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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古人借智慧》

内容概要

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这个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
者就是群众。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
流传下来。现在我们所称谓的“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
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 
——冯友兰（1895-1990）

阅读就是发现可能存在的世界，而这是人所能享受到的最为持久的乐趣！现在我们所称谏的“经典著
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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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古人借智慧》

作者简介

龚鹏程，1956年生人，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博士。曾任淡江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研究所所长、文
学院院长；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南华大学创校校长；佛光大学校长等职。著书四十余种，主编
书刊数百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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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古人借智慧》

书籍目录

PART ONE 经典与现代
何谓“最低国学书目”
从经典借取古人智慧
如何打破固定的思考方式
由经典中了解“理性”
如何阅读经典
PART TWO 经典杂谈
思想篇
《易经》
《论语》
《老子》
《人物志》
《近思录》
《庄子》
《传

Page 4



《向古人借智慧》

媒体关注与评论

　　阅读就是发现可能存在的世界，而这是人所能享受到的最为持久的乐趣！现在我们所称谏的“经
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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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古人借智慧》

编辑推荐

　　本书分为经典与现代、经典杂谈、经典常谈三部分，系统地推荐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丛书，并分
别从思想、文学、宗教、生活、人生哲学、艺术六个方面来进行个性化的解读。本书突破了国内现有
同类图书中，选题多半集中在思想方面的单一局面，也一反常规图书推荐的教条面孔，而是用一种深
入浅出的生动文本向读者推荐了31本中国古代的经典读本。

Page 6



《向古人借智慧》

精彩短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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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古人借智慧》

精彩书评

1、把佛学融入文化历程中，就有了哲学高度，同时没有世俗那么庸散。如果说文化是代代人的苦与
悲乐与甜积淀来的故事，那这智慧就是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建议随时放在案头，你总会读的。把佛
学融入文化历程中，就有了哲学高度，同时没有世俗那么庸散。如果说文化是代代人的苦与悲乐与甜
积淀来的故事，那这智慧就是我们自己的精神世界。建议随时放在案头，你总会读的。
2、最近几本书是混着看的，完全不搭界。 《十年一觉电影梦》里面提到李安在美国默默无闻的那六
年，一起为电影梦奋斗的年轻人，有的熬不住改行了，有的像李安一样，继续写剧本找投资，穷，寂
寞，看不到希望，但是坚持下来的人就成功了。其实，更伟大的是李安的太太，一个女人出去养家，
丈夫煮饭带孩子，搞些看上去没有什么钱途的形而上的东西，他的太太没有甩了这个没用的男人，实
在很了不起。我，也不一定能做到。 他的太太是在实验室做科研的，长得不漂亮，当年李安在大学很
受女孩子欢迎，尤其是漂亮女孩。这样看，他还是蛮会挑老婆的。  其实，还是比较看得懂饮食男女
、喜宴和推手这样很中国味的电影，很遗憾，李安觉得这些不是自己的代表作。这本传记也说明，一
个人要成功，背后要很多的助力，自己，家人，合作伙伴，和那么点说不清道不明的运气。书中的败
笔是传记作家越厨代疱，老喜欢用李安的口吻说些酸溜溜的总结陈词，被噎住了好几次，几乎气得要
丢下书不看了。 很多人都喜欢扮演教育者的角色，这些人多半上了点年纪，总会不失时机以为你好为
名，把自己的经验灌输给你。父母会这样，老师更是如此，也许工作了以后也会遇上，最可怕的是，
如果老婆或老公喜欢对你耳提面命，人生真是太悲惨了。有的老人言中听，有的只会让人倒胃口。人
有时候总会犯贱，偏偏不听前人的教训，就是要对抗地心引力，就是要撞个鱼死网破，像我。 连岳的
专栏之所以可以算是公煲鸡汤，就是他那种不按牌理出牌的黑色幽默。千奇百怪的问题，他的答案是
出乎你的心理预期的好玩，你预料不到他怎么接招，不过几乎每次都能让人笑喷饭。《我是鸡汤》是
关于生活和工作方面的，《我爱问连岳》有关爱情、婚姻这些乱糟糟的事情。后者让我意外的是，原
来我国报纸的尺度这么宽了，同性恋，婚外恋，性生活，这类不登大雅之堂的事情已经可以这样坦荡
荡的你问我答了啊。不过，南方周末和上海一周我都很喜欢看。 最后，归结到《向古人借智慧——如
何阅读中国文化经典》，这本书的精髓大都在序言上，当然正文零星也有些令人脑壳开窍的地方。 它
讲了两个观点，一个是借字，现代社会里人们面临的很多困惑其实和几千年来古人们面对的是一样的
，古人肯定沉淀了应对这些问题的经验教训，让后人借鉴。如中国传统园林当中，就讲究在某个地方
开个窗子，把外面的景致借进来。人在社会当中，也应当顺势而为。二是进退，很多事情并不是非此
即彼，也许有很多种可能性。我往往会给自己这样的选择，要么这样这样，不行的话就那样那样。最
后，终于明白了，要想把人生完完全全的控制在手里，按照自己设计的轨道前行，是不可能的。总是
会有X元素存在，譬如某天突然被调到其他部门了。原以为自己很聪明，在这些X元素面前，不过傻瓜
一个。
3、今天是周末，早上睡到自然醒，后来吃过早餐后再打了过去。按照昨天的计划，今天到曙光路浙
江图书馆办借书证。办证资料填写完，到二楼借阅室准备熟悉一下图书架各类目录，差点在中国文学
史和思想史书架上迷失的方向，本来准备找宋代朱熹的《近思录》仔细研读的，不过始终没有找到；
因为读了龚鹏程著写的《向古人借智慧》，对《近思录》有了第一次的接触，此书是通向四子(郭、程
二兄弟等..)的阶梯，而四子又是通往六经的阶梯，故《近思录》是学习中国古典哲学文化思想的入门
。通往圣人的阶梯。在浩瀚的书架上找了很久，找到了两套自己喜欢的书--敬文的《沧海潮音》、胡
适文集，《沧海潮音》写了敬文老人家人生中的很多散文，从中对他老人家为人、做事、做学问的态
度所折服，被他完善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借着作者的一些观点，认识很多人生做人、做事的新方法，
对于完善个人的人格，也是大有帮助。《沧海潮音》以作者自己的观点，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的一些好
好评论，通过他的评论，有些我们看不懂的古典智慧，也能借着这位老人，朦胧的看到了冰山一棱角
。作者很喜欢俄国大作家托尔斯泰传，为了了解托尔斯泰，我到外国经典书架上找到了托尔斯泰全集
，稍微浏览了一下，第一感觉，托尔斯泰就像中国的鲁迅，托尔斯泰对沙皇旧政府贵族阶级的厌恶，
以及对农奴阶级非常了解，写出的当代社会的现状，敢说真话，真是泰斗啊。傍晚17：00，图书馆关
闭时间，肚子也很饿了，就到图书馆对面麦当劳吃东西。吃过晚饭，沿着曙光路，经过黄龙洞，沿着
石头小道登保椒山，晚上那边的景色蛮不错的，加上今天雾气比较浓，走在石头小道上，凉风徐徐，
无比惬意，心灵非常的平静，很清爽、凉意，非常安静，没有汽车声音，时间在那边停了下来，或是
变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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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这本书很好，对很多中国古代经典有独到见解，看了感觉很受启发，书后面还有附了朱自清的《
经典常谈》，不过还是龚鹏程的这书读来有趣味点，《经典常谈》太像课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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