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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 《中国传统文化》教学的意义
、

教法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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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军事院校开展 咬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
,

对于提高学员素质
,

进行爱国主 义教育
,

批判地

继承传统文化和提高学员的理论思维能力都是必要的
。

教员要选择好教材
,

讲授的内容要具有连贯性和逻辑性
,

要讲清楚文化思想的现实意义和引导学员进行理论思维
」

军校领导对于文化课程的重要性要有充分认 识
,

提高

这门课的地位
,

还要组织力量编著更好的教材和更好地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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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军校开展 《中国传统文化》教学的

意义

军队院校开设 截中国传统文化》课 的意义
,

可

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

(一 ) 传授文化知识
,

提高学员人文素质

文化史家对 于
“

文化
”

概念早就作过几 乎是
“

无所不包
”

的界定
。

文化学的奠基人
,

英国文化

学家泰勒在 《原始文化》一书中
,

说文化是
“

包括

知识
、

信仰
、

艺术
、

道德
、

法律
、

习俗和任何人作

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

体
。 ”

前苏联哲学家罗森塔尔
·

尤金在其所编 《哲学

小辞典》中
,

更是将文化区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类
,

狭义的文化是
“

历史上一定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

基础上发生 和发 展的社会精神生活形 式的总和
。 ”

而广义的文化则是
“

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创造

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 ”

可见
,

文化是包

括一切人类精神财富
,

也包括一切物质活动在内的

整体
。

任何一部 《中国传统文化》著作或教材
,

虽然

可能在精神文化方面或物质文化方面有所偏重
,

但

基本上都有较之任何专门学科的著作或教材更广泛

的知识容量
。

通过学习 《中国传统文化》
,

学员可

以学到基本的文化知识
,

对 中国历史
、

文学
、

哲

学
、

艺术甚至自然科
一

学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
。

这对

于改善他们的知识结构
,

培养他们的精神
、

道德
、

理想
、

情操和提高他们的人文素质都是非常必要也

非常有益的
。

(二 ) 增强民族 自豪感
,

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从未 中断地延续了数千

年文化传统的国家
。

中国有五十多个民族
,

这些民

族尽管在 历史起源
、

生活地域等方面存在很大差

异
,

但都被中华民族文化所统一
,

并且
,

任何外来

文化
,

都只能融合到中华文化的洪流之中
,

而不能

喧宾夺主
。

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有其突出的魅力和

强大的凝聚力
。

中国文化的优长正被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所重

视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 ‘

文明史观
”

的代表人物

汤因比认为
“

中国模式
”

和
“

希腊模式
”

这两种模

式是理解人类文明的关键
,

他用中国的太极 阴阳学

说来解说自己的文明理论以及世界上的文明与历史

进程
,

认为文明起源
、

生长和衰亡是阴与阳
、

动与

静变化的结果
「
’) 。

自从英国学者李约瑟对中国科技文化作了相当

高的评价以来
,

世界上的不少科学家和人文学者对

中国文化的评价也相当高
。

英国科学家罗伯特
·

坦

普尔说现代世界
“

赖以建立的基本的发明创造
,

可

能有一半以上来 自中国
。 ” 12 ) 19 85 年英 国天文学家

抄里斯认为
: “

前进的唯一道路是转过身来重新面

向东方
,

带着对它的兴趣以及对其深远意义的理解

离开西方的污秽
,

朝着神圣的东方前进
。 ”

而 1988

年
,

全世界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聚会
,

发表宣言

说
: “

如果人类想在 21 世纪活下去
,

必须回顾 25 田

年
,

吸收孔夫子的智慧
。 ”

英国哲学家汤恩比也说
:

“

挽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问题
,

唯有中国的孔孟学

说和大乘佛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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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的地位
,

能够增强

我们的民族 自豪感
,

培养爱国主义情怀
、

(三 ) 了解中国文化
,

批判地继承中华文化遗产

江泽民 1司志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

大会上的讲话少指出
: “

我国儿千年历史留 厂了丰

富的文化遗产
,

我们应该取其精华
.

去其糟柏
,

结

合时代精神力{〕以继 承和发展
,

做到古为今用 ,’ 接

触传统文化的库藏
,

对它有充 分的了解
,

是区分精

华与糟粕的前提 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愁 的学习
,

就是为学员提供一个比较 系统地接触中国文化库藏

的机会
、

一个民族的文化犹 如该 民族生活地域 的空气
,

所有人都呼吸于其中
.

