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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和学——中华文化复兴与元理论创新
文/朱其
（中国当代艺术著名艺评家、国家画院理论部研究员）
刘浩锋的《和学——中华文化复兴宇宙科学》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它体现了中华文化
复兴的元理论创新。
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华民族在危亡之际吸收了西方文化，从最初的机械和军事文明，到
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直至对哲学、逻辑学、科学和艺术等一切学科的吸收。从启蒙
文化、工业文明到革命思想，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被视为一种普适性的先进文化。
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的一切思想被纳入“救亡”框架。这一框架在民族危亡之际是一种
临时性的工具主义哲学，即鲁迅所谓的“拿来主义”。临时性的“拿来”是一个中国近
代内忧外患必经的历史阶段，随着中国的崛起，“救亡”为中华复兴所取代，而民族复
兴的前提是文化复兴。在这个意义上，中华的文化复兴的前提是需要在哲学或思想上建
构元理论。 和学——中华文化复兴与元理论创新 文/朱其
（中国当代艺术著名艺评家、国家画院理论部研究员） 刘浩锋的《和学——中华文化复
兴宇宙科学》是一部开创性的著作，它体现了中华文化复兴的元理论创新。 从五四运动
以来，中华民族在危亡之际吸收了西方文化，从最初的机械和军事文明，到政治、经济
和教育制度，直至对哲学、逻辑学、科学和艺术等一切学科的吸收。从启蒙文化、工业
文明到革命思想，西方社会的现代性被视为一种普适性的先进文化。 一百多年以来，中
国的一切思想被纳入“救亡”框架。这一框架在民族危亡之际是一种临时性的工具主义
哲学，即鲁迅所谓的“拿来主义”。临时性的“拿来”是一个中国近代内忧外患必经的
历史阶段，随着中国的崛起，“救亡”为中华复兴所取代，而民族复兴的前提是文化复
兴。在这个意义上，中华的文化复兴的前提是需要在哲学或思想上建构元理论。 在过去
一个世纪，中国的制度实践或理论是一种拼贴式的理论结构，在语言和哲学上是缺乏内
在统一的文脉。五四以后的白话文几经变迁，虽进入逐渐成熟的状态，但离真正成熟的
现代汉语仍有一段距离，语言上也尚未真正融合传统的语言精髓。现代理论亦是如此，
在基本的哲学框架和方法论上未能将西方的理论形式真正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打通，要么
是中体西用，要么是西体中用。 五四以后的中国现代思想既缺乏一种从中国传统出发的
主体性，又缺失一种汉语传统生长出的现代形式。历史上中国经历了两次对外文化的重
要吸收，一次是东汉后佛教的进入，中国以儒道将佛教消化为自己的文化；明代晚期至
今，西方从基督教至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无论是哲学结构和语言形
式上，中国的现代思想不完全是从传统中生长出来的。 中国的现代思想体系不可能重新
回到一百年前重新开始，它只能在整合中西哲学和再造汉语的基础上重构一个“复兴时
期”的元理论。刘浩锋就是这样一位在暗夜中行走的实践者。从公民社会的建设到学术
研究，刘浩锋以旺盛的精力构建他自己的“和学”理论，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他的以“
和学”命名的元理论浑成体系。 刘浩锋从中国传统的天道观中建构起一个天道数理逻辑
的核心理论，再以这个理论核心探讨伦理、政治、经济、美学和公民科学等学科领域。
在整体上，刘浩锋的理论建构是建立在对中西方文化的重新评估的基础上的。这一代学
人是五四以来对中西方知识把握最全面、系统的一代，他们的知识结构超越前几代人，
这不仅体现在纯粹知识上，也体现在中国这一百多年的现代化经验上，使得这一代人有



