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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容简介
本书通过对老庄哲
学中的“无”的意义的
探解，系统而深入地研
究了中国古代哲学中道
体论形而上学的思想内
涵及其价值取向，并比
较了其与西方现代哲学
旨归的异同，是一部具
有独创性的学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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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孺义，1953年11月出生，湖北省丹阳
市人，大学本科文化，副研究员。
1982年元
月毕业于华中理工大学，留校任教两年后调
入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工作至今。
著有《马克
思恩格斯人类学思想发展概观――从〈莱茵
报〉时期到四篇“人类学笔记”》、《马克
思东方社会理论与一般历史哲学探略》、
《论“心斋”》、《论“卮言”――道体论
形而上学的语言观》、《论“玄德”――奠
基于实践理性上的道体论形而上学》、《论
“真人”实践――道体论形而上学的主体性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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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目录
引论
第一章 “文”的自觉与“人”的形上话题
一 道家哲人的“人文悲怀”
二 继“周文”来而又绝“周文”去的
“人文”话题
三 人的形上话题的道体论路向
第二章 道体论形而上学难题的结构分析
一 道体论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
二 心、言一体的“能―所”结构
三 心、言一体的“思域语境”
第三章 知性的破产：道体无明
一 “建常”：道体论思域语境的名相化
二 “道术裂”：道体论的三大“存在论”
悖论
三 “不可道”：言说“能―所”结构的
瓦解
第四章 知性的再度破产：心体无明
一 心体的自省：“自我”的发现
二 “我思”之“我”不可得
三 “我思”之“思”的“非自在”
第五章 道体论形而上学的“德性价值论”底色
一 “辩无胜”与“知止”：由知性的不完备到
人生有限性的贞认
二 “安命”与“复命”：命运的自觉与
自觉的命运
三 “无思无虑始知道”与“有真人而后
有真知”
四 “无”之意义的初始领悟
第六章 纯粹心体：“心无同一”的心斋之路
一 意向性悬解：在智的批判中贞问纯心
二 绽开于“心无同一”中的“无”的意义
三 “灵台有持”：内在意向性的自我贞定
第七章 主体存在“无待性”的价值觉识
一 由“我”而“吾”：无待主体的发现
二 无待主体的“应然”的价值觉解
三 “无”的意义：存在的无待性
第八章“立德明道”：绽开于“行 在同一”中的道德原理
一 “智彻为德”：由纯心到德性
二 “损之又损”：由“心 无同一”到“行在同一”
三 “立德明道”：道德的命意
四 “无”的意义：作为道德之质的“无为而无不为”
五 纯粹实践理性的三条基本原理
第九章“天放”自由主体：“真人”的性相
一 “命曰天放”：人的存在的自由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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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自在自为：在无色与形色张力中的“圣”
三 恒常质朴之性：“贵我而不失于变”的道德命体
四 内真 上善 至美：自由主体的价值存在
五“独有之人”：自由主体的人格世相
第十章 面向虚灵的真实：“众妙之门”与“不言之言”
一 “众妙之门”：通向“虚灵的真实’的觉知结构
二 无言的心缘神契：道体论形而上学语境的本己性
三 “卮言日出”：“言无同一”的不言之言
第十一章 无的意义的归旨（一）：“道法自然”
一 在“不是什么”的“无”之否定性
意义上诠证的“道”
二 在“只是自己”的“无”之肯定性
意义上诠证的“道”
三 “道法自然”：存在的本真在于
自性律动
第十二章 无的意义的归旨（二）：“道生万物”
一 “有生于无”：自性缘在的生生徼向
二 “万物生于有”：无处不在的绝对
能在性
三 “命体”之“正”：道体的“价值”
意味
第十三章 自我的眷注：道体论与存在论的
比较视域
第十四章 殊途同归的玄慧：从理性的幻相到道德
价值论的归趣
一 在“自我”之“唯一性’中为“形而上学”揭迷
二 由“自我”的“不可知”的理性幻相所绽
开的“智的直观”
三 在理性批判的殊途上同归于由“观”而
“德”的话题
四 在道德价值论中完成“先天综合判断”的
终解
五 自由主体：道德命意上的共同话题
六 附：以“有限”取代“应当”且与老庄
无缘的“此在”
第十五章 自我的纯粹意向性：“现象学悬置”与“心斋”
一 “先验主体”：康德的遗产与胡塞尔先验现象
学之主题
二 “本质直观”与“无欲之观”以及“悬置”
与“绝弃”
三 基于“直观”的本体论眷注：“意向性”与
‘有欲之观’
四 同趣的纯粹自我所展现的意义与价值
关怀的异趣
第十六章 评价：形上眷注的主体自觉与文化偏至
一 义理系统的检视
二 方法系统的检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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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价值错位的文化偏至及其启示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无”的意义--朴心玄览中的道体>>

版权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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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