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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中国社会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有两次文化交流的活动广泛而深入地影响了它的历史进程。
一次是发生在公元1世纪到8世纪间的中印文化交流，另一次是16世纪末以来的中西文化交流。
在这两次文化交流中，哲学都是交流的核心部分，表现在前一次是印度佛教思想的输入，在后一次则
是西方科学与哲学的东渐。
这两次的西学东渐进展至今，前者已或多或少地成为历史，后者却仍在持续地进行之中。
    这后一个文化交融与知识流动过程的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至于我们可以说，中国的近现代思想史，
基本上是由西学东渐的历史所构成的。
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事件，无一不与西方思想的进入相关联。
尤其是西方哲学理论的东渐，包括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
的作用，成为中华历史迈向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文化现象。
对这个过程的文献收集和分析研究，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工作，其意义已经超出了纯粹的学术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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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自觉”精神进行西学东渐研究“西哲”东渐与“中哲”的学术自觉——关于“反向格义”之
讨论的回应与思索当代新儒家涉及“格义”与“逆格义”方法论的探讨——以牟宗三先生的康德学与
中国哲学研究为例基督教在中国文化境域中的困境亚里士多德灵魂理论的“迁徙"和其早期的中国式阐
释明清之际的友谊政策入华新教传教士译介西学术语述评晚清逻辑学译介述论中国的波兰耶稣会传教
士卜弥格《中国植物》中神秘的、真实的和书面的中国花园穆尼阁(1610--1656年)：跨文化对话的先驱
为了贸易和传教服务的利器——澳门和耶稣会对晚明朝廷的支持(1620--1650年)迈克尔·卜弥格神父的
报告及其17世纪中国礼仪之争的背景将对数引入中国的穆尼阁德日进神学与中国北京同文馆与广州博
济医校的比较研究意大利耶稣会来华传教士殷铎泽及其《中国政治道德学说》初探“西学东渐与文化
自觉”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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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按照西方哲学门类来划分甚至切割中国古代思想曾经是很普遍的做法。
这属于拙文所没有讨论的广义的反向格义。
张文提出这种做法是狭义的反向格义的理论根源，这是一种病理诊断，笔者并无疑义。
不过，笔者有一些观察和思考。
第一，张岱年师年轻时曾经有意避免套用西方哲学的门类概念。
他的《中国哲学大纲》的第一部分是“宇宙论”，下面则分为“本体论”和“大化论”。
第二部分是“人生论”，下设“天人关系论”、“人性论”、“人生理想论”以及“人生问题论”。
第三部分是“致知论”，下设“知论”和“方法论”。
其中多数章节不是套用西方哲学的分类概念，而是从中国古代思想家的思想数据中作出的归纳。
这是张先生有意避免套用西方哲学门类划分的尝试和努力。
但是他晚年说这是年轻时的幼稚之举，已经放弃了这种努力。
由此值得思考的是他的努力为什么会失败，他为什么会放弃这种努力，我们今天是否应该重新开始继
续他早年的努力？
这种努力是否可能成功？
要成功的条件是什么呢？
笔者提出这些问题供有心人思考，或许可以减少后来人的一点曲折。
第二，套用西方哲学分类概念的确为中国哲学的研究带来一些困难和问题，但是，作为“顺理成章”
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做法并非一无是处，这种做法下产生的作品并非全无价值。
问题在于现在和今后如何做。
我们是否有可能或应该放弃这种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的分类框架？
如果不放弃是否有可能纠正对这些概念的误解之后再使用这些概念？
笔者也注意到，张本人参与组织编写的教材已经避免了西方哲学分类的标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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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西学东渐研究(第3辑)》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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