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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透过思维方式的研究，深入了解中国哲学的根本特点。
掌握了中国哲学主体思维这一特点，或许有助于理解一般所谓主体性问题。
同时我想表明，思维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
也是传统文化与哲学中更具稳定形态的东西。
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在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解决人的问题上至今仍有其意义，但
是，它也有自身的历史局限。
如何使传统思维转变为现代思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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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在我们看来，中国哲学思维之所以具有主体性特征，是同中国哲学以人为小心的人本主
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
从根本上说，中国哲学是关于人的学说，是关于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的学说，为此，它要确立人的
主体地位。
这就决定了它的最根本的思维方式，必然足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思维。
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由于中国哲学思维是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思维，因而决定了它必然是人本主义的哲
学。
在这里，思维方式同哲学问题是不可分的，不能用单向因果律说明谁决定了谁。
　　中国哲学的主体思维，就其一般特征而言，是围绕人与自然界的关系而展开的。
在这一关系中，人始终居于主导地位。
但是，它又表现为不同的逻辑层面。
就其基本指向而宫，它是自我反思型的内向思维，即收回到主体自身，通过自我反思获得人生和世界
的意义，就其基本定势而言，它是情感体验型意向思维，即从内在的情感需要出发，通过意向活动，
确立主体的存在原则，就其基本程式而言，它是主体实践型经验思维，即以自我完成、自我实现的主
体实践为根本途径；就其终极意义而言，它又是自我超越型形上思维，即超越感性自我，实现主客内
外合一、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
这些不同的层面足互相联系的，不是各自独立的。
但是，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将分别加以考察。
　　就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的意向性特征而言，它是与对象性思维相对而言的。
它以主体意识的意向活动为其思维的主要定势，以主体的情感意志和内在意识为其思维的主要内容，
以主体体验和本体认知(或存在认知)为其主要形式。
这同西方哲学以对象性思维为主要特征的传统有所不同。
但是，能不能说，意向性思维同对象性思维的区别，就是中国传统思维同西方传统思维的区别呢?对此
当然不能作绝对的肯定和否定。
就人类思维的一般特征而言，意向性思维和对象性思维并不构成互相对立、互不相干的两种思维方式
，不能简单地说，西方人的思维都是对象性思维，中国人的思维都是意向性思维。
但就其基本特征或整个传统的主流而言，中国哲学思维确以主体意向思维为主要特征，这一点是可以
肯定的。
　　中国哲学主体思维，以主体的情感意向为基本定势，这是同中国哲学重视内在情感的特征分不开
的。
它从主体内在的情感需要，评价和态度出发，通过主体意识的意向活动(包括直觉，体验)，获得人生
和世界的意义。
因此，它不同于以外部事物及其客观性质为对象的科学思维或逻辑思维。
　　这种思维同任何思维一样，也是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之上，但它赋予经验以主体意识的特征，使经
验带有主观需要和态度、评价的色彩。
这种思维通过对经验的过滤，具有明显的价值取向，其目的在于获得事物(包括人生)的“意义”，而
不是事物的客观“性质”。
现代哲学力图证明，对微观事物的认识具有主体性特征，实验观察离不开主体因素的参与，但这并不
改变整个问题的性质，因为它基本上仍然属于对叙性思维。
就中国哲学思维而言，其特点在于，它不是认识事物的客观性质，而是获得人生的意义(包括人与世界
的关系)，甚至不是获得如同西方语义学或其他哲学所说的关于语言或世界的意义。
这一点又是同人的存在问题联系在一起的。
　　　　传统哲学把“道”作为根本范畴或最高范畴，但所谓“道”，有“天道”与“人道”，之分
。
传统哲学中只有极少数人主张“天道”与“人道”的区别与对立，其主流派则主张“天道”与“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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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一，对“天道”的认识只能通过“人道”的自我认识而实现，知其“人道”，即所以知其“天道
”。
其实，不管是主流派，还是非主流派，事实上都关心“人道”而不是“天道”。
道家提倡“天道”，但那是为了论证“天道”即是“人道”，儒家提倡“天道”，则是为了论证“人
道”即是“天道”。
其实，他们的立足点都是人而不是天，“人道”的核心则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性，是人的本质的或形而
上的存在。
这就决定了传统思维不仅是内向性和意向性思维，而且是主体实践型和自我超越型思维。
　　中国哲学思维为什么具有这样的主体特征?这是一个非常复杂并需要进行专门研究的问题，不是本