可能真正站在世界视野和中国的历史经验的肩膀上，对中国的现代化和文化复兴做出哲
学概括，并使用优化的现代汉语表述与中国传统内在一致的现代思想。 熊十力在五十年
代初曾写信给郭沫若讨论筹建中国社会科学哲学研究所，他当时就提出中国哲学是超越
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之分的，哲学所的工作重点应致力于在中国哲学范畴的基础上建构
中国现代哲学。经过文革十年等意识形态的历史停滞期，刘浩锋这一代人真正身体力行
的实践这一理想。 当然，重新建构中国文化复兴的元理论，不等于退回到十九世纪以前
重新推演哲学。新的文化元理论是在中国哲学和美学的基础上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成就
，刘浩锋的“和学”理论体现了他广博的知识结构，对古今中外的哲学、逻辑、政治、
经济、美学和艺术进行了系统评估，在立足中国传统的基础上，他也吸收兼容了西方哲
学的方法论和思想史问题。 从晚明基督教进入中国至今，这是中国继佛教之后第二次吸
收一个强大的外来文化，这个进程远未结束，并尚未达到理想的消化状态。刘浩锋的“
和学”理论肯定还存在诸多有待完善的不足之处，但他兴建起的庞大理论构造气息博大
、纵横恣肆，颇具中华复兴的新气象，我作为同道学人深感钦佩、为之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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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浩锋，1975年生，祖籍湘，和学创始人，中国年轻的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作家
、评论家。被文化部《赤子》、《亚洲新闻周刊》誉为中华文化复兴旗手、思想界李敖
。著作有十余部。代表性学术著作《和学：中国文化传承与开新》、《中华文化复兴文
集》引起学界重大反响。
  2010年接受CCTV华人频道采访，正式提出“中华文化复兴掀起世界文艺复兴运动宣
言”，其后文章被三十余家*与各省门户网站转载热捧，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影响；
2011年，提出学术范式革命，根本意义上颠覆了西方形式逻辑主导的学术范式，引起广
泛影响；
2013年撰文批判茅于轼的经济学悖论，提出“率极均衡原理”。
2014年6月，发文批判电影《归来》引起全国性轰动，被美国之音、法国广播电台等国际
媒体报道，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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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论

刘浩锋的天道美学及其绘画，即是一个重启文艺复兴的开拓性探索。他重拾了中国的文
人传统，不仅是一个贯通哲学、逻辑学、艺术学、文学的通才，同时又是一位作家、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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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画家。近年，他从中国传统中吸取了哲学精神，创建了天道辩证逻辑学，试图超越
西方二元化的形式逻辑，并将天道辩证逻辑运用于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人类学、
美学、佛学、伦理学等十个学科。”“《和学——中华文化复兴宇宙科学》是一部开创
性的著作，它体现了中华文化复兴的元理论创新”
“刘浩锋从中国传统的天道观中建构起一个天道数理逻辑的核心理论，再以这个理论核
心探讨伦理、政治、经济、美学和公民科学等学科领域。在整体上，刘浩锋的理论建构
是建立在对中西方文化的重新评估的基础上的。这一代学人是五四以来对中西方知识把
握最全面、系统的一代，他们的知识结构超越前几代人，这不仅体现在纯粹知识上，也
体现在中国这一百多年的现代化经验上，使得这一代人有可能真正站在世界视野和中国
的历史经验的肩膀上，对中国的现代化和文化复兴做出哲学概括，并使用优化的现代汉
语表述与中国传统内在一致的现代思想。”——当代艺术著名艺评家、艺术地图主编朱
其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文化要实施解救，把人类逐步从自身、社会及自然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在乎文化的不断
融合创新。文化复兴是对人类安身立命之根本的重新探索和获取，是对精神生命的溯源
与重光。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自近代梁启超的东方文化派开始至今历百余年，我认为：其精神实质
与价值目标已经逐渐上升到：关于提升全人类灵魂全面觉悟的运动。真理是存在于普遍
性之中的。灵魂觉悟就是性灵之道与社会、自然宇宙之道的辩证统一，实现天人合一。
因此，如何在改造世界之前，首先从根本上改造我们自己的思维与心灵精神？这是一场
关乎人类幸福的运动，它受神圣的痛苦所驱使。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如果一直坚持己
见，在逻辑与认识上无所创新突破，那么人类面临的是更大乃至毁灭的困窘。要创造新
时代，需要人有一种新的理解力。需要人们普遍尊重、社会宽容新的理解与文化，此乃
人类进步的前提与基础。
西方文化自从亚里斯多德开创形式逻辑之后，人们普遍深陷在这种片面僵硬思维所编织
的事物假象之中中毒太深广。思维与逻辑推理与宇宙客观运行事物相违背，价值认识陷
入逐恶行私片面之中，从而不断制造偏执的畸形事物与文化文明，所谓互斗倾轧的西方
自由民主宪政将人类引入了丛林迷途。
欧美西方世界陷入逐恶行私的片面思维逻辑中在道德上的溃败，深刻的侵蚀世界人民的
神经。相反，中华文化从来就是一种拯治世道人心，教导人人成圣的圣人文化，将人类
引导入利人利己的互爱仁爱、乃至大爱，实现人与人、社会、自然宇宙均衡圆满运行良
性循环，将以“道德教化世界，道德取信世界，道德赢得世界”。
中华文化复兴就是实现中华本源文化的现代化与全球化。中华文化追本溯源直指天道。
所谓天道阴阳化生宇宙，即包含了此岸与彼岸、心与物、逻辑形式与思维的一切关系，
其不仅得到量子力学与天体物理非常确凿的实证，也得到数学的证明，即一切数的正反
相加为0，更是得到中世纪逻辑学家邓斯�司各脱（DunsScotus1266—1308）规则，从矛
盾能够推出一切的证明。从而，天道也即是宇宙最究竟的本体论、方法论、逻辑论、价



