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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阅读传统文化的书籍时，
我们在阅读着什么,又如何阅读？这
是一个问题。就像人们即将探寻幽
暗的密林；或者风帆升起，准备驶入
深邃的水域；或者背起包裹，迈步广
袤的大漠。我们必须准备好，要学会
辨明北极星的方位，要保持身体的康
健，学会一些方法，排除外部的干扰，
应对不测事件，保持清醒和冷静，不
迷失，不慌乱，不放弃，最后收获满满
地安全踅回。

《中国文化观念通诠》就是这样
一本关于中国文化的“浩瀚之书”，或
者说，是关于中华民族“三观”的大
书。集体、民族、国家，跟个体一样，
也有着性格和特性的。在很大程度
上，这一部三卷本的恢宏之作，不只
是单纯地从外部构建传统文化的结
构，而试图从内部，从气血上，制造一
个深邃高远的“活物”。更确切地说，
它是以内部的血脉、气韵和骨骼，构
建 一 个 巨 硕 而 灵 动 的“ 东 方 之
龙”——如果中国文化的象征是“龙”
的话，那么，这一部皇皇之作，是想以
语言、思想、史料的共建，打造一个具
有立体的、活生生的特性的东西。也
因此，本书以“通诠”命名，并且在序
言中说得很清楚：（他们）并不想写有
关中国的辞书条目，也不想写中国哲
学的范畴史，更不是通常的文化概念
的解词析义。他们所想做的，是从浩
瀚博大的中国文化中抽绎出一些最
主要的观念——这些观念是中国文
化这座古老大厦的精神构件，是大厦
里面永久住民的生活准则和宇宙观、
人生观，以及栖息方式相连接的伦理
的、礼法的乃至审美的理则。如果对
这座大厦主要构件的观念理则，包括
名称、角色、功能、作用、渊源、流变，
逐一释证清楚，就可以大体认识中国
文化的特性，明了我们中华子孙文化
性格之所从出，以及现在与将来所担
负的应然使命。

《中国文化观念通诠》引导的方
式，是将中国历史文化的“密林”分为
七个部分，这也是全书最有思想价值
的地方，随之给予引导和诠释：第一
分部《天道：本与易》，是对中国文化
观念的推本溯源。第二分部《天人：
使命与信仰》，是对中国文化最核心
的“天人合一”目标，也即“天人之道”
进行论述。第三分部《人伦：纲常伦
理》，核心是儒家道德观念对中国人
的影响。第四分部《为政：致太平》，

重点是论述
中国传统社
会国家治理
和国家政治
生活的诸多
层面。第五
分部《修身：
人格养成》，
可以说是传
统文化的重
中之重，传统
文化治世的
重要的手段
和路径，其实

就是围绕着孔子的
“克己复礼”而展开
的，更注重的是人身
在的修为和成仁，这
也是传统文化的“君
子之道”。比较而
言，这一方式，带有
极强的宗教性，可又
没有宗教的外部力
量。第六分部《问
学：通经致用》，其实
是中国知识人的人
生路径，以学问和道
德的“双修”，去赢得
自我完善，这也是儒
家倡导的路径。第
七分部《人物：生息
与风采》，这一部分，可以说是中国文
化观念系列的一组特殊的景致。本
书将此作为单独一章，可以说是独辟
蹊径，算是对于中国传统社会人的独
立和自由精神的一种倡导。中国传
统社会，儒家的呆板、法家的苛刻过
多地干预了人们的生活，只有崇尚

“无为”的道家，相对具有自由精神，
除此之外，就是人们骨子里藏有的自
由的愿望。探讨中国文化观念的书
籍，能将视角投入到历史人物的“生
息和风采”，也算是匠心独运，或者是
一种别出心裁的提倡吧？

不得不承认的是，一个国家也
好，一个地区也好，传统文化犹如一
个区域的地理地貌地形：有高山、峡
谷、田地、草原、沟壑、村庄、河流、芳
甸、沼泽……在很多时候，我宁愿以
这样的比喻，去形象生动地诠释和理
解诸多文化概念。最重要的是，这本

《中国文化观念通诠》给我们呈上的，
是完整的而不是片面的，是内在的而
不是外部的，是深厚的而不是浅薄
的，是多样的而不是单调的，是逻辑
的而不是概念的，是活的而不是死
的，是理性达观的而不是简单粗暴
的，是温润平和的而不是声嘶力竭
的，是开放式的而不是封闭似的，是
创造性的而不是墨守成规的，是现代
性的前瞻而不是守旧似的自得……
虽然我不完全同意《中国文化观念通
诠》的逻辑分类，也不完全同意其中
的一些判断，不过我还是以为它的类
别是有理由的，是全面的，甚至是别
出心裁的。

文化是人社会活动的产物，跟人
的本质有关，也跟生存状态、地理环
境有关。人性，决定了文化的相同
性、生存状态和地理环境，决定了文
化的差异性。中华传统文化属农耕
文化，中国人对于气候、天气、天象和
四季的敏感和依赖，对于天文地理、
农业规律的掌握程度，是世界上任何
民族难以比拟的。从对天地自然的
崇拜与崇敬出发，中国人尤其重视对
天地自然的祭礼，由祭祀为出发点形
成了一套传统的礼乐制度和规则，进
而发展为主流文化，对社会进行全面
掌控。中国传统文化，在此基础上形
成了一系列软性内容，有统治性质
的，也有生活性质的；有皇权别有用

心的提倡，有士大夫
精神的弘扬，也有世
俗民间以休闲、娱
乐、生活、揶揄为支
流的宣泄。中国文
化，总体上是“儒释
道俗”四位一体，以
儒家文化为官方和
主流，以道与释为缓
和与消解，以世俗的
生存之道和快乐原
则为潜流和补充。

