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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十论中国 文化
7.中国人的民族国家观
中国人很早便知以一民族而创建一

国家的道理，正因中国民族不断在扩展
中，因此中国的国家亦随之而扩展。中
国人常把民族观念消融在人类观念里，
也常把国家观念消融在天下或世界的观
念里。他们只把民族和国家当作一个文
化机体，并不存有狭义的民族观与狭义
的国家观，“民族”与“国家”都只为文化
而存在。因此两者间常如影随形，有其
很亲密的联系。“民族融合”即是“国家
凝成”，国家凝成亦正为民族融合。中
国文化，便在此两大纲领下，逐步演进。

在中国，则上古时代，虽然有许多关
于民族的分别名称，但越到后来，越融
和越混化而成一体。秦、汉以后的中
国，其内部便很少有民族界线之存在。
这不可不说亦是中西文化演进一绝不同
之点。因此在西洋历史里，开始便见到
许多极显明极清楚的民族界线。在中国
史里，则只说每一部族都成为黄帝子
孙，这正是中国古代人心中民族观念之
反映。

8.中国人的家族观
人道应该由家族始，若父子兄弟夫

妇间，尚不能忠恕相待，爱敬相与，乃谓
对于家族以外更疏远的人，转能忠恕爱
敬，这是中国人所绝不相信的。家族是
中国文化一个最主要的柱石，我们几乎
可以说，中国文化，全部都从家族观念
上筑起，先有家族观念乃有人道观念，
先有人道观念乃有其他一切。中国人所

以不很看重民族界线与国家疆域，又不
很看重另一个世界，可以说全由他们看
重人道观念而来。

要考察到中国古代人的家族道德与
家族情感，最好亦最详而最可信的史
料，莫如一部《诗经》和一部《左传》。《诗
经》保留了当时人的内心情感，《左传》
则保留了当时人的具体生活。《诗经》三
百首里，极多关涉到家族情感与家族道
德方面的，无论父子、兄弟、夫妇，一切
家族哀、乐、变、常之情，莫不忠诚恻怛，
温柔敦厚。惟有此类内心情感与真实道
德，始可以维系中国古代的家族生命，
乃至数百年以及一千数百年之久。倘我
们要怀疑到《诗经》里的情感之真伪，则
不妨以《左传》里所记载当时一般家族
生活之实际状况做比较，做证验。这便
是中国民族人道观念之胚胎，这便是中
国现实人生和平文化之真源。倘不懂得
这些，将永远不会懂得中国文化。

9.中国文化的追求与理想
中国文化是一种传统爱好和平的，

这已在上文述过，因此中国人始终不肯
向富强路上作漫无目的而又无所底止的
追求。若论武力扩张，依照唐代国力，
正可尽量向外伸展。但即在唐太宗时，
一般观念已对向外作战表示怀疑与厌
倦。中国人对国际，只愿有一种和平防
御性的武装。唐代虽武功赫奕，声威远
播，但中国人的和平头脑始终清醒。在
唐代人的诗里，歌咏着战争之残暴与不
人道的，真是到处皆是，举不胜举。中

国人既不愿在武力上尽量扩张，向外征
服；同时又不愿在财富上尽量积聚，无
限争夺。在唐代的社会情况下，无论国
外国内贸易，均有掌握人间绝大财富权
之机会与可能。但中国人对财产积聚，
又始终抱一种不甚重视的态度，因此在
当时一般生活水平虽普遍提高，但特殊
的资产阶级，过度的财富巨头，则永不
产生。

根据唐人小说，只见说：许多大食、
波斯商人在中国境内经营财利积资巨
万，但中国人似乎并不十分歆羡。诗歌
文艺绝不歌颂财富，这是不需再说的。
这不仅由于中国政治常采一种社会主义
的经济政策，不让私人财力过分抬头，
亦由中国人一般心理，都不肯在这一方
面奋斗。

我所说的中国传统和平文化，决不
是一种漫无目的，又漫无底止的富强追
求，即所谓权力意志与向外征服；又不
是一种醉生梦死，偷安姑息，无文化理
想的鸡豕生活；也不是消极悲观，梦想
天国，脱离现实的宗教生活。中国人理
想中的和平文化，实是一种“富有哲理
的人生之享受”。深言之，应说是富有
哲理的人生体味。那一种深含哲理的人
生享受与体味，在实际人生上的表达，
最先是在政治社会一切制度方面，更进
则在文学艺术一切创作方面。

10.中国文化的最高理想：“世界大
同”，“天下太平”

“世界大同”，“天下太平”，这是中

国古人理想中的一种人类社会。所谓
“凡有血气，莫不尊亲”，这就是中国文
化所希望达到的理想了。因此我们可以
说，中国文化是“人类主义”即“人文主
义”的，亦即“世界主义”的。它并不只
想求一国的发展，也不在想一步步的向
外扩张它势力，像罗马，像现在一般压
迫主义、侵略主义者的西方帝国一般。
惟其如此，所以使中国文化为可大。

若要具体一点讲，可以举几个例。
像孔子，他的祖先，是商朝之后宋国的
贵族，后来逃往鲁国。但孔子一生，就
并不抱有狭义的民族观念，他从没有想
过灭周复滴的念头。也不抱狭义的国家
观，他并不曾对宋国或鲁国特别地忠
心。他更没有狭义的社会阶级观念，他
只想行道于天下，行道于全人类。所以
孔子实在是一个人类主义者，世界主义
者。又像墨子，我们不能详细知道他的
国籍和出身，只知他一样是没有狭义的
国家观和阶级观的。至于庄子、老子，
那就更没存所谓国家观、阶级觐了。

“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
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治国，最后
还是要平天下。这个理想，到秦始皇时
代，居然实现，真成天下一家了。所以
中国文化，开始就普遍的摆在一个大地
面上，希望只要交通所达，彼此都相亲
相爱，结合在一起。他们的最高理想，
就是奠定一个世界大同、天下太平的，
全人类和平幸福的社会。

（下）（来源：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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闽台青年客家土楼营造技艺研学
营 3 月 10 日在龙岩永定振成楼前开
营，50余位来自厦门大学、华侨大学、
福建农林大学、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的闽
台青年学子参加活动。

此次研学营所到的龙岩永定区、漳
州南靖县是台湾客家人的重要祖籍地
之一。来自华侨大学的台湾学子黄茗
敏说，期待在研学活动中，与大家共同
探索客家土楼营造技艺、学习客家文
化、弘扬客家精神，做客家文化的宣传
者，增进两岸同胞情感。

来自福建艺术职业学院的大陆学
子郑诗雨表示，研学旅行是课堂的延伸
和补充，希望借此难得的机会了解土楼
屹立千年不倒的原因，并以此探寻两岸
文化历史渊源，在此过程中“记下福建
的山水，更要记下闽台的情缘”。

50 余位两岸青年学子通过聆听
《走进土楼》讲座、赏析纪录片《土楼探
秘》、沉浸式体验土楼文创项目《天涯明
月刀》等方式，立体全面了解客家土楼
营造技艺发展脉络，修复、保护及活化
的方式方法。 （叶秋云 林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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