值的四者之统一；
由此，人们得依循宇宙天道，首先掌握一种并与之相应的正确的逻辑工具。
天道即太极图轮转模型，代表了中华文化的根本思维与精神。通过重焕中华文化天道智
慧，构建一种符合宇宙客观事物运行的逻辑形式，不仅包融形式数理逻辑系统，也包融
传统辩证逻辑系统，使之这一对辩证关系在更高层面形成圆满的“天道辩证逻辑”。
阴阳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在形式逻辑中出现逻辑矛盾，实质也是辩证矛盾；悖论意味
着排斥矛盾的形式逻辑最后陷入更大的矛盾中，非此即彼本身是一对矛盾，选择一端本
身即是蕴含着辩证逻辑，恰如直线绕地球运动，最后环绕一周构成悖论；由此可见，形
式逻辑蕴藏辩证逻辑，辩证逻辑包含着形式逻辑； 文化要实施解救，把人类逐步从自身
、社会及自然的牢笼中解放出来，在乎文化的不断融合创新。文化复兴是对人类安身立
命之根本的重新探索和获取，是对精神生命的溯源与重光。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自近代梁
启超的东方文化派开始至今历百余年，我认为：其精神实质与价值目标已经逐渐上升到
：关于提升全人类灵魂全面觉悟的运动。真理是存在于普遍性之中的。灵魂觉悟就是性
灵之道与社会、自然宇宙之道的辩证统一，实现天人合一。 因此，如何在改造世界之前
，首先从根本上改造我们自己的思维与心灵精神？这是一场关乎人类幸福的运动，它受
神圣的痛苦所驱使。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如果一直坚持己见，在逻辑与认识上无所创
新突破，那么人类面临的是更大乃至毁灭的困窘。要创造新时代，需要人有一种新的理
解力。需要人们普遍尊重、社会宽容新的理解与文化，此乃人类进步的前提与基础。 西
方文化自从亚里斯多德开创形式逻辑之后，人们普遍深陷在这种片面僵硬思维所编织的
事物假象之中中毒太深广。思维与逻辑推理与宇宙客观运行事物相违背，价值认识陷入
逐恶行私片面之中，从而不断制造偏执的畸形事物与文化文明，所谓互斗倾轧的西方自
由民主宪政将人类引入了丛林迷途。 欧美西方世界陷入逐恶行私的片面思维逻辑中在道
德上的溃败，深刻的侵蚀世界人民的神经。相反，中华文化从来就是一种拯治世道人心
，教导人人成圣的圣人文化，将人类引导入利人利己的互爱仁爱、乃至大爱，实现人与
人、社会、自然宇宙均衡圆满运行良性循环，将以“道德教化世界，道德取信世界，道
德赢得世界”。 中华文化复兴就是实现中华本源文化的现代化与全球化。中华文化追本
溯源直指天道。所谓天道阴阳化生宇宙，即包含了此岸与彼岸、心与物、逻辑形式与思
维的一切关系，其不仅得到量子力学与天体物理非常确凿的实证，也得到数学的证明，
即一切数的正反相加为0，更是得到中世纪逻辑学家邓斯�司各脱（DunsScotus1266—130
8）规则，从矛盾能够推出一切的证明。从而，天道也即是宇宙最究竟的本体论、方法论
、逻辑论、价值的四者之统一；
由此，人们得依循宇宙天道，首先掌握一种并与之相应的正确的逻辑工具。 天道即太极
图轮转模型，代表了中华文化的根本思维与精神。通过重焕中华文化天道智慧，构建一
种符合宇宙客观事物运行的逻辑形式，不仅包融形式数理逻辑系统，也包融传统辩证逻
辑系统，使之这一对辩证关系在更高层面形成圆满的“天道辩证逻辑”。 阴阳之间的关
系，不仅体现在形式逻辑中出现逻辑矛盾，实质也是辩证矛盾；悖论意味着排斥矛盾的
形式逻辑最后陷入更大的矛盾中，非此即彼本身是一对矛盾，选择一端本身即是蕴含着
辩证逻辑，恰如直线绕地球运动，最后环绕一周构成悖论；由此可见，形式逻辑蕴藏辩
证逻辑，辩证逻辑包含着形式逻辑； 归藏易、连山易、周易等数理形式系统，即是遵循
阴阳天道，实现此心沟通宇宙万物万生之心，而进行逻辑运算方式的抽象结构，是灵动
的辩证逻辑结构系统；这证明了中华文化的核心经典是一门宇宙高级生命科学，与西方
的形式科学构成了人类文化整体的辩证关系。不仅西方文艺复兴运动的勃兴与明代郑和



