国学传统也就是中国文化书面叙事的主要部分的基本情况，立论严
谨，论述周到，不仅介绍了中国哲学的主要精髓，而且论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儒家的道德
与道家的境界在这里共相辩难，过去的曲折经验与现在的教诫启发迭相展现。这是一本国学传统的导
览手册。本书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古典哲学的人学思想。中国文化重视人格尊严几乎是众所周知的
事情，即使反对者认为儒家的道德要求存在着过于沉重的精神负担，但也不会否认这种传统历史地形
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本属性。如果说中国文化不是与人隔绝的，而是活生生的人格见证，那么中国
古典哲学作为一种多少需要生命体证的哲学形态，也可以说是属于人的，而不是神的，不是属于物的
，人不是人类自身创造出来的任何工具的奴隶。“中国古典哲学的大部分思想学说是讨论关于人的问
题的，称之为人学思想，确实具有充足理由。”张岱年肯定地指出，中国古典哲学对于人的价值，有
着非常深入的讨论。但是，并没有脱离哲学史的基本事实，立论产生于古典哲学文本的直接表述之中
。张岱年正确地认识到，“古与今、中与西之间，当然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但是也有相近或相通之处
。我们并无意认为所有新的观念都是古已有之。”反观现今人们陷入古今中西的漩涡之中无所适从，
这一认识仍然有着积极的价值。道理诚难一口说尽，但又没有丝毫隐秘地向所有人敞开着，事物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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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学传统》

以然之理就在这种无尽的探寻之中化为语言的所有物，成为人类文化的积淀。中国哲学历来比较重视
不同人格的区分，孔子认为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而他的学生没有一个能做到“中行”。在这里
，孔子是把“中行”界定在比较高的等级之上的，人们要么重视内省，要么趋于外在，超越这种先天
的局限是困难的，但也是真实存在的可能性，孔子把“圣”界定为最高的人格。在本书中，张岱年具
体运用了融会贯通的方法，在人格类型的问题上，也应该全面地认识。“人要爱人，但如没有知识，
反而会害人；如只有智慧，而没有爱人之心，也没有价值。”（页25）对智慧与力量都加以足够的重
视，意志与理性应相辅相成，伦理关系与人格独立在早期儒家的统一性。并且，在某些论点上超越了
孔子、孟子等古代哲学家。相比于古代士人最为推崇的道德境界，张岱年一方面持赞成态度，另一方
面也对颜回的早亡提出反思：“颜回只活了三十二岁，我想这与他的营养不好很有关系。现在有的知
识分子四五十岁就死了，就是因为营养不够。一个人要有精神境界，但也要有物质基础。”（页24）
这样的全面分析在今天仍然有其价值。本书解释了诸多对于中国文化的误解。对于殷周以前中华民族
的悠久历史，持充分的肯定态度。有人认为儒家是压抑人性的，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存天理，去人欲
”观点，并不代表否定人们的一切生存欲望，但同时也提出了宋明理学对物质生活的提高不够重视的
问题。有观点认为理学是“阳儒阴释”，实属“诬枉之词”：受到佛家和道家影响并不等于根本宗旨
相同（页100）。近现代以来，人们往往把民族出现的各种问题归结为文化的问题，又把文化的问题笼
统地归因于儒家的问题。张岱年在本书中，总结了中国文化的特征和基本规律，而特别注重于辨析长
期流传的各种误解，如中庸的含义、儒家与专制主义的关系，等等。本书总结了中国哲学的基本内容
。根据现存资料，中国古代哲学萌芽于殷周之际，西周初年写成的《洪范》，是较早的哲学作品。在
之后数千年的发展演变之中，出现了众多哲学家，形成了一系列哲学派别，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集中
地体现了各自的主张。这些内容需要我们发扬批判继承的精神，在此不必赘论。张岱年对中国传统的
思维方式也进行了必要的反思，认识到中国传统虽然也有慎思明辨的精神，但比较而言“不重视分析
，这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一个严重缺点。”（页233）甚至有的学说提倡超脱抽象思维，直接诉诸直
觉。张岱年认为这不是科学研究的基础方法，直觉只是在观察和思考之上的必要补充。另一方面，有
的观点认为“天人合一”就是天人不分，是人与自然无法区分的原始意识。张岱年指出，“天人合一
”是在正确地区分了天人关系之后的统一，是“认识上的否定之否定”。（页233）这是完全正确的。
本书分析了儒家思想的历史功绩及其缺失。孔子继往开来的地位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总结了上古
时代的文化思想；其二，开创了文化发展暨私人讲学的新局面。相比于过去那些脱离坚固史实支持的
对孔子的神化，和把孔子划为顽固保守的倾向，张岱年说：“孔子一生的活动也是企图以其道易天下
，企图改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这种活动固然不是革命的活动，而可谓一种移风易俗、建
立理想秩序的活动。”（页245）这样，就给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乃至于更大层面的中国传统文
化更为恰切也更符合时代需要的准确定位。本书界定了道家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中的独特地位。儒家与
道家都是中国历史上流传久远的思想学说，儒家正统化之后在社会政治领域具有支配地位，但也不可
避免地被封建专制主义歪曲和利用的情况，道家思想的超越性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提供了另一种选择。
道家肯定了个人的重要，老子和庄子都包含了部分批判的精神，“道家在哲学上达到了理论思维的高
度水平，至今仍是值得赞扬的。”（页352）《中国国学传统》的字里行间也透露出20世纪与21世纪之
交作为转折点的特征。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思潮逐渐本土化，并且成为思想意识领域
的基础工作语言对已有的文化传统进行定位、评判；另一方面，各种西方新的思想浪潮不断涌入，使
得人们的观念日益更新，不断地开拓了认识的边界。在这两个方面的影响下，中国文化不断地被重新
认识，各种不同的立场日益显现了。张岱年再三指出，对于中国文化不应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一味地
反对；同时，对于传统文化之中的糟粕，比如封建专制、反动落后、消极愚昧、虚无主义的内容，也
应主要采取批判的态度。近代以来，受到世事的影响，文化自卑和文化自满的情绪非常普遍，而且引
发了非常多的事件，那些事件背后无疑都有文化的因素在内。“民族自大狂是应该反对的，同时民族
自卑心也是应该努力克服的，”从本质上说，自卑与自大无疑都是缺乏正确的自我认识引起的，因此
，中国文化缺乏对自身的反省，导致了在虚假的认同与反叛之间徘徊。国学包含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
，其中既有进步的精华需要我们继承和发扬，也包含了腐朽的糟粕需要我们摒弃并杜绝。诚然，今天
的人们没有必要事事向古人学习，但是，对国学的研究以及理解却是我们认识自己的必要步骤。如果
鼓吹反传统的论者对于传统没有真正的研究，那么其所反对的可能只是自己臆想的“传统”而已。“
同时反传统者也正是继承了一部分传统。”那些反传统的论点其实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出现过了。而
国学传统使中国文化脱离原始公社制的努力却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思想认识永远在发展之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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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现在当然没有必要认同张岱年这一辈人的所有见解，但他们走过的道路所指示的方向仍然具有效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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