浸染于其中
。

每个人的心理

特征
、

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
,

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其

传统文化的影响
,

带有
“

传统
”

的深深烙印
。

马克

思认为 人的本质不过是一切社会关系的 曾
、

和
,

而社

会关系与民族的文化传统是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的
。

“

三个代表
”

重要思想要求我们做先进文化的代表

者
,

只有认真学习我国传统文化
,

结合时代精神
,

对它进行认真的审查和 区分
,

才能取其精华
,

去其

槽粕
,

真正继承和发展先进文化
。

(四 ) 学 习 《中国传统文化》是提高学员理论

思维能力的手段

中国传统文化中既有丰富的文化知识
,

又有博

大精深的哲学思想
。

中国传统哲学 中的伦理学说
,

.’

天人合一
”

思想
,

博爱思想
,

阴 阳变化思想等
,

蕴含着深刻的人文关怀和辩证思维
。

这些哲学思想

直至今天还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

仍可作为我们为人

处世和从事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

中国传统文化中也存在一些 比较宏大的理论问

题
,

如
,

中国传统文化 的层 次结构和特征特质问

题
,

中国文化的形态问题
,

中国文化在世界的地位

问题
,

中国文化的未来命运问题
,

等等
,

对这些问

题进行理论探索
,

是能够极大地提高学员的分析能

力和思辩能力的
。

这种锻炼不仅对于从事人文科学

的学者是必需的
,

对于从事自然科学的工作者同样

有积极 意义
。

正是有见 于此
,

19 % 年
‘

中国传统文 化与当

代科学前沿发展
”

会议上
,

中科院院士陈述彭
、

席

泽宗
、

王缓结等联名呼吁
:

’‘

在我 国二十一世纪议

程和国家科技发展规划中
,

应增加重视并发挥我们

民族文化优势的内容
。

⋯ ⋯在我国的科技教育体系

中
,

大力加强优秀民族文化的教育
,

开设中国传统

文化课
。 ”

二
、

《中国传统文化》的教法

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教法
,

是任课教员要注意

的问题
〔。

根据经验
,

我有女[l
一

「几点建议
。

(一 ) 选好教材

中国传统 文化方 面的教材 花样翻新
,

不断涌

现
,

比较著名的有如下几部
:

阴法 鲁
、

许树安主编的 味中 国古代文化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 9 89 年版 )
,

这是国家教委
“

六
·

五
”

规划的重点项 目
,

是向高校文科推荐的教材
。

张岱年
、

方克立主编的 《中国文化概论》 (北

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 94 年版 )
,

也是国家教委推荐

的教材
。

钟明善
、

未正威编著的 《中国传统文化精义》

(西安交通大学 出版社 19 97 年版 )
,

这是西安交通

大学 名牌课程的教材
,

也是陕西省精品课程的教

材
。

何宗旺
、

薛学共编著的 《中国传统文化》 (军

事谊文出版社 19 98 年版 )
,

这是为军队政工干部学

习中国传统文化而编著的教材
:

李卫东
、

李余华主编的 《中国传统文化精讲》

(江西人民出版社 2 00 3 年版 )
,

这是华东交通大学

编写和使用的教材
。

这几部教材里
,

前两部是名家主编
,

是权威教

材
,

但体例庞大
,

内容偏深
,

专业性过强
,

不大适

合文化基础较薄弱的军校学员学习
。

我建议使用 《中国传统文化精义》
、

《中国传统

文化精讲》和 《中国传统文化》这三部教材
,

因为

这三部教材中
,

前两部为理工科大学编写
,

后一部

是军队院校编写
,

所以在教学对象的文化层次上 比

较接近
。

而且
,

这三部教材也多有其精彩处
,

《中

国传统文化精义》除 了提纲掣领地介绍中国传统文

化的基本精神
、

儒佛道三教
、

中国伦理道德和政治

文化外
,

还列有
“

中国兵学文化
” 、 “

中国古典文

学
” 、 “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
”

等专章
,

对于中国古代

的音乐
、

艺术
、

书画等也有专章介绍
。

《中国传统

文化精讲》也比较系统地介绍了中国文化精神
、

儒

佛道三教
、

中国哲学
、

中国文学和书法绘画艺术
,

此外
,

还比较多地介绍 了中国的民俗文化
。

《中国

传统文化》除对中国文化的历史演变
、

中国文化的

基本思想
、

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和传统伦理道德介

绍得较多外
,

还 比较详尽地介绍 了中西文化的交

流
,

讨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

这三部教材
,

可以一部为主
,

参用其他两部
。

也可以由教员参考这几部教材 自编讲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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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注意内容的连贯性和逻辑性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
,

内容丰富
,

头绪繁杂
,

所

以讲授时必须注意内容的连贯性
。

以上三部教材

中
,

《中国传统文化精义》在内容的连贯性方面处

理最好
。

它不采用分朝代介绍中国文化的方
一

法
,

而

是采用分门别类介绍的方法
。

试 比较如下两种讲授

中国儒学的办法
。

第一种
,

分朝代地介绍中国文

化
,

在一朝代里
,

讲完儒学
,

然后讲道家或道教
、

然后讲文学
、

史学
、

科技和艺术等
。

第二种
,

列一
“

儒学
”