下西洋传播中华文化于世界之因息息相关，西方大师无论黑格尔还是莱布尼茨，其思想
成果都深受此文化的影响。所以，近代百年至今，实质就是东西方文化科学的互补交媾
，必然会导致21世纪中华文化复兴；运用天道辩证逻辑来全面审读古今中外的文化成果
，克正提升西学片面的困境，开创世界新文化，包括它在人类艺术领域的深广建设能力
，才诞生了融合东西文艺的世界艺术形式与世界审美价值的理论成果——“天道美学”
，开创世界文艺复兴运动。 天道文艺学（美学）使得中华文化复兴完成了世界艺术形式
表达与普世价值建构；它指的是在人类数千年以东西方文艺及历史道路的互相辩证运动
过程中，通过近两百年的东西文艺阴阳交媾历史合流，在21世纪初的中国终于实现了西
方艺术形式如油画、音乐、诗歌、建筑、电影、文学等的成功本土化表达及转型，产生
了一批无论从作品形式还是理论、已具有和即将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艺杰出人物。 通过
运用中华天道智慧完成东方艺术从形式以及方法论与审美理论的现代化普世化构建，使
得东方艺术形式与艺术精神完善提升为既是东方也是西方的世界艺术形式与艺术审美； 
运用本土文化天道思维，通过“中华内减法绘画方法论”综合西方油画方法论创作的油
画作品将成为一种普及化的艺术形式。它的不可复制，防止赝品的可贵性，会让很多传
统的西方油画艺术家自觉引用，从而互补创作出更好更圆满的艺术形式。
人类历史是一部开合周行符合宇宙天道循环的辩证运动史，文化艺术也一样。 中国已经
产生了具有世界性影响力的艺术家，艺评界有大批学贯中西的精英群体。但这些艺术生
态，大都停留在东西方绘画元素形式互借的基础上，根本形式与方法论等艺术思维还主
要以西方片面的内容主导着，和中华文化的根本智慧融合的深广度还不够；艺术创作思
维与审美，没有和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物理的、天体的等各个领域，在哲学层面
上的统一。 他们的思维与心灵运动模式的转型完善提升，将使得世界艺术的话语权必由
他们主导，领导世界文艺在全球普世层面的展开，将世界文艺复兴运动推向高潮。 也就
是说，我们这个时代，中华民族已经产生了一大批在艺术作品水平与理论上代表了东西
方文化与文明近代以来碰撞交融从而诞生的属于人类文艺全球整体意义上的世界艺术形
式与普世价值体系建构，使得中华文化复兴与世界文艺复兴的形式有了根本依托的土壤
。促进了全球文化与文明的大转型提升；2010年，东方中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文
化复兴掀起世界文艺复兴运动！ 这说明，从现在开始，文艺界乃及整个思想学术界的精
英群体亟待自觉放弃那种片面崇洋媚外的学术思维与价值模式，大力弘扬中华文化复兴
的诸多杰出成果，让全世界都来了解参与这场全人类的思想解放运动，了解一个五千年
从未中断文化气脉的民族的思想深广度，感受它的文艺形式与理论的全球化产生恢复万
物一体互为亲爱关联的卓越表达力，感受中华文化复兴最为根本的就是给人类乃及宇宙
众生带来心灵的光明，构建和谐世界。 从人类精神脉络中把握“世界文艺复兴” 由于形
式逻辑思维已经深入了西方文化的骨髓，人们思考事物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
当崇尚“自我”对传统理性的颠覆后，自我成了新的上帝。从告别中世纪的上帝，崇尚
文艺复兴时期的理性与现代主义传统，到告别理性与现代主义个人自我崇拜，推崇放弃
“自我”走入支离破碎概念游戏陷入纯粹虚无的后现代主义，恶性轮回一直在西方整个
文化与历史的道路上交替反复并不断扩大运动着，由古希腊诸多圣哲的辩证思维文化主
导光耀的西方大文化生命体不断在时间的长河中逐渐流入完全背离宇宙事物客观运行的
以形式逻辑片面思维主导下的暗淡的文化历史大漩涡。但同时，也意味着西方文化与文
明必然迎来全面的精神复苏，从而回升到远比西方文化源流的辩证思维文化更为圆满光
耀的高级文化与文明状态。 中国自近代以来，中国人在毫无本土文化建设能力的前提下
，对西方文化既无足够批判能力更无完整建设心智，以落后学生的姿态，唯西方是瞻，