中国文化的基
本精神是什么？诸
多概括为“天人合
一”的和谐精神，奋
发有为的进取精神，

“和而不同”的中庸思想等。中国人
一直从天地和自然中讨生活，敬畏
风、雨、雷、电，也敬畏江、湖、树、石。
中国人对天地自然格外崇敬，专注于

“天地人”的和谐关系，由此形成了尤
为注重道德伦理建树的传统。以我
的看法，维系中国文化延续千年比较
稳定的，其实有三个“道”：礼乐模式
的社会之道、君子模式的人格之道、
中庸模式的行为之道。三个特征，在
设计上是很高妙的，也是考虑很周全
的，可是在实行上，也有变形和扭
曲。这当中“家天下”的自私自利，是
最重要的原因。人一自私，缺乏公平
公正，必定使得存在和观念扭曲，也
会导致一系列阴谋、强权和潜规则。
在这本书中，我看到了同样的论述。
从实质上说，中国文化的官方和主
流，也即儒家思想，本质是高举道德
大旗的世俗人文主义。虽然有“道”
的感知，却没有进一步深入，把“道”
形而上化，只是以“道”回归，重在建
设日常生活的“人伦日用”，随之赋予
后者以意义。这一点，有好的一面，
也有不好的一面：好的一面在于，避
免了坠入形而上的玄学，避免极端行
为引起的恶果；不好的一面在于，它
一直缺乏深入，缺乏探究，缺少深入
而理性的思想基础，以至于行为和准
则难以依托，无法长高长大。

不可否认的是，传统中国的诸多
特点，背后的滥觞，就是政治制度。
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家天下”制度，影
响和压迫了包括社会、文化、商业、国
民性格等一切领域。这一点，是应引
起警觉，也是回避不了的。中国的地
理环境和社会环境，形成了中国文明
有文化的特性和特征。最初的中国
人，生长于黄河流域，水深土厚，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春种秋收，按部就
班，生活实实在在，人生实实在在，难
得有不确定的神秘性。地理环境和
相应的文化传统，也造就了东西方文
化的诸多不同：希腊智者思考的，是
人和物的关系，也难怪西方自然科学
相对发达。印度智者关注的，是人与
神的关系，这让那一片土地上的人，
特别具有宗教精神和传统。至于中
国智者，一直思考人和人之间的关
系，注重社会而不是宇宙，关注人伦
日用而不是地狱天堂，倾重人的今生

而不是来世。
一个地方的思想、哲学、文化、艺

术，与环境的关系就像孩子的成长一
样：有什么样的家庭，就有什么样的
孩子；有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也就有
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

从而立之年起，我就对中国传统
文化感兴趣，一直在浩瀚如烟般的书
籍中寻找着某种路径，捕捉和感觉一
种熟悉而陌生的气息，努力在诘屈聱
牙的字里行间寻觅活泼而康健的灵
魂。我看过诸多无用的书，也看过无
数烂书，对于我来说，那些真正给人
以指引，让人明智慧、知进退、晓玄
理、通鬼神的书籍，是少之又少。在
这种情况下，这本《中国文化观念通
诠》尤让我惊喜。当然，以我的浅见，
也会觉得有一些不足：比如各章节之
间的不均衡；全书稍缺的，是一种高
屋建瓴的提炼、说明和批判。第七分
部对于人物“生息和风采”有些流于
表面。在很多时候，中国知识人努力
追寻的狂狷和隐逸，只能构成反叛、
逃避，以及对个体自由的向往。单纯
地依靠狂狷和隐逸，显然导引不出深
刻的理性和逻辑，继而难以导引出在
此之上的科学探索以及解决问题的
措施；也难以此为渡，步入公平正义，
以及理性科学占据主流的现代社
会。等等。最重要的是，人也好，文
化也好，若要达到真正的自知和内
省，必须借助于“镜子”，借助于外部
的观照。当然，本书的初衷，只是提
供翔实的资料，至于结论，以及深入
的探寻，只能建立在此基础上——也
许，这需要另外一种方式和视角。

传统文化像烟波浩渺处闪烁的
篝火，虽然明明灭灭，不过一眼望去，
还是可以凭借人类沉淀的智慧判定
为三类：一是曾经制度化的那一类，
化为威权纲要，对中国人生活和思想
造成的影响。二是倾向于常识，渗入
社会生活，给人们日常生活和行为以
影响的东西。第三，就是价值观，以
儒释道提倡的方式影响社会和人的
思想，以及世俗和实用“厚黑学”为无
形因素影响人心的潜在的力量。这
些思想、主义和观念的存在，就像荒
野之中，不仅有大树、小树、灌木、草
丛，还会有雪山和沼地一样，要辨明
方向，清醒自知，进退自如，不被迷
惑，不仅要了解明处，也要了解暗
处。好在这本《中国文化观念通诠》
是如此全面、清醒、理性，它以厚实而
翔实的史料，以深刻而明澈的论述，
将传统文化的精髓曝露于眼前。这
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极有价值的。在
它里面，你可以感受到先哲们的气
息、思想的力量、文化的脉络，以及大
大小小、弯弯直直的内在路径。有这
本书在手，仿佛握有一张华夏大地的

“行走指南”，让我们不再对密林和沟
壑心存紧张和害怕。总而言之，这是
一本好书，我们可以怀抱着它，行走
在历史与文化的山荫道上，感受日月
星辰、蓝天白云、清风拂面、渔舟唱
晚，这是一种建立在文化意义之上的
生存与生活的美好。

我们应该如何出入文化的“密林”
——《中国文化观念通诠》读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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