书所能解决的。
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这就是从自然环境看，中国是一个大陆性国家，从社会环境看，中国几千年
来是一个自然经济的农业国家，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与自然界有一种特殊的关系。
一方面，人的生命和生活必须依靠自然界提供良好的条件，人对自然界有一种感激之情，同时也就缺
乏征服自然的意识，另方面，人必须积极主动地调整自身与自然界的关系，包括调整人与人的关系，
以确立人在自然界的地位。
这既不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科学主义，也不是向彼岸超越的宗教意识，而是以“天人合一”为框架，以
自我实现、自我超越为特征的主体意识。
这样的主体意识，既要提高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又表现了人对自然界的高度崇敬，人与自然界有一种
内在的关系，人不离自然而存在，自然界不离人而存在。
一方面，人的生命来源于自然界，因而同自然界是息息相关的；另方面，自然界对人虽然有很大的恩
惠，但这一切都是要人来实现的，因此，人又是自然界的“主宰”。
　　这样，便回到主体自身，通过心灵的自我反思、自我体验和自我超越，最终认识人生的意义，与
自然界保持高度和谐一致的关系，从而获得最大的幸福。
　　　　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并不重视对于外部事物的认识，而是把重心转向主体
自身，重视对于人的自我认识。
但人也是一个自然物，中国哲学所提倡的，并不是对于作为自然物的人的认识，而是人之所以为人者
，也就是对于人的内在本性的自我认识。
　　按照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人的本性被说成是“天道”或“自然”之赋予人者，即内在于人者。
它既是自在的存在，又是自为的存在。
作为自在的存在，它是自然的，作为自为的存在，它又是具有自我意识的。
认识并实现自己的内在本性，这是中国哲学思维的根本特点之一。
　　在传统哲学中，“心”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范畴，是主体性的标志。
心是主宰身的，故被称为“一身之主宰”(朱熹语)。
但心不能仅仅被理解为人的认识器官，即物质实体及其功能或作用，它首先标志着人的存在。
心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所在，或者说，心是人性的真正承担者。
中国哲学家喜欢说“人者万物之灵”，这个灵处就在于心。
心不仅具有灵明知觉作用，而且是人之所以灵于万物者，即人的本质所在。
这同西方笛卡尔式的“我思故我在”不是一回事。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从思维方法讲，是一个怀疑主义的说法，同时又包含着理性主义原则，在
本质上是观念论的，他强调“清晰明白”的逻辑观念的先验性和普遍性。
中国哲学则强调心的本质存在，因而是本质论的。
心固然有“思”，“思”固然是心的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但心之所以能思，则是“天之所与我者”
。
这个“天之所与我者”就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性，不只是天赋的思维能力。
“能思”是心的功能，“所思”则是心的存在，它不是别的，正是人的内在本性。
“心之官则思”(孟子语)，就其真实涵义而言，并不是或主要不是思其心外之物，也不是以概念的明
晰性为特征的先验的理性原则，而是反思其自身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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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具有自我觉悟、自我呈现的意义。
　　这说明，中国哲学思维是以自身为对象的自反思维，也就是思维的自思维，或思维其思维者。
这种自我反思不是概念论虚观念论的理性思维，而是一种自我觉解、自我觉悟或自我直　　觉。
　　所谓觉解或觉悟，就思维形式或方法而言，属于体验型直觉思维，但就其思维指向或定势而宫，
则是自我反思型的内向思维。
前者是解决如何觉解的问题，后者是解决觉解什么的问题。
这二者是密切联系的，但又不是一个问题。
直觉并不都是内向的自我直觉，体验也不都是自我体验。
现代科学所说的直觉思维，虽然具有很明显的主体因素，但就其基本特征而言，仍然是外向思维。
只有中国哲学才十分重视并主张内向的自我反思、自我直觉。
　　在传统哲学看来，人之所以为人之性，离不开心，性就是心的本质存在或心之所以为心者。
心作为主体性的根本标志，并不是“一团血肉”，它是情感、意志和知性的统一，是一个合知情意而
为一的内外合一的整体存在，所谓“万物皆备于我”(孟子语)，就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这里所说的物，既是主体意识的内容，又是主体意向的所指，它未必是作为感知对象的外物，但却是
关于事物及其意义的意识。
因此，这不是“存在就是被感知”那样的主观唯心论，而是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主体论的特殊
表达。
心也不是一块白板成一张白纸，如同西方某些哲学家(如洛克)所说，可以在上面涂上各种颜色，心也
不是一面镜子，如同某些心理学家和哲学家所说，可以照见外面的事物。
在中国哲学中，心固然是知觉、思维的器官，但它首先是作为人的存在及其主体意识出现的，至于世
界的意义，就内涵在每个人的主体意识之中。
心就是知，也就是性。
儒家自孟子以来的道德主体论，都是这样主张的。
　　其他各家的思想，也都与此有关。
他们无不认为，心是人性的主体承担者。
佛教中的禅宗就是如此，道家包括玄学，也不例外。
他们都很重视心，也很重视性，当他们把心性合一起来时，也就把心看作是存在范畴。