全盘接收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价值等为特征的现代主义文化价值的同时，已
经步入了形式逻辑思维导致的西方文化又一个崇尚自我之后的极端性——虚无主义——
制造的全球性文化艺术与经济畸形发展的深渊。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集中将西
方的各种艺术形式与文艺理论思潮如一锅大杂烩溶于一体。当前全球性文艺共态，普遍
受后现代文艺思潮影响导致支离破碎的各种艺术形式，与艺术精神在观念上无限多元乃
至陷入虚无化，从而当代艺术这种肥沃的艺术土壤，正是“世界文艺复兴”的最好历史
时机。而中国的当代艺术刚好契合这个历史机遇，通过中华文化复兴，寻找文化复兴的
世界艺术形式与审美思想，来实现提升人类文艺重构普世价值与道德秩序，为人类文化
与文明转型提升铺就大众化、生活化、普及化之路。 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价值进入美学
领域，形式逻辑思维的推波助澜，导致的是整个文艺美学的衰竭。这种衰竭恰恰是以形
式上的繁荣沸腾作为表相的，可精神生命却是苟延残喘乃至生气毫无。个人与自由的过
度张扬，理性与价值的全面消解等形成了满目不暇的文化艺术盛宴，可同时成就了虚假
的繁荣，更多作品健康精神性生命力的丧失形同垃圾在艺术的舞台当作是珍宝而招摇炫
市，因为艺术家们已经被世俗的艺术潮流卷入其中而难以自拔，他们内心已经丧失了认
知艺术普世价值的知识与思维能力，更不要说还存有满怀憧憬的希冀，这就是栗宪庭笔
下迫切寻求构建艺术普世价值的原因。 然而，大多数艺术批评看客则停留在自身都不知
所云的文字游戏中，依赖学历与资源路径来构筑自身的艺术权威，徒然是自我践踏之余
的经济谋生之道罢了。 无论诗学、文学、音乐、还是建筑与绘画等一切可以和西方文化
接轨的艺术领域，中国学术思想界盲目的沿着近代至今近两百年的文化小学生姿态，继
续对西方后现代思潮不假思索的学习模仿跟进。这些与目共睹的文化艺术惨状，常不乏
有识之士发出哀鸣示警，提出必须进行全方位的批判反省与深情建设；由于不能发现东
方中华文化天道思维与易经数理形式系统作为宇宙性的逻辑工具价值，以致在诗学、文
学、音乐、建筑、绘画领域不乏一些出纳拔萃者在短暂的荣耀之余被后现代文化大潮的
波涛裹挟住，而不能领袖群伦跳出这种历史与现实恶性循环运动形成的数千年黑暗的大
文化漩涡陷阱。

  ⋯⋯ 

显示全部信息

javascript:void(0);


版权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ushupdf.com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