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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云杰五卷本《中国精神通史》开始出版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司马云杰先生撰写的五卷本《中国精神通史》第一卷已于近日由华夏出版社出版。

全书共16章，前8章叙述上古及夏商周三代文化精神发展，讲“源”；后8章叙述晚周子学与文化精神流变，讲“流”。

加中国精神通史“自序”“界说”“体例”等，共75万余字。

该书第一卷是以中国文化历史的三次大开合为构架尺度，写第一次开合的精神史。它发端于伏羲，积蓄于炎黄，大备

于唐虞，经三代而浩荡于天下。这次开合，伏羲、炎黄、唐虞是本原时期，夏商周是中正时期，晚周是逸出时期。孔子讲

政治史，断自尧舜时代，故《尚书》第一篇即是((尧典》，孔子讲文化哲学史，则断自伏羲时代，故《易传》讲包牺氏王天

下，“仰观俯察”云云。故本卷精神史以“六经”为源，以子学为流，深入到远古伏羲及前伏羲时代的纵深文化史，而贯通

于道。材料运用，采取古典文献与文化考古、古代岩画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方法采取形而上学与价值领悟相结合的办法，体

悟圣人之心与圣人之道。凡器物的存在，皆看别人的存在、精神的存在并且将古代圣贤明哲复活，与之对话沟通，理解撰

写其道德精神世界。

该书对中华民族现代复兴作了一个精神的本原性思考。阅读该书，不仅可以使我们懂得中华民族何以为高度的文明民

族，更可以为中华民族于何处安身立命提供性命之理，为解决国家民族的精神问题提供一个精神史的借鉴，亦可为国家民

族现代化发展奠定精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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