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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生于杭州!求学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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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考入北京大学

哲学系!后留校任教!先后任北大哲学系暨国学研究院教授#北大宗

教研究院名誉院长#北大学术委员会委员"日常授课外!雅好昆曲#古

琴#茶艺"

主要著作包括 $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温故知新&&&中国哲学

研究论文集%等学术专著'$中国的品格%$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等普

及类图书'点校整理$王弼集校释%$康有为学术著作选%等古籍'主编

或参编$中国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华文明史%$东哲学概论%等教材

类图书"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系民族之根!连通民族之血脉" 中

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最本质的共同记忆!皆蕴含于中华

五千年绵延不绝的传统文化之中"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业已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大战略任务"润物细

无声!让传统文化接通时代#接通人心!媒界与学界责无旁贷"

北京出版社推出的(大家小书)丛书!由名家学者执笔!化繁为

简!深入浅出!引领人们走进中国传统文化"本报特邀(大家小

书)丛书主要策划人之一高立志先生!专访丛书编委之一楼宇

烈先生!梳理中华传统文化之脉络!并对如何理解和普及中华

传统文化提出具体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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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的

根本精神$

楼宇烈著

中华书局出版

定价*

!"

元

本书是一部厚积薄发的

思想力作! 作者六十余年研

究中国哲学
!

融汇古今中

外
!

精研儒释道精华
!

对中

国文化的根本精神给予了富

有创建和启发性的智慧解

读
!

还原了传统文化的本怀!

关于互联网对中国传统

文化的冲击
!

作者认为
!

我

们要更热情" 大胆地去拥抱

自己的传统文化
!

建立起一

种自觉的文化主体意识 #这

样才有可能与其他文化平等

地比较与交流
!

才能清楚"理

性地看到自己文化的不足和

其他文化的长处! 文化自觉

就是要把我们的文化根植到

传统中去!作者自信地预言
"

世界文化的发展有两大趋

势
!

一是东西方都在回归传

统
!

二是向东方文化靠拢!

经典的书是最根本的
&&&访北京大学哲学系楼宇烈教授

!

高立志

%吃人 &礼教 '这个

要翻过来

高立志!楼先生#我以前读过

您的$王弼集校注%#觉得您是研

究道家的! 后来我读研期间又修

过您一年半的佛典选读课!最近#

我发现您谈中国传统文化# 谈的

最多的却是儒家文化# 难怪网上

有人说您是国学达人! 今天很荣

幸# 能再次听您来通达地讲讲传

统文化!

楼宇烈! 中国传统文化是非
常丰富多彩的! 而且一向是多元
包容的"其实!儒释道三家仅是传
统文化中的主体结构" 要展开来
讲!除了其他诸子百家!还包括很
多外来的如伊斯兰文化# 基督教
文化等!它们传入中国!中国也能
够包容#吸收它们!它们都延续不
断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不过!总体
来说! 传统文化的主体还是儒释
道三家"

儒和道是中国本土创立起来
的$佛教是外来的!但这也仅仅从
源头上来讲它是外来的! 因为进
入中国后! 佛教已与中国传统文
化融为一体了" 它影响了中国儒
道文化的发展$ 中国儒道文化同
时也影响了佛教的发展"所以!不
能简单地把佛教看作外来文化"

从现在来讲!它就是中国的文化"

我们讲佛教!就是指中国的佛教!

它与其源头%%%印度佛教已不完
全一样了"

近百年来! 中国受西方文化
的冲击!这西方文化的背后!又是

西方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冲击!

所以中国从鸦片战争以后! 就面
临着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危险
的境地" 中国要极力摆脱这个境
地!因而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首
先!向西方的物质文明学习!希望
物质文明的提高能抵御西方的坚
船利炮!这就是洋务运动"后来又
发现!要物质文明发挥作用!没有
政治制度的保障是不行的" 于是
我们有了两场改革& 一是戊戌变
法!一是辛亥革命" 但是!都没有
达到原来的理想" 戊戌变法基本
上是完全失败$ 辛亥革命虽然推
翻了君主制度! 但民主共和制度
并未完全建立起来" 政治制度的
改革! 直到

#$%$

年才真正完成!

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摆脱
了半殖民地的境遇"

为什么制度改革如此艰难 '

因为制度背后有文化作为一个强
大的基础支撑着"人们追究!是什
么文化支撑了我们这个千年以来
的制度文明'最后无可否认!我们
的制度文化是按照儒家理念来构
建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也
是按照儒家的理念来构建的$我
们日常生活中的言行举止规范!

也是按照儒家理念来规范的" 所
以!在现实生活中!对我们影响最
大#最直接的!就是儒家思想"

新文化运动反思传统文化 !

直接把矛头对准了儒家! 要打倒
孔教#批判礼教!给礼教定性为一
个(吃人)的礼教!儒家就此被彻
底否定"

这是一个历史的进程! 无可
厚非"但一百年过去了!我们应当

重新反思&儒家礼教!通过礼乐的
教化!来构建社会的秩序!来构建
人伦和日常言行举止规范! 还有
没有合理的地方'礼的核心!就是
确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身份!通
过确定身份! 然后让他自己来了
解并认同自己的身份! 然后去履
行这个身份应该尽的责任和义
务"这也就是通常讲的尽伦尽职!

或者叫尽伦尽责"

儒家礼教构建的核心是尽一
个人的责任和义务! 而不是强调
维护个人权利" 人是在尽责任义
务的过程中来达到自己的权利
的"一个社会能有序发展!或者一
个事业#一个单位#一个家庭能有
序发展! 首先要做到每个人都能
认同自己的身份! 而且按照自己
的身份去做自己该做的事" 就这
一点来讲!礼教不能全盘否定"要
维系社会的秩序! 维系人与人之
间关系的和谐!维系家庭的和谐!

维系一个企业#一个国家的和谐!

就需要这样一个礼的教育" 认识

到这一点 !我想 !对儒家思想在
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 就不会是
一个单纯的负面作用 ! 它还有
一个积极维护社会秩序与和谐
的功能 "

传统礼教不是凭空而起的 !

而是按人类的内在关系! 在人与
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基础上来构建
的"这个自然关系!实际上就是中
国文化中的生命观"

世界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
生命观"比如!基督教的生命观主
张一切生命都是一个造物主创造
的$ 每一个事物都是一个独立个
体" 它非常强调个体与个体之间
怎样相互维护自己的权利"所以!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基本上是后
天的契约关系"

为什么我们看西方文化非常
强调个体的独立和自由' 强调个
体权利的保护' 因为它不是通过
一个自然的# 内在的关系来构建
生命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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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宇烈教授近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