专章
,

介绍儒学在各朝各代的形态
、

特点

和变化轨迹
。

显然
,

第二种讲授办法更连贯
。

采用分门别类讲授的方法
,

能够理清各种文化

产生
、

发展和演变的脉络
,

从而便于把握文化发展

的规律和逻辑
。

(三 ) 对中国古代 思想的讲授要注意交待现实

意义

中国古代思想体系庞大
,

内容深刻
,

是讲授的重

点之一
。

对这些思想的讲授
,

首先当然要遵循
“

求

真
”

的原则
,

即交待清楚每一种思想产生的时代
、

代

表人物
、

产生的背景
,

尤其是思想的内容以及发展演

变的过程和最终的归宿
。

但是
,

还需要交待各种思想

的现实意义
。

如
,

中国文化中的
“

天人合一
”

思想
,

强调天
、

地
、

人三者的统一性
,

人与自然界是一个和

谐的整体
,

这对于我们正确对待人类发展与 自然环境

的保护是有重要启示意义的
。

中庸思想强调人们要以
“

恰到好处
”

的态度来对待事情
,

追求人际间的和谐
,

这对于正确处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

甚至正确处理国

际争端
,

建立和平与发展为主调的国际新秩序都有启

示意义
。

让学员明白学习这些思想的现实指导意义
,

可以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

(四 ) 有意识地引导学员讨论一些理论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
,

目的之一是开启学员的

智慧
。

除了对学员传授基本 的文化知识外
,

还应引

导学员关心一些理论问题
。

比如
,

可以引导他们对

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缺点
、

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
“

国

民性
”

的关系
、

中国传统文化的现实遗留和未来命

运
、

世界一体化后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文化体系中

将占什么地位等问题进行思考和讨论
。

还有
,

杨振

宁最近提 出
“

亥易经》阻碍 中国近代科技
”

的命

题
,

也可引导学员进行讨论
。

的发展趋势是文理交融
,

综合发展
。

所 以
,

学校应

充分认识传统文化教学的重要意义
,

将这门课摆到

卜匕较重要的地位上来
,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让其处于
“

边缘
”

地位
,

可有可无的地位
:

建议二
,

要加强文
、

史
、

哲
、

法
、

经等人文
、

社

科课程的教育
。

中共中央最近颁发了
‘

繁荣哲学社会

利学
”

的通知
,

这说明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人文社会

科学的重要性有了充分的认识
。

军事院校同样应充分

认识到人文社科对人类发展
、

社会进步的重要意义
,

真正将人文社科教学和研究摆到重要的地位上来
:

《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提供以上各专门学科的

基本的
、

概括的知识和理论
,

但毕竟不够精深
,

不

够专业
,

不够系统
,

要真正提高学 员的人文素养
,

还是需要各专门学科教育的发展
。

建议三
,

军校应组织人员编著新的中国传统文

化的教材
。

军校使用的 《中国传统文化》这一教

材
,

有不少的优长处
,

但毕竟是 7 年前编著的
,

而

且
,

这部教材有些章节介绍过于繁琐
,

不大适合课

堂讲授和学员接受
。

新的教材可以吸收现有教材的

优长
,

同时参考和吸收其他文化史著作和教材的精

华
,

使内容更充实
、

更连贯
、

更富现实意义
。

新教材的编著
,

建议采用多人参与
,

分工负责

的办法
。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

不能指望某一个

人对于它的各个方 面都非常了解
,

非 常精 通
。

所

以
,

这个教材的编写
,

应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
,

根据各人 的专业学养和教学经验而分工负责各方面

内容的编著
。

建议四
,

学校要成立 《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

班子
。

各个军事院校一般由一位教员包揽 《中国传

统文化》所有内容的教学
,

这有其好处
,

可以保持

教学的连贯性
。

但是
,

中国传统文化涉及到许多方

面的内容
,

如果都由一人包揽讲授
,

难免在讲授时

详略失当
。

教员者隋自己的专业领域
,

对于其所专领

域的内容讲授就详些
,

而对于不大专精的内容就只好

从略
。

所以
,

应当根据教材的内容
,

并根据教员的专

长
,

安排多位教员任课
,

这样才能保证传授的各方面

的知识都是最精粹的
,

最新颖的
,

最权威的
。

[ 1 }

三
、

给军校领导的几点建议

建议一
,

领导要充分认识到 《中国传统文化》 [3 〕

课的重要性
。

军事院校大多都是理工教育为主的院

校
,

对于文科教育相对重视不够
。

而当代中国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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