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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研讨的是中国最博大、*魅力的“气”的宇宙观、“气”的科学和“气”的人文价值
。
  于民教授紧紧把握住中西思维的根本不同，准确地将通往气的思维称作“身心实践的
认识方式”，阐明气的感受和概念来自主体向内的反观体验，即天人合一的深层践行，
而与西方着重向外观察和实验的认识方式相并立。他的贡献更在于通过大胆而翔实的论
证，明白确立中国对气的认识偏向使用右脑为“体验科学”，西方对物质的认识偏向使
用左脑为“实验科学”，二者是平行互补的两种科学，两种文化。而且正是由于思维方
式的不同，中西方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对人类的进步和命运各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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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从“气”的宇宙观是否“科学”谈到两种科学的产生
  为什么走中西文化的互补之路才能挽救当前人类面临的社会与生存危机？这就不能不
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谈起。如果二者相同或均无所偏，又何谈互补？
  与中国重德重和为核心的心性文化不同，西方则是以重智重分为基础的物质文化。前
者缺乏的是智与分，后者缺乏的是德与和。
  而中西文化之所以不同而各有所重，则来自不同的科学探索。即中国的心性文化来自
它独特的身心实践的“气”的体验科学，西方发达的物质文化则来自人类所共有的物质
生产实践的实验科学。
  明源以知流，只有认清了实验科学与体验科学产生与发展的不同，特别是“气”的体
验科学形成的特殊性，和实验科学于现当代“由实入虚”的发展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
两种科学由过去的对立到今日走向互补，那人们对两种思维文化由对立走向相互吸收，
以及只有吸取东方心性文化的营养才能挽救现代西方物质文化发展给人类带来的严重危
机，也就自然看得清晰了。
  否则，如果连中国身心实践的认识方式都不承认为科学探索，而将“气”的思想说成
落后、迷信、不科学、伪科学，那还有什么必要进行中西文化之比较，寻找各自的优缺
点？又何谈只有中国重德重和的心性文化才能对西方物质文化中的缺“德”少“和”进
行补充，以挽救当今人类面临的种种危机？
  为此，在本书的写作中，我们就将两种科学的产生作为首章，随后再对中西思维的不
同进行深入地比较，最终论述两种科学、两种思维文化的由对立到互补相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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