这一点深深地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形成一种传统，变成人们的思维习惯，即反回到自己的心灵世界
，把实现自我认识，自我觉悟作为人生的主要任务。
这是如何作人的问题，并不是如何认识世界，征服世界，以满足外在需要的问题。
在这里，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充实和实现自己的心灵世界，这是人生的最大追求，不是为了追求别
的什么目的。
否则，人不过是一个“躯壳”而已。
心也就是孟子和后世儒家所说的“良贵”心之所以为贵，就在于它是自我完备的价值尺度，价值标准
。
正如明儒陈献章所说：“人其七尺之躯，除了此心此理，便无可贵，浑是一包脓血裹一大块骨头，饥
能食渴能饮，能著衣服能行淫欲，⋯⋯凡百所为一信气血，老死而后已，则命之曰禽兽可也。
”　　⋯⋯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哲学主体思维>>

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　　几年前，当我开始研究中国哲学思维方式这个问题时，我认为，辩证思维、整体思维、
意象思维、直觉思维和意向思维，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基本特征。
而其中的意向思维和直觉思维，明显地表现了中国哲学的主体性特征。
进一步的研究使我对主体性问题发生了兴趣，同时又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
于是，我决定以主体思维为题，进行一次全面思考。
现在这本书就是这一思考的初步结果。
　　主体问题能不能作为思维方式去研究，或者从思维方式的角度去研究，这是一个有可能会被提出
讨论的问题。
我之所以提出主体思维的问题，并把它作为中国哲学最根本的思维特征去研究，并不是从通常所谓认
识论的意义上来理解的，我是从中国哲学的基本特点着眼来理解这个问题的。
　　通常所理解的思维方式，大都是从认识论的意义上来说的，(这一点我也是赞成的)而通常所谓认
识论，又都是从主客体的关系立论的，更确切地说，它必须以划分主客体的界限为前提。
人作为认识或实践主体，所面对的是客体即对象，这个对象包括人自身在内。
思维方式被说成是如何把握客体即对象的方式，不论是讲结构还是讲过程，也不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
的。
但是，中国哲学的特点，恰恰在于它不是主张主客体的分离和对立，而是主张二者的统一或合一。
而在这样的统一中，人是占主导地位的。
换句话说，它要解决人的问题，而不是客观对象的问题。
所谓认识，归根到底，是关于人的认识，有关自然界和客体的问题，最后都要落到人的存在和人生意
义的问题上来。
所谓思维方式，也是围绕这个主题而展开，而形成的稳定模式。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把主体思维作为中国哲学最根本的思维特征提出桌并进行讨论的主要原因。
　　应当指出，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具有自己本身的特点，我把它称之为“为己与自为”，似乎突出
了主体实践的特征，其实，它还有其他方面的内容。
它既不同于当代西方科学哲学所说的主体性，也不同于近现代西方人本全义哲学所说的主体性，它表
现了中国和东方哲学所特有的思维方式。
这种思维的核心，无疑是以儒家为主导的道德主体及其形上思维，但是，其他哲学如佛、道两家，对
此也有各自的贡献。
它们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共同构成了中国哲学主体思维的重要内容。
对此，本书进行了较多的论述。
　　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透过思维方式的研究，深入了解中田哲学的根本特点。
掌握了中国哲学主体思维这一特点，或许有助于理解一般所谓主体性问题。
同时我想表明，思维方式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个更加深层的问题，也是传统文化与哲学中更具稳定
形态的东西。
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在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解决人的问题上至今仍有其意义，但
是，它也有自身的历史局限。
如何使传统思维转变为现代思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书中所讨论的问题，只是一个初步而粗浅的勾画。
我自己知道? 有些问题，比如意向问题和情感体验问题，在中国哲学中占有什么地位，具有什么性质
，我虽然提出了一些看法，说了一些话，但是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我期望能得到读者和学者们的指
教。
　　本书的出版，得到东方出版社及王粤女士的热情支持，借此机会表示诚挚的谢意。
　　——蒙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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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哲学主体思维在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与哲学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解决人的问题上至今仍具
有现实意义。
本书透过思维方式的研究，深入地揭示了中国哲学的特点，对广大读者必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和